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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入藏苏区文物概述 

吴  密 

 

2017 年有多件从革命老区征集的苏区革命文献和实物，经修复整理后编目入藏，包括

会议纪录、公债、税票、证件、书信等多种类型，内容丰富，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和文物价

值。 

1. 江西省吉安某村苏维埃政府会议记录 

1931 年江西省吉安某村苏维埃政府会议记录一册，存七十余页，墨笔书写。该会议记

录记载了每次会议的时间，与会人员的发言和作出的决议。例如，2月 5号的会议记录分主

席报告、扩大经济、其他、自由发言四个部分，完整记录了隆抗、隆纶、隆鉴、昌继、昌基、

昌禧、隆珗、昌铭等多位同志的发言。整个会议记录册内容丰富，涉及反“围剿”、扩大红

军、扩大经济、扩大宣传、优待红军家属、土地分配、妇女工作、组织贫民学校、反对封建

迷信、对白匪宣传、肃反、赤卫队、儿童团、济难会、交通队、侦探队、合作社、识字班、

贫民委员会、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等问题。 

村苏维埃政府是最低一级苏维埃政权，后陆续撤销建制，改为村代表制。该件会议记录

真实地记录了村苏维埃政权政治工作、民主生活和武装斗争，是研究土地革命时期基层苏维

埃政权建设和运行的重要史料。 

2. 征收土地税收据 

1932 年宁化县南城堡区里七坑乡征收土地税完税收据一张。丘爵应全家 3 人，人均收

干谷 2 石，按 2%税率，实缴纳干谷 1 斗，折价缴纳大洋 7 角 5 分。票据上钤有中华苏维埃

政府印章。左骑缝处盖有当地苏维埃政府圆形公章，下盖宁化县三区税务委员会主任和经收

员个人名章。农业税是苏维埃政府财政收入最主要的来源。土地税对谷麦主要农产品进行征

税。各地课税标准，本件税率 2%已经非常低，属于比较稀见的税票。 

3. 土地税免税证 

1934 年乡苏维埃发给福建省宁化县南城堡区高磜乡黎坊村吴思甑的土地税免税证一张。

中央苏区废除国民党摊派的一切苛捐杂税，实行统一的累进所得税制。同时，还制定了一系

列优惠减免政策，凡农民家中有工人、雇农、红军家属、加入工会者，或者有田少、荒田、

灾害、孤老、残废等情形的，可以享受减税或者免税政策。苏区政府开具的土地税免税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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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政策的佐证。免税证一般载有持证人成份、全家分田的共几人、分田并折田共几担、该

乡平均每人分田几担、今年收获几成、为什么免税、免税的几个人、应免税谷多少、应免税

款多少等信息。该税证持证人为雇农吴思甑，全家三人全部免税，免税原因是“苦力”，并

盖有乡苏维埃主席名章。 

4. 中国农业工人工会临时会员证 

中国农业工人工会福建省宁化县委员会颁发的中国农业工人工会临时会员证一件，油印，

折页 4页。该证封面正面直书“中国农业工人工会会员证”字样，左上方印有五角星，右上

方印有镰刀锤子图案，顶部呈呈弧形印有“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字样，左侧显示证件

有效期为 1933年 5月到 1934 年 1月止，下端显示证件编号为“第六十二号”，正中盖有“中

国农业工人工会中福建省宁化县委员会”圆形红泥公章。会员证内页有持证人吴思甑姓名、

籍贯、年龄、性别、职业、入会时间、特记、备考等内容。 

1933 年 4 月 1 至 7 日，在江西瑞金召开了中国农业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华全国总

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委员长刘少奇主持大会，并起草了工会组织章程。毛泽东代表中央政府

作报告。刘少奇向大会作《目前的政治形势与中国农业工人的任务》的报告。大会还正式成

立了中国农业工人工会。由朱地元任委员长，同时建立了各省，县、区、乡的工会组织系统。

该会是苏区四大产业工会之一，在组织教育农业工人进行土地改革、发展农业生产、支援革

命战争和改善雇农生活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1934 年 10月中央红军长征后，中国农业

工人工会停止了活动。由于存在时间较短，相关文物并不多见。 

5. 农业主任开具给吴甑发的证明 

黎坊村苏维埃政府农业主任开具给吴甑发的证明一张。该件墨笔书写，全文如下：“黎

坊村吴甑发仍是农业工人，每月要拾片，不得延悮。此致 赤礼 农业主任 五月卅一号条。”

盖有农业主任名章。吴甑发疑即前件中国农业工人工会会员证持证人吴思甑。 

6. 中华苏区革命互济会会员证 

中华苏区革命互济会会员证一张，墨色石印，折页 4页。证件封面中间偏上从左至右呈

弧形印有“中华苏区革命互济会”，中间直排“会员证”三个大字，下端有“第 20号”字样。

右上角有五角星一颗，并有斜线呈放射光芒状，左下为镰刀锤子图案。证件中间盖有直径

4.5 厘米圆形红印，“中华苏区”“革命互济总会”文字隐约可见。第 2页有持证人吴思甑姓

名、籍贯、年龄、性别、成份、入会时间、备考等信息。第 3页印有三条本会宗旨，全文如

下： 

（一）团结革命的及同情革命的广大工农和劳苦群众与红色战士在革命互济精神下，反

24 
 



新入藏文献介绍             2017 年第 4 期  总第六十期 

中华苏区革命互济会会员证 

对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白色恐怖，

参加中国苏维埃运动的一切斗

争。 

（二）发扬阶级同情与国

际互助精神，救济苏区和白区

的革命战士及一切为苏维埃政

权而奋斗牺牲的革命战士及其

家属，援助国际的与各弱小民

族的一切革命运动及其被难者

和亲属。 

（三）援助一切反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国际的和中国的革命运动。 

第 4页为会员 1934-1935年度月费表，表格下端注明“每月收费后收费负责人员在该月

内盖章”。 

中国革命互济会亦称“中国赤色革命互济会”“中国济难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群

众互助救济组织，总会设在上海。1933 年中共中央迁往苏区后，停止活动。同年在苏区重

新成立苏区革命互济会，主要开展苏区救济活动和援助白区人民的革命斗争。 

7.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经济建设公债券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经济建设公债券贰元和伍元券各一张。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

