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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以来新善采访藏品介绍 

吴  密 

近年来，新善本特藏中典型的革命历史文献继续得到充实，其中不乏毛泽东

及其他中共领导人著作的早期版本和单行本著作，更有难得一见的伪装本革命文

献。由于采访渠道的拓展,海外文献的征集也有一定的进展。下面拟分类简要介

绍几类近年采访到的有代表性的新善本。 

 

一、 珍贵的伪装本革命书刊 

 《华夏春秋续编》，伪托“江山风雨楼丛书之八”、“崇文斋藏版” 

 

 

 

 

 

 

 

 

 

 

 

 

 

伪装本又称“托名本”、“伪装书”，或者“化名”书刊，属于革命文献中的

精品，向为藏书机构和收藏界所看重。新善本中的伪装本在全国首屈一指，近年

来该类特殊文献继续得以补藏，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有：《食粮增产问题研究》系

列伪装本 3 册，伪托日伪“天津特别市政府宣传处编印”，其内容为中共“七大”

会议报道等内容；伪装题名为《茶亭杂话》的中共在国统区的机关刊物《群众》

一册，内收胡乔木、秦牧、斯特朗等人的文章；伪装题名为《歧路灯》的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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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目前形势与我们的任务》；《灯塔小丛书》系列伪装本中的第 2、6、11，其

内容分别为毛泽东著《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刘少奇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及

《清算党内的孟塞维主义》；伪装题名为《大东亚之路》的陈伯达等评《中国之

命运》文集；伪装题名为《世界之动向》的共产国际的文集；伪装题名为《战国

策注解》的苏中根据地编印的中共文件汇编；伪装题名为《胜利的指南》的毛泽

东著《论联合政府》；伪装题名为《中国往何处去》的毛泽东著《新民主主义论》；

收录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和《中国土地法大纲》的伪装本《怎样

在改革》；托名中华民国新民会印行的伪装本《大东亚战争下的国际情势——加

藤华北军报道部长讲演词》；托名前卫出版社《论战争》及“江山风雨楼丛书”

系列伪装本中的第三种《救世箴言》等。这些珍贵文献多为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

战争时期印行的中共早期领导人著作、党内文件、时事评论汇编，版本特殊，极

为珍贵。 

 

二、战盟军空投传单 

陈灿培夫妇多次向我馆捐赠抗战文献，其中有一种为二战盟军空投传单，包

含二战期间美军在太平洋战场空投的中文、英文和日文传单，共计 29 张，大多

配有漫画和插图，非常珍贵。中文传单中有一张名为“滇缅公路重新开通后，第

一批运输队到达昆明”，属于中缅印战区的珍稀抗战史料。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

日军迅速占领了中国北方的京津地区、南方的广东、汉口、上海、南京等华中、

华东和华南地区。中日双方进入战争相持阶段，战争变成了消耗战。中国政府为

了抢运从国外购买的和国际援助的战略物资，紧急修建了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国际

通道——滇缅公路。为了切断这条抗战生命线，日军专门成立了“滇缅路封锁委

员会”，对滇缅公路全线实施轰炸。昆明是滇缅公路的起点，从这张传单插图中

可以看出，装载军用物资的大卡车车队井然有序地行驶在昆明街头，街道两旁则

是夹道欢迎的民众，重新贯通后的滇缅公路继续发挥着国际通道的重要作用，反

映西南大后方的抗战情形。此类传单中，还有在华美国空军警示将对日军进行轰

炸，提醒民众注意的传单，以及印有“铁路工友”、“还我山河”等字样，用以激

发民众抗战决心的传单。 

还有一张美军空投中国战场及敌占区的传单，正反两面皆印有文字。正面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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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为《你们的美国朋友是来帮助你们的》，告诉中国民众美国在太平洋战场的胜

利消息，并希望他们能够支持英勇奋战在中国战场的美国陆海空军：“请求你们

帮助这些青年好汉。如果看见美国兵，就请给他们东西吃，给他们地方住，把他

们收藏起来，不要让残酷的敌人看见。就是你们本身也能够在这一个共同的战争

中出一份力。”另一面则印有罗斯福总统在国际粮食会议中一段关于美国建立和

平生活的致辞、签字和和国玺印鉴。 

传单中还有部分是美军空投日本本土的传单，印有日文说明文字，配有插图，

用以宣传、警示和劝降。其中包括警示日本平民远离工场、军事设施、发电站、

铁道停车场等轰炸目标，以免殃及无辜的传单；有的传单上印有 B-29 轰炸机群

及大型航空炸弹图片，声明美国将对日本本土进行轰炸；还有传单反映日本人逃

离遭受美军燃烧弹等战争场景。其中有一张为美军投放原子弹前空投日本传单特

别引人注目。美军决定投放原子弹以结束战争之前，曾在广岛、长崎及 33 个重

要攻击目标空投了 500 万张传单，以警示日本平民撤退即将投放原子弹的城市。

通过传单，美国申明原子弹针对的是好战的军事集团，而非日本人民。为了结束

战争和杀戮，建设一个更加和平美好的日本，呼吁日本人民起来，向天皇请愿，

早日结束战争。美国还再三警示原子弹的杀伤力，警示日本人民做好撤退工作。  

 

