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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27 年 8 月 1 日 南 昌 起 义 以

来，人民军队已经走过了九十年的光

辉历程。九十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下，人民军队与全国人民一起，

前仆后继，英勇奋斗，建立了不朽的

丰功伟绩。

文献典籍是记述历史的重要载

体，革命历史文献全面记载了中国共

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争取民族独

立和人民解放的伟大历程，记载了人

民军队九十年来为国家独立与人民

幸福而不懈奋斗的光荣历程，具有十

分重要的历史价值、学术价值和现实

意义。

国家图书馆历来十分重视革命

历史文献的收集、整理、研究与宣传

工作。早在战火纷飞的抗战时期，国

家图书馆的前身国立北平图书馆就

通过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努力征集

陕甘宁边区出版物等根据地文献。20

世纪 50 年代，北京图书馆创立了新善

本专藏，典藏革命文献。时至今日，

这些文献已经成为独具特色、内涵丰

富的珍贵特藏。

2012 年，国家图书馆正式启动实

施“革命文献与民国时期文献保护计

划”，对相关文献进行深入挖掘、整

理、利用，取得阶段性成果：一是在梳

理文献普查成果基础上，建设“革命

历史文献联合目录”查询系统，为广

大公众查询相关书目信息提供极大

便 利 。 二 是 形 成“革 命 历 史 文 献 资

料 丛 编 ”系 列 整 理 出 版 成 果 ，推 出

《淮海战役史料汇编》《首都图书馆

藏 革 命 历 史 文 献 书 目 提 要》等 文 献

史料，还将继续推出《天津图书馆藏

革命历史文献汇编》《抗战时期太行

村级红色文书汇编》《解放区教育文

献汇编》《国家图书馆藏革命历史文

献书目》等整理成果，使得这些珍贵

史 料 化 身 千 百 ，嘉 惠 学 人 。 三 是 依

托 馆 藏 资 源 优 势 ，深 入 挖 掘 文 献 蕴

含 的 深 刻 思 想 内 涵 和 教 育 价 值 ，积

极 策 划 并 先 后 成 功 举 办 了“历 史 的

审 判 —— 东 京 审 判 馆 藏 文 献 图 片

展”“不朽的长城——纪念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馆藏文献展”“红色记忆——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五周年馆

