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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年新善本文献采访工作综述 

 

黄霞 

 

（一）采访总体情况概述 

2007 年，在各级领导的关心和支持下，经过努力，我馆新善本文献的采访量大大增加，补充了不少珍贵文

献。我们共参加了北京中国书店、天津古籍书店、北京保利国际拍卖有限公司等单位举办的 6 次善本古籍拍卖

会。在认真挑选拍品、仔细核查馆藏目录的前提下，拟竞拍新善本文献共 22 个标的，最后竞拍成功了 18 个标

的，成功率达 81%以上。与此同时，还注意加强与个人收藏者的联系，尽最大努力说服他们以较为合理的价格

将所藏革命文献转让我馆。经过反复协商，从某个人收藏者处一次性购进 235 种 302 册（件）新善本文献。 

（二）珍贵文献版本介绍 

一、从个人收藏者处购进新善本文献精品介绍 

1、我馆缺藏毛泽东著作版本 

（1）3 种毛泽东著作伪装本 

此 3 种毛著伪装本 1 种为抗战时期文献，2 种为解放战争时期文献，查《毛泽东著作版本编年纪事》，未见

著录，版本较为珍贵。 

①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是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所写的关于中国社会矛盾和革命对象、任务、动力及

性质的政治著作，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该伪装本隐匿作者，封面伪装题名“修道新介绍”，封面有“辛

巳年菊月”、“非卖品”、“轮流公看功德无量倘不敬重或有隐匿罪莫大焉”字样。出版时间据封面“辛巳年菊月”

推断应为 1941 年。 

②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 

此宣言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于 1947 年 10 月 10 日公布的政治宣言，亦称《双十宣言》，由毛泽东起草，

朱德﹑彭德怀署名发布，后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该伪装本伪装题名“复兴宣言”，伪托“北平时事研究

会编”、“北平崇文书局印行”。 

③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该文献是毛泽东 1947 年 12 月 25 日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的中共中央会议上的报告，收入《毛泽东选集》

第四卷。该伪装本封面伪装题名“悟性修道须知”，伪托“刘纶熙编辑”，“成文印书局庆记”。伪托出版时间“康

德十一年（1945）六月二十日发行”。封面有“学而时习，开卷有益”、“轮流公看功德无量，倘不敬重罪莫大焉”、

“非卖品”字样。 

以上 3 种伪装本的出版者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2）《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党人>发刊词》合订本 

中共中央北方局宣传部出版，1943 年 12 月。该版早于馆藏该文献单行本的最早版本。  

（3）辩证法唯物论 

封面题“丘引社版”，上海中国出版社印行，1946 年 2 月。该版早于馆藏该文献最早版本。 

（4）3 种《反对自由主义》的单行本 

①反对党内不良倾向 

出版者不详，1945 年。党内文件编号本。书中内容为毛泽东 1937 年 9 月 7 日所著《反对自由主义》一文

全文，以及《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一文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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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反对自由主义 

油印本。裕华总店，1948.5.22 翻印。2 叶，32 开。   

③反对自由主义 

油印本。2 叶，32 开。毛装。印刷时间不详。题名下标注该文的发表时间：一九三七年九月七日。   

查《毛泽东著作版本编年纪事》，该文献建国前的单行本仅 3 种，未著录此 3 种版本。 

（5）毛泽东同志在苏区党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及结论 

晋冀鲁豫中央局印，1946 年 11 月。右上角有“秘密文件”字样。 

该版由中共机关印发。经查《毛泽东著作版本编年纪事》，建国前以此为题名的单行本很少，仅见 1937 年

6 月解放社出版的同名单行本。 

（6）中共中央关于一九四八年土地改革工作与整党工作的指示 

1948 年 5 月 25 日，1 张，37.6×26.2 厘米。右上角有“秘书三处”、“秘密”红色钤印，应为中共秘密文

件。 

该文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建国后收入《毛泽东选集》。经查《毛泽东著作版本编年纪事》，