三、两种保皇会早期文献 

2013 年，国家图书馆从海外征集到《保救大

清皇帝公司序例》（以下略称《序例》）和《海外

宜合公司以救君国演说》（以下略称《演说》）两

种保皇会早期文献。 

这两件文献中所说的“公司”，即通常所谓的

“保皇会”。保皇会，又名“中国维新会”(Chinese 

Empire Reform Association)、“保救大清皇帝公

司”。1899 年 7 月 20 日，康有为在华侨李福基、

冯秀石等人帮助下，在加拿大域多利创立此会。

随后陆续在南洋、檀香山、美国、墨西哥、中南

美洲、澳洲、日本以及香港、澳门和国内的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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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等一百六十余处建立组织，共有支会一百零三个，总会十一个。总部设在澳

门，康有为为会长，梁启超、徐勤为副会长。该会以宣传变法，扶助光绪帝复位

为宗旨。保皇会盛时，其分支机构遍布五大洲，会员百余万人。《序例》为保皇

会创立时所制订的宣言和章程，是保皇会成立的一个标志。该书封面红色,光绪

二十五年己亥冬印本，铅印，线装，二十四叶，未署著者姓名。1961 年，康有

为后人将家藏多年的康有为遗稿、函札、电稿，以及书籍、图片等捐赠上海市文

物保管委员会，其中即有一册《序例》。国图藏本与康氏后人捐赠本属于同一版

本。 

康有为流亡海外期间，康氏持簿劝讲，集会演说

于旅寓华侨之间。《演说》乃是保皇会用于宣传鼓动的演说辞。1899 年 4 月，康

有为逃亡加拿大后，先后在温哥华和新威斯敏斯特演讲，广受当地华人华侨欢迎，

亦颇得西方人的同情和支持。据他描述演讲时的盛况，“远近各埠千数百里来观，

集者千三百余人，楼上下皆挤塞，西人、日人男女来观者亦甚众。电灯莹如白昼，

报馆记者巡捕环立，规模宏大。吾与乡人激厉如前，咸知维新政变之由，皆感叹

哀泣，如域多利也。吾所至之地，乡人杂立，拥道环观。酒馔车马，日费百余金。

西人、东人亦拥道来观。多叹中国人心之义愤，或藉以觇中国之不亡者。其各埠

之来迎者纷纷矣”。国图入藏的《演说》即为康有为筹创保皇会时劝募海外华人

而发表的演说辞。该件文献封面黄色，不着撰者版本，线装，铅字排印，计七叶，

其中第七叶重复。此篇演说大约刊印于 1900 年前后，全文近四千字。《康有为全

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年）仅据邓之诚的记载收录了其中三条“专言筹

款”之内容，此册单行本的发现，才得我们可以窥其全貌。 

保皇会只有在建立的最初阶段称之为“公司”，后来都改称“会”。从文献内

容，及相关记载可以推断出这两种文献当属保皇会的早期文献。戊戌政变后，清

政府悬赏康梁，严查销毁康梁著作，并严拿惩办购阅康梁派编撰书刊的读者。这

两件文献作为研究保皇派创立及其组织宣传状况的第一手珍贵文献，流传至今，

实属不易。 

 

四、中国宪政党文献 

海外宜合公司以救君国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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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宪政党相关文献是新善征集到的一批较具特色的海外文献。中国宪政党