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为发展苏区经济建设，改善人民生活和充实战争财力而发行经

济建设公债。1933 年 8 月 1 日在中央苏区发行，总额 300 万元。公债券纸质石印，单面印

刷，有伍角、壹元、贰元、叁元和伍元五种面额。 

债券整体分上下两部分，上半部为公债正票，其中间印有一颗醒目的红色图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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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正票下端右侧印“主席毛泽东”，左侧印“国民经济人民委员林伯渠，财政

人民委员邓子恢”，并加盖红色印章。右侧分两列竖写“本公债周年利息五厘，于每年十月

一日付息”，左侧两列竖写“本公债从一九三六年十月起分五年还本”。债券下半部有息票七

张，从 1934年 10 月 1日至 1940 年 10月 1日分七年兑换。不同面值债券图案和用墨有所不

同。贰元券图案和文字呈深黑色，主券正中图案为群众争相认购债券的情景。伍元券图案和

文字呈绿色，主券正中图案为农民喜获丰收的场景。红军主力长征后，这些债券没能如期兑

换。解放后中央政府集中兑换，并加盖注销章。本次征集的两件皆为未经兑换的债券，存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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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较少。 

8. 路条 

1933年宁南区黎坊乡苏维埃政府开具路条一张。该件系路条手写，“兹有吴思甑同志等

四人前往宁化赴县上，希各政府步哨检查准予通行”，限用一天作废。盖有开具人名章和“宁

南区黎坊乡苏维埃政府”印。 

闽西的龙岩、永定、上杭、长汀、宁化等地是中央苏区较早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地方。红

色区域县与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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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镇

压潜藏在苏区的反革命份子，防范外来特务侦探，保卫和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苏区成立

了政治保卫局和赤色戒严委员会等专门机构。在乡苏维埃之下，由乡苏维埃的代表、赤卫军、

少先队的干部及其他积极分子组织成立赤色戒严委员会，“指导并巡查放哨、眺高、查路条、

盘问可疑居民与来人，领导群众注意剥削分子的行动，追究反动派的造谣，并帮助政治保卫

局与裁判部实行镇压反革命活动等。”路条、通行证、路证就是当时各红色区域之间人员流

动时所持有的一种证件，常见的有木刻版或手写条。 

9. 每人节省三升米捐助红军三联收据 

1934年 7月 30日宁化县南城堡区高磜乡苏维埃政府开具每人节省三升米捐助红军三联

收据一张。收据上印有节省人、全家共几人、节省数量，以及收款单位、经手人和收款时间

等栏目。该收据节省人吴思甑，全家 3人节省谷子 1斗，上钤乡苏维埃主席杜德胜和经手人

吴进辉的名章。 

1934年夏季，为支援红军进行第五次反“围剿”，苏区人民群众热烈响应号召，轰轰烈

烈地开展了这场“每人节省三升米捐助红军”，三个多月就捐献粮食 30多万担。每人节省三

升米捐助红军三联收据是开具给节省人的存根。 

10. 分田证 

此次入藏计有三张：1933 年 11 月 22 日宁南区黎坊乡苏维埃政府颁发给[吴思]甑一家

三人分田证；1932 年 4月 8日宁化县泗溪坝乡政府颁发给廖章朴分田证；1932 年 12月宁化

县泗溪坝乡政府颁发给[廖]章朴分田证。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江西、福建等苏区开展了第一次土地革命，领导

贫苦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废除封建剥削和债务，满足农民土地要求，留下了许多地契文书，

分田证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一种。 

11. 温宝珠书信 

温宝珠书信六封，信封一个。信封正面直排从右至左有“送交石城县坝口区坝口乡祠堂

26 
 



新入藏文献介绍             2017 年第 4 期  总第六十期 

村”“温裕隆大人啟收”“红军家信”字样，信封背面中缝处有“革命胜利”四字。据书信内

容，可知温宝珠为一名红军战士，六封信用纸六张，纸张大小不一。其中家信五封，诉说家

长里短和思念之情。写给母亲，妻子刘氏，及写给姐姐、嫂子等五人的信件完整。两张署名

“小儿温宝珠”，应该是写给其父亲温裕隆或母亲。另有温宝珠写给坝口区苏主席的信一封，

主要澄清有人报告他开小差一事。 

所有信末时间仅具年月。温宝珠致坝口区苏主席的信中有“去年红五月动员到博生县开

小差回来”一句。博生县 1933 年 1 月设置，1934 年 10 月红军长征后自行取消。据此可知

这些信件应当写于 1934年。 

苏区革命文物属于具有重要纪念意义、教育意义或者史料价值的近代现代文物。早在中

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时期就已经制订了一些条例、布告和决议案，宣传和发动广大

军民保护革命文物。1933 年曾决定在中央政府所在地瑞金建立革命博物馆，以征集、保护

和展陈革命历史文物。由于战争环境使然，苏区文物存世稀少，是近现代文物中的一个稀有

品种。市场上虽不乏相关藏品现身，但真假掺半。上述文物直接从赣南闽西革命老区征集而

来，从宁化征集的票证更是从革命家庭后人保存的大量契约文书中捡选出来，互为关联印证，

来源确凿可靠，是馆藏革命文物的一个重要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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