此文的单行本仅见 1948 年 6 月太岳新华书店版。 

2、中共重要会议文献 

（1）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该决议由毛泽东主持起草，1945 年 4 月 20 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决议对中共建党以来的若干重大历

史问题进行总结并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该文献建国后以附录收入《毛泽东选集》。 

此件 1945 年 8 月 12 日印，封面上有“秘密”2 字印章，并印有“此系党内干部读物，阅后收回不得遗失”

字样，应属党内秘密文件本，未见著录。 

（2）中共重要文献合集（自订合订本） 

该件为原收藏者自订本（为 8 册单行本合订）。主要包括中共陕甘宁边区高干会议的几种文献（1943 年 5-6

月由中共西北局印发），其中有贺龙、高岗、谭政、林伯渠等人的文章。这些文献封面多数注明“党内文件”字

样，并有编号。 

此外，该合订本还收入刘少奇著《反对党内各种不良倾向》（节录 1941 年 5 月华中××会议记录）以及《关

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2 个文献。 

（3）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议 

1949 年 3 月 13 日印。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于 1949 年 3 月 5～13 日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举行。此件封面有

编号，应为中共党内文件编号本。 

3、有关人民军队的重要文献 

（1）《参谋业务参考材料》第二集、第三集 

此 2 册文献 1945 年 3 月由新四军司令部编印。书中收入新四军著名将领粟裕、彭雪枫、张云逸、赖传珠等

人的文章共 12 篇。 

新四军文献流传较少，此 2 册文献为研究新四军历史的重要文献。查《中央档案馆馆藏革命历史资料作者

篇名索引》，未见著录。  

（2）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第八路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 

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印。该文献为抗战时期八路军珍贵文献。  

（3）阵中手册 

新四军山东军区政治部编，胶东新华书店印，1947 年。该件扉页有新四军军长陈毅、张云逸、饶漱石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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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名印发本书的命令。 

4、根据地的重要文献 

这批文献中有革命根据地的各种法令、文告等共计 75 种，其中油印本 57 种、石印本 2 种、复写本 2 种、

手写本 3 种。它们是根据地政府印行、颁发的反映根据地早期政权建设的重要政策及法令文件,其中较为珍贵的

有： 

（1）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公布令：秘字第 40 号（油印本） 

晋冀鲁豫边区政府颁布，1942 年 10 月 23 日。该件系为公布“晋冀鲁豫边区违警处罚暂行办法”而颁发的

命令，由主席杨秀峰、副主席薄一波、戎伍胜签发，上有“晋冀鲁豫边区政府”阳文朱印。 

（2）晋冀鲁豫边区政府通令：关于调整政府组织机构及人员编制问题（油印本） 

1944 年 8 月 9 日，由主席杨秀峰、副主席薄一波等签发。 

（3）晋西北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署关于抚恤金批件（手写本） 

晋西北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署签发，1943 年 7 月 20 日。批件文末有专员马孔智签名并钤印。内容为革命

烈士抚恤金的具体发放办法。 

（4）晋绥边区第六分区专员公署通知（复写本） 

晋绥边区第六分区专员公署颁发。1944 年 10 月 5 日。该件系为备战反扫荡所作宣传鼓动而发，下方有“晋

绥边区第六分区专员公署之印”阳文朱印，文末有专员秦仲方签名及钤印。 

（5）晋察冀边区婚姻条例（油印本） 

该条例为 1943 年二月二十一日晋察冀边区第一届参议会通过。 

（6）华北区村县人民代表选举条例（草案）（石印本） 

该选举条例由太岳行政公署颁布。 

（7）冀南行署退伍荣誉军人供给证 

1945 年 10 月 6 日，有王任重等 2 人印章及“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冀南行署关防”钤印，背附《荣军须知》。 