源于强学会、保国会、保皇会，由康有为弟子梁启超、徐勤、伍宪子、梁朝杰等

人创建，号称“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政党”。该党最初活动于清朝末年，初名宪

政会，后改名中国宪政党（以下略称“宪政党”）。1945 年 11 月 11 日在加拿大

举行全美党员代表大会，改名为“中国民主宪政党”，选伍宪子为主席，李大明

为副主席。 

宪政党主要在活动于海外，但与国内的政治有着密切的联系，“虽六十年来

未尝秉大政，然中国对内对外任何一次事件发生，莫不深受其影响”。该组织自

成立之日起先后参与戊戌维新、建立民国、推翻洪宪、打倒复辟、反蒋独裁、抗

日救国等一系列活动。其最初宗旨是“务使中国完成一宪政国家”，改名后宗旨

强调以民主为主，以儒家学说为教育之本。1946 年 8 月国内的国家社会党和海

外的中国民主宪政党在上海合并组成中国民主社会党，原国家社会党领导人张君

劢任主席，原民主宪政党领导入伍宪子任副主席，张东荪、徐傅霖、李大明等任

委员。大会通过总章、政纲，“以民主方法实现民主社会主义的国家为宗旨”。中

国民主社会党政治立场游离于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鼓吹第三条道路。国共内战

期间，其内部也因政见分歧，走向分裂。 

此批宪政党文献包括《中国宪政党美国总支部章程》、《中国宪政党改组宣言》、

《中国宪政党宣言大纲》、《金山正埠宪政党楼业部发回股本稿录册》、1937 年中

国宪政党驻美国总支部举行南海先总长逝世十周年纪念照片、1945 年中国宪政

党全美洲代表大会合影照片，以及“金山正埠宪政党”、“金山大埠宪政党加省总

支部”印鉴等来自美国旧金山中国民主宪政党美国支部总部的宪政党资料 55 册/

件。宪政党主要活跃于海外，相关资料未为学界所利用和揭示。国家图书馆收藏

的这批文献包含有该党书籍、宣言、政纲、收费册、票据、印鉴、历史照片等多

种文献类型，涵盖了宪政党从产生到其消亡这段历史。为研究清末民初至建国初

期宪政党产生、发展、演变历史提供了关键性的材料，也为康有为、梁启超、李

福基、徐勤、伍宪子等相关历史人物研究新的史料。 

 

五、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稀见的苏区文献和实物 

近年来，古籍馆陆续从福建采访到了多批文献，其中有少量为红色文献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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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是红色根据地革命斗争历史的缩影和见证，极具文献和文物价值。大至有以

下几类： 

红军标语：这些标语发现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闽西苏区。闽西苏区为

中央苏区最早开辟的革命根据地之一，毛泽东当年就曾在闽西革命根据地工作了

一年多时间，写下多篇著名论著。这些红军标语，乃是当年红军和当地苏维埃政

府号召工农群众参加土地革命的史迹遗存。这些标语多发现于连成县，原来均刷

写于当地农民房屋的墙上，有的标语还标有红军番号，至今已历经近 80 年的硝

烟风雨。 

红军通行证、红军路条及路条模板：中央苏区创建初期，赣西南、闽西二大

根据地尚未连成一片，苏区红色区域内县与县、区与区、乡与乡之间，不少地方

还处于赤白相间或赤白对立的局面。红军通行证和红军路条就是当时各红色根据

地之间人员流动时所持有的一种特别通行证。藏品中有 2件红军通行证，其尾部

均钤有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红色印章。另有 1 件 1933 年木质红军路条印版，是

当时红军通行证和路条制度的实物佐证，非常珍贵。 

中央苏区金融建设的实物：藏品中有一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经济建设公债

券》（伍元），该公债采用单面石印。债券分上下两部分，上半部为公债正票，中

间钤盖一枚醒目的红色大圆印章，印章的中心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徽图案，四

周环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财政人民委员部”的文字，印章下端

右侧是“主席毛泽东”，左侧是“国民经济人民委员林伯渠”“财政人民委员邓子

恢”，在三人的名字之后各钤盖红色方形姓名小印章，右侧则写有公债年息及付

息时间。债券下半部是为期七年的息票。另有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制造

和发行的钱币（其中铜币 3个、银币 1个），皆为反映中央苏区金融建设的实物，

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红军临时借谷证》：该件票据由红军后方医院发给，经

查有关资料，此种证券是为了适应战时流动性极大的部队和地方党政工作人员的

粮食需要而印制的一种特殊证券，该证是经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批准印制

发行的，由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粮食人民委员陈潭秋签名，并钤印有其二人

的印章。 

《征收土地税收据》：该收据乃是著名的苏区“模范县”——兴国县 1934

年 1 月发给农户的土地税收据。土地税是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困难时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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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苏维埃政府，尤其如此。土地税的征收，对保障红军供给，支援革命战争，

维持各级苏维埃政府的正常运行，促进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财力支持。土地

税票证为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此外，藏品中还有红军购物证、红军妇少队袖章、红军选民证、红军手雷、

红军铳等实物。由于历史原因，我馆严重缺藏苏区文献，一些重要的苏区文献也

多是复制件。这些红军时期文献、文物的入藏，对于新善本是一个重要的补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