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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斯·希伯——血染沂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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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斯·希伯与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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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1年11月，一位国际友人为了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毅然拿起枪与敌人战斗到最

后一刻，把热血洒在了沂蒙山上。这位国际友人就是推荐罗生特参加新四军的进步作家兼记

者汉斯·希伯。  

  向往中国  

  汉斯·希泊，1897年出生

在原奥匈帝国(现波兰)的克拉

科夫，后定居德国。希伯很早

就向往具有5000年文明历史的

中国，对中国的时势十分关

心。1925年，他第一次来到中

国上海。他作为记者，思想积

极、眼光敏锐，经常到贫困的

下层民众中了解中国的实际情

况。当上海发生工人运动时，

他十分支持，并积极报道，向

世人介绍中国工人的贫困和争

取生存、解放的斗争。  

  希伯回国后，把中国的经

历和中国的实际情况用生动的

语言写成一本书，并于1928年

2月在柏林出版。他的《从广

州到上海：1925年——1929



年》一书，吸引了无数关心中国的读者，在读者中产生了较大的反响，有许多人因此远道奔

赴中国，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  

  希伯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他的中国情并没有因为蒋介石叛变中国革命而断绝。1932年

秋，希伯告别新婚的妻子秋迪，再度来华，不久，他的妻子也追随丈夫来到中国。  

  希伯来到上海后，与当时在上海的一些国际友人如史沫特莱、马海德、路易·艾黎等人

组织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共同研究中国的情势。  

  持笔为枪  

  七七事变的爆发，标志着中国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希伯看到中国人民英勇地抗击日本

帝国主义的侵略，无比激动。  

  为报道中国共产党抗日斗争，希伯决心到全国抗战的指挥中心延安进行实地考察。1938

年春，经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的安排，希伯来到革命胜地延安。在延安，毛泽东主席接见了

他，并向他介绍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斗争的情况。  

  1941年1月，国民党军队悍然发动了亲者痛、仇者快的“皖南事变”。希伯与夫人秋迪

化装成医生和护士来到新四军苏北抗日根据地。  

  通过一系列的考察和实际生活，希伯完成了8万字的《中国团结抗战中的八路军和新四

军》书稿。  

  为了进一步了解八路军在山东敌后的情况，希伯来到山东。1941年9月12日，希伯在沿

途八路军和老百姓的掩护下，顺利到达山东抗日根据地。当时的《大众日报》为希伯的到

来，刊登了消息，说：“在抗战中，外国记者到鲁南，还是以希伯先生为第一。”希伯到了

八路军115师师部，政委罗荣桓等将领接见了他。希伯在为他举行的欢迎会上激动的说：

“我深切地感到，谁要想真正了解今天的中国，真正了解中国人民是怎样英勇地同敌人艰苦

搏斗，就必须亲身到中国的敌后来。”希伯讲话，引得台下阵阵掌声。  

  罗荣桓为了方便希伯采访，把自己的一匹枣红马送给希伯。希伯坚辞不受，并且毅然脱

掉皮鞋，换上鲁南特有的铲鞋，穿上八路军的灰棉布军服，佩带短枪，同大家一起爬山越

岭，徒步行进，与普通战士打成一片。凡是接触过他的人，都愿意与他接近，把他亲切地称

为“外国八路”。  

  作为踏入山东敌后抗日根据地第一位西方记者，希伯以其卓越的政治敏锐感和生动的文

笔，客观地描述了八路军的抗日活动。他的一系列文章在外国报刊上发表，引起了读者的关

注。他的文章之所以能发表与他在上海的妻子分不开的。  

  当时，外国记者把有关中国的报道发往外国，必须经过上海。妻子与希伯分别后，一直

住在上海帮助丈夫向外国刊物投稿。离别心爱的丈夫时间长久，秋迪女士就开始想念起丈

夫。在希伯到达山东根据地后的一个月，秋迪女士突然站在丈夫面前。  

  希伯没想到此时地久别的妻子，有点意想不到。  

  “你怎么来了？这里敌人马上就要开始大扫荡。”  

  秋迪打断了丈夫的问话，说：“你来就不许我来了？”  



  夫妇俩的见面的开场白，引起在场的八路军将士的兴趣，并由衷地敬佩这二位国际友人

对中国抗战的支持。  

  血染沂蒙  

  1941年11月初，罗荣桓政委亲自指挥了“留田突围”一役。由于指挥得当，八路军一枪

未放，无一伤亡，一夜之间就突破敌人3道封锁线，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到达预定地点。  

  敌人并不甘心，一场更大的“扫荡”正在酝酿中。不久，发生了鲁中南地区抗战史上最

悲壮的一次战役——大青山战役。  

  11月30日晨，希伯所在的连队与敌人遭遇。敌人以一个混成旅将八路军一个连紧紧包围

起来。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连队战士与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希伯也参加了战斗。由于敌

我力量悬殊太大，领导当机立断让连队分3个小分队向西南突围。希伯被安排在第1分队先

走，但他不肯先走。第2分队开始突围时，他又要求战斗到底，领导未同意。当他拔出手

枪，加入最后突围的第3分队时，敌人已经从四面八方压过来了，突破口被封锁。尽管指战

员们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打退了敌人多次猖狂进攻，但伤亡很大，希伯的翻译和警卫人员

都倒在血泊中。希伯满腔怒火，从牺牲者身边捡起枪来，猛烈地射击敌人。他不幸身受重

伤，最后献出宝贵的生命，时年仅44岁。  

  战斗结束后，在清理战场时，发现了希伯弹痕累累的遗体。山东军民以隆重的葬礼将希

伯的遗体安葬在他牺牲的地方。  

  如何把这一不幸的消息告诉秋迪女士，中共上海地下党员都觉得十分为难，怕这位伉俪

情深的异国友人经受不住沉重的打击。  

  秋迪女士得知心爱的丈夫牺牲在战场上，异常悲痛，但她坚强地说：“希伯是为中国人

民的解放事业光荣牺牲的，我也是共产党员，难道不相信我能够经得住考验吗？”  

  1942年，山东军民为了纪念希伯烈士，为希伯建立了一座白色圆锥形纪念碑，碑上刻着

罗荣桓等题写的“为国际主义奔走欧亚，为抗击日寇血染沂蒙”的题词。  

  “奔走欧亚、血染沂蒙”，这是对希伯一生精辟的评价。(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