5、有关重要历史事件的文献、文物 

（1）月报（华北事变临时增刊） 

1937 年 8 月 14 日，该刊报导芦沟桥事变，多照片。    

（2）闸北壮士 

席征庸编着，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1937 年 11 月。该书为凇沪抗战的纪实报导。 

以上 2 件为抗战初期文献。 

（3）捷报（二次爱国自卫孟良崮战役立功捷报） 

该件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在解放战争时期的著名战役——孟良崮战役中立功的军人所颁发的立功捷报，由

华中野战军司令部颁发，有师长聂凤智等人的署名及“华中野战军司令部”阳文朱印。 

（4）吴化文将军通电全国（传单） 

该件为解放战争济南战役时吴化文率其所辖国民党第九十六军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投诚时的通电电文。 

（5）淮海战役支前纪念卡（套色油印本） 

华野四纵司令部、政治部赠，1949 年 1 月 20 日。 

（6）华北解放纪念传单画 

1949 年 4 月。该件为华北人民政府、中共中央华北局、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南

下解放全中国作宣传鼓动而编发的宣传品。 

    以上 4 件为解放战争时期印发的具有重要纪念意义及很高文物价值的宣传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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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其它重要版本 

（1）东进丛书 3 种 

在此次购进的文献中，有 3 种 1941 年东进社出版的“东进丛书”：《论共产党》、《论共产党附录》、《简明政

治常识》。经查有关出版史料，未见“东进社”的资料。从“东进社”、“东进丛书”的名称判断，该名称或取自

新四军东进，疑为中共及新四军领导下的革命出版机构所出版。 

（2）群运手册 

中共华东中央局宣传部印，[1947 年]，毛装本。封面有“党内文件，不得外传”字样，内有毛泽东 1947

年 7 月 20 日对刘少奇《关于土改运动与改造干部问题》一文的意见按语。 

（3）介绍刘司令员所写“重校合同战术译文上部前言” 

晋冀鲁豫军区司令部印，1947 年 8 月 1 日。封面有“发到营，对外秘密”字样。 

该件系刘伯承为《合同战术》一书译文所写的前言，经与馆藏 2 种同名文献作者的译文前言对比，文字不

同（较馆藏本文字多），应为重校全稿。 

（4）纪念民族英雄李兆麟(张寿篯)将军 

兆麟纪念委员会[编辑]，1946 年 3 月 20 日。该书是东北抗联领袖李兆麟将军的纪念册。书中收入东北抗

联领导人之一、我馆建国后的首任馆长冯仲云先生所写纪念李兆麟将军的重要文章 3 篇。 

二、拍卖会所购新善本精品文献介绍 

1、太平天国文献 

《便民粮单》，属太平天国时期文献，该件保存完好，并有朱印。馆藏“新善本”文献中藏有数十件太平天

国文献，该件的购入为新善本文献又增加了新的内容。 

2、毛泽东著作版本 

《论联合政府》，1945 年冀东新华书店出版。 

3、清末早期报刊 

《时事画报》为清末早期期刊，该刊以图文并茂的形式报道和记录了晚清社会的要闻奇事，抨击时政及社

会弊端，鼓吹革命。该刊主编潘达微是同盟会的秘密会员。该刊的购入可说是为我馆又增加了一种辛亥革命准

备时期的重要文献资料 

《竹园白话报》，合订 28 册，包含光绪三十三年（1907）八月初三至宣统元年（1909）五月廿三日近 2 年

的报纸。该报主编丁子良（1870-1935），名国瑞，号竹园，以字行。北京人，回族。是清末及民国时期著名社

会活动家、评论家，爱国报人，医生。1895 年到天津。1907 年他创办《竹园白话报》，以“广开风气，增益民

智”为宗旨。报纸抨击时弊、抑恶扬善，充满为民请命和爱国爱民族情感的时评、论说以及寓言故事等佳作，

文章采用白话文的形式，通俗易懂，面向普通民众，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 

4、解放区法令原件 

《晋冀鲁豫边区太岳第一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布告》，1947 年写本，该布告由专员郭述尧、副专员郭思敬签

