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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章竞笔记手稿捐赠仪式 

暨《阮章竞太行山笔记手稿四种》影印本首发式在国家图书馆举行 

     

2017 年 11 月 27 日，阮章竞笔记手稿捐赠仪式暨中华书局《阮章竞太行山笔记手稿四

种》影印本首发式在国家图书馆举行。阮章竞之女阮援朝代表家属向国家图书馆捐赠了阮章

竞《在太行山时期的一些材料》等笔记手稿共计 87 种 178 册件，国家图书馆馆长韩永进代

表国家图书馆接受捐赠并向阮援朝女士颁发捐赠证书。中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章百家，原证监会纪委书记李小雪，全国政协委员、原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中国新闻文化

促进会理事长李东东、中华书局副总编辑李占领以及党史、军史、文学领域的专家学者，图

书馆界、出版界等业内人士 50 余人出席了捐赠仪式。与会嘉宾围绕阮老的文学艺术成就、

人生经历等多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讨。 

阮章竞（1914—2000），广东中山人，现代著名作家、诗人、戏剧家。人们耳熟能详的

长诗《漳河水》及歌剧《赤叶河》，奠定了他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他的童话

诗《金色的海螺》，是二十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经典。他描写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长诗《漫

漫幽林路》和小说《山魂》三部曲，是他为同代人无悔青春所作的真实记录。而《阮章竞绘

画篆刻选》是其一生酷爱美术的心血结晶。1937 年，阮章竞在冼星海的安排下，毅然北上

太行山，投入到抗击日本侵略军的前线战斗。在这雄伟群山中，他生活战斗了 12 年，也由

此开始了他的文学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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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捐赠的笔记手稿，包括太行山相关笔记；1946 年太行第二届群英会时在武委会上

做的会议记录；1950—1954 年在华北局宣传部时期的工作笔记；1956—1959 年在包钢建设

中的工作笔记；1961 年访问墨西哥、古巴两个拉美国家，亲历“吉隆滩战役”的前线笔记

等等，涉及文学、语言、民俗、讲话记录、工作采访等诸多方面，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阮

章竞有着自觉而强烈的“存史”意识，对亲自经历的社会变革，对在社会变革中做出牺牲的

战友、乡亲，始终抱有一份“后死者”的责任心和使命感，他自赋使命，要为这些人和事留

下文字记录。然而，当时大量珍贵的文字记录，已随战火湮灭。幸存的笔记手稿，经历了“文

革”浩劫，保存至今实属不易。 

为了让这批珍贵的历史记录早日面世，阮援朝女士与国家图书馆、中山市中山图书馆（现

名中山纪念图书馆）三方合作开展了阮章竞笔记手稿整理研究项目。在此基础上，中华书局

先期影印出版《民间语言记录》《乡间记事》《土改纪事录》《重回太行山笔记》四种太行山

笔记手稿。这四种笔记手稿从民间语言、资源再分配和战争中的普通民众等几个不同的角度

记录了 20 世纪 40 年代太行山的历史环境与人民的生活状态。此次影印出版，为广大公众提

供了一份难得的第一手材料。 

20 世纪 50 年代初，阮章竞亲自将《漳河水》手稿无偿捐赠国家图书馆。2002 年，阮援

朝又捐赠了阮章竞谈《漳河水》创作经过与体会的《漫忆咿呀学语时》手稿。此次阮章竞笔

记手稿捐赠，使得国家图书馆的阮章竞手稿收藏更具规模、更成体系。国家图书馆将恪尽职

守，在保存保护好馆藏文献的同时，推进完成阮章竞笔记手稿整理研究项目，以期前人“存

史”之功尽快为世人所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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