发，是解放区的法令原件。 

《晋冀鲁豫边区太岳第一行政专员公署布告》，为解放区的法令原件，并由专员郭述尧等签发。 

5、几种抗战文献： 

《晋察冀军区抗战照片》，为反映抗战内容的照片集，由晋察冀画报社摄制，内收 27 张尺寸不等的照片，

其中既有反映根据地军民对日作战的内容，也有反映根据地建设的画面，更有令人残不忍睹的被日寇残杀的同

胞照片。目前日本右翼势力在不断的抬头，他们销毁证据、否认侵略中国、屠杀中国人民的历史，该件的购入

不仅可以保存珍贵的抗战史料，还可在适当的时机拿出日本侵华的有力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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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轰动世界的皖南事件》，系介绍“皖南事变”的宣传册，非常珍贵。 

《论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抗战理论研究会编，1940 年播种出版社出版。 

《救亡工作的技术问题》，1938 年克林书局出版。 

《冀豫抗日公学教材》，为抗日根据地教材，油印本。 

（三）对今后新善本文献采访工作的设想 

1、抢救珍贵革命文献是国家图书馆义不容辞的责任 

国家图书馆是国家总书库，收集、保存、保护珍贵文献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馆藏新善本文献库自二十

世纪五十年代建立以来，经过几代同人数十载不间断的索求征集，加上社会各界人士的无私捐赠，目前文献总

量已达 11000 余种 15000 余册，其中不乏具有代表性的精品，已经成为我馆的一个独具特色、内涵丰富的专藏。

在国内几家大的收藏单位中，我馆的这部分专藏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均可称得上是名列前茅的。 

在人类历史已经进入 21 世纪的今天，我馆的这一特色专藏面临着广泛征集进一步扩充馆藏的挑战。因为革

命历史文献历经战争炮火和各种天灾人祸的磨难，能够保存至今已实属不易。而随着岁月的流逝，这部分文献

将会越来越稀有，对其的收集、保存、保护也就显得越发的重要。 

2、目前文物拍卖市场的行情 

近年来，来自文物拍卖市场的信息表明：随着人们对革命历史文献认识程度的逐步加深，使得有更多的人

投资、收藏此类文献，促使此类文献在文物拍卖市场的行情逐渐看升。收藏重点以毛泽东的早期著作珍本、毛

泽东及中共领导人传记、根据地出版的各种书刊以及各种抗战史料、新文学版本为主。如：  

2003 年 3 月 9 日，在中国书店举办的拍卖会上，1 册由中共晋察冀中央局编辑、1947 年 12 月由晋察冀新

华书店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续编》，最后以 7000 元的高价被河南的一位买主买走。 

1995 年，日本东京神田街“京都朋友书店”主人十江澄南父子两人往返 1 万公里，从日本飞往北京参加中

国书店春拍，当时以 4400 元购得 1944 年晋察冀日报社出版的《毛泽东选集》首版(五卷本)。如今，品相完好

的该版《毛泽东选集》的市场价格已飙升至 10 万元人民币。 

2007 年，在中国书店春季书刊资料拍卖会上，第 32 号拍品《参政员毛泽东在渝市之动态》以 10-12 万元

的底价上拍。该拍品的内容为 1945 年 8 月 28-9 月 30 日，国民党特务对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中共领导人

在重庆谈判期间每日活动情况向陈诚递交的跟踪报告，其文物价值和史料价值均很高。该件拍品最终以 170500

元（含佣金 10%）的高价被重庆“红岩革命纪念馆”买走。 

1998 年，曾在北京中国书店拍卖会以 12.65 万元成交的抗战史料《镇江沦陷记》（手抄本），在 2007 年 12

月 1 日北京匡时拍卖公司举办的拍卖会上，该件拍品以 8 万元起拍，迅速得到众多买家响应，竞价一路轻松上

升。一位女士最终以 107 万元胜出，加上 12%的佣金，成交价应为 119.84 万元。此拍品的价格目前位居革命史

料拍卖的榜首。 

在 2007 年中国书店举办的春季书刊资料拍卖会上，1 册 1935 年联华书局出版的鲁迅先生的《小说旧闻钞》

签名本，以 12.1 万元的价格成交。 

2007 年中国书店秋季书刊资料拍卖会上，鲁迅与周作人合译的短篇小说集《域外小说集》，成为最炙手可

热的拍品。这部书出版后曾分别在东京和上海出售发行，由于种种原因销售欠佳，书板损毁，使该书的初版初

印本成为鲁迅作品中发行最少的一部，目前存世量仅为数册而已。该书在拍卖前就受到了广大爱好者的关注，

最终 29.7 万元的价格成交，可谓平装书中的“天价”，创下了新文学平装作品的新高。 

3、根据新善本文献采访工作的特殊性，采取不同措施，补充馆藏 

目前文物拍卖市场的这种形势，对于我馆新善本文献的采访来说，应该说是非常不利的，给这部分文献的

采访征集工作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因此，在新善本文献采访工作中怎样“与时俱进”，采取必要的举措以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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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发展的要求，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以下拟就今后新善本文献采访如

何更好的开展工作提几点建议： 

（1）加大宣传力度。宣传工作是引导、争取社会潜在捐赠者的重要工作。为此，应突出宣传国家图书馆的

文献保存作用、文献的社会服务功能和教育职能，争取社会大众的信任，使其了解图书馆是文献保存和开发利

用最可靠和最有效的场所。特别是我们拥有善本库房恒温恒湿的保存环境、严格的借阅手续，这些都为文献的

保存保护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说白了，就是要让捐赠者、出让者愿意并且放心地把书刊文献交给我们收藏保存。 

（2）放宽采访征集范围。过去，根据馆定《书刊文献采选条例》的规定，新善本的采访只限于对“革命历

史文献”的采访，今后除继续保持革命文献的采访这一特色外，还应放宽采访范围。我个人认为，从抢救、保

存重要文献资料的角度出发，凡是有关近现代中国历史的重要事件、各党派团体、著名领袖及重要人物的相关

文献资料，以及近现代中国各种在版本、资料、艺术鉴赏等方面具有重要价值的文献资料都应列入“新善本”

的采访范围。“古代善本”与“新善本”的区别，应只是时代的不同而已，而不应局限于革命、进步等政治色彩

方面。 

（3）加大投资力度。目前，我们在这部分文献采访工作中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缺乏资金。由于资金不足，

我们曾有过因出让者索价过高而失去一些珍贵文献到手的机会；2007 年，有多家藏书者前来商洽转让新善本文

献的问题，由于缺乏资金，我们仅与其中一家达成协议，办理了购买手续；在文物拍卖会上，也常遇到因为资

金不足而与一些不错的拍品失之交臂的尴尬局面。 

在采访工作中，把握机会非常重要，因为很多事情可能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的。因此，建议馆里适

当增加这部分文献采访的资金投入，为我馆补充更多的珍贵文献。 

（4）继续密切与各古旧书店、各拍卖公司的联系，及时掌握有关古旧图书信息，并注意收集包括私家目录、

古旧书拍卖目录在内的有关资料。积极参加各种善本古籍拍卖会，通过正规渠道使我馆缺藏的一些珍贵文献得

以及时购进。 

（5）继续密切与一些已知的重要藏书者的联系与沟通，促进相互了解，用真情感动对方，争取使其将自己

收藏的珍贵文献以较为合理的价格转让我馆。 

（6）加强与各地方馆及部分私人收藏者的联系与交流，建议可利用我馆的文献复本与其进行交换，以换取

我馆所缺藏的珍贵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