藏 文 献 展 ”等 主 题 展 览 ，让 历 史 说

话，用史实发言，充分发挥文献史料

在爱国主义教育和培育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中的独特作用。

值此中国人民解放军成立九十

周 年 之 际 ，国 家 图 书 馆 精 选 馆 藏 文

献，隆重举办“钢铁长城——纪念中

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九十周年馆藏文

献展”，向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

人民幸福的伟大事业作出巨大贡献

的人民子弟兵致敬。展览将直观的

历史图像、重 要 的 一 手 史 料 和 生 动

的 多 媒 体 展 陈 方 式 相 结 合 ，以 清

晰 的 历 史 时 间 轴 ，紧 密 围 绕 反 映

各 历 史 时 期 的 重 要 文 献 ，全 方 位

展 现 人 民 军 队 在 中 国 共 产 党 领 导

下 走 过 的 九 十 年 光 辉 历 程 。《鸦 片

战 争 史 料 抄 本》《甲 午 战 争 有 关 折

奏 史 料》《旧 京 史 稿》等 珍 贵 稿 本

历 史 再 现 了 中 华 民 族 在 积 贫 积

弱 、内 忧 外 患 的 苦 难 深 渊 中 面 临

的 空 前 严 重 民 族 危 机 —— 中 国 迫

切 需 要 新 的 社 会 力 量 开 辟 新 的 救

国 救 民 道 路 ，需 要 一 支 强 大 有 力

的 革 命 武 装 担 起 改 变 民族命运、实

现民族复兴的重任。《革命军》《黄埔

潮》《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国民革

命》《士兵政治训练大纲》《政治工作

须知》《各级政治指导员工作条例》

《军事政治工作队工 作 必 携》《革 命

军 人 四 字 读 本》等 黄 埔 军 校 、国 民

革 命 军 史 料 则 再 现 了 革 命 进 步 力

量 在 军 队 政 治 建 设 方 面 的 探 索 与

努力——中国革命武装力量在血与

火的淬炼中逐步意识到思想政治教

育 工 作 在 建 设 革 命 军 队 中 的 重 要

性 ，许 多 共 产 党 员 承 担 了 军 队 的 政

治建设和政治工作责任，推动民主、

进 步 的 革 命 风 气 ，为 新 民 主 主 义 革

命武装力量的诞生播下了理想信念

的种子。《海陆丰的苏维埃》《中国共

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

议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国革

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西行漫记》《从

江 西 到 陕 北 二 万 五 千 里 长 征 记 ：第

八路军红军时代的史实》《雪山草地

行军记》《中国新军队》等珍贵文献

则记录了人民军队在极度艰难的环

境 下 创 建 和 逐 步 成 长 的 伟 大 历 程 ，

深刻揭示了党指挥枪是保持人民军

队 本 质 和 宗 旨 的 根 本 保 障 ，是 人 民

军队必须永志不忘的红色血脉。《九

一 八 特 刊》《东 北 义 勇 军 抗 日 血 战

记》《东 北 抗 日 联 军 十 四 年 奋 斗 简

史》《东北抗日联军游击实录》《追怀

民族英雄杨靖宇将军》《东北抗日烈

士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南》《第

八路军将领抗战回忆录》《第八路军

平型关血战》《甄家庄歼灭战》《战斗

详 报》等 史 料 则 展 示 了 人 民 军 队 在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勇赴国难、

担 当 兴 亡 的 伟 大 爱 国 精 神 ，在 抗 日

战 场 上 充 分 发 挥 了 中 流 砥 柱 作 用 ，

带领中国人民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

大胜利。《六纵战斗在四平：英模功

臣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二次

爱国自卫孟良崮战役立功捷报》《石

家庄战役经验概要总结》《太原战役

政治攻势工作初步总结》《刘邓大军

跃进大别山影集》《淮海战役歌集》

《中 国 人 民 解 放 军 平 津 前 线 司 令 部

布 告》《冀 中 区 贸 易 公 司 关 于 建 立

平 津 外 围 战 地 商 店 的 决 定》《北 平

入 城 式 预 定 行 进 序 列 及 路 线 图》

《苏 北 军 区 政 治 处 编 印 连 队 渡 江 动

员的具体计划》《渡江、淞沪战役政

治 工 作 总 结》《兴 祥 致 竹 清 同 志 绝

密函》《关于城市政策的几个文献》

等 文 献 则 展 现 了 人 民 军 队 在 解 放

战 争 时 期 ，始 终 保 持 优 良 作 风 、传

承 红色血脉，根据形势发展变化和

任 务 要 求 ，不 断 改 革 创 新 、建 设 发

展 ，忠 实 履 行 好 党 和 人 民 赋 予 的 职

能 使 命 ，永 葆 全 心 全 意 为 人 民 服务

的子弟兵本色。

文献告诉我们，人民军队的历史

辉煌，是鲜血生命铸就的，人民军队

的历史经验，是艰辛探索得来的。为

子孙后代留下关于本民族兴衰荣辱

的完整历史记忆，是我们这代人尤其

是国家文献资源建设者应当负起的

历史责任。希望通过这个展览，让文

献带我们走近历史，重温人民军队九

十年的光辉历程，不忘初心、继续前

进，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

努力奋斗！

（国家图书馆 雷亮）

人民军队 钢铁长城
——国家图书馆举办“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九十周年馆藏文献展”

值此中国人民解放军成立九十周年之际，国家图书馆精选馆藏文献，隆重举办“钢铁长城——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九十周年馆藏文献展”，时间自 8月 15 日至 10
月底。展览以国家图书馆典藏的近代文献特别是革命历史文献为基础，遴选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文献作为展品，以时间为脉络全方位展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革命军
队与全国人民一起，前仆后继、英勇奋斗建立的丰功伟绩。

此次展出展品覆盖各个时期，种类多、样式全，还有部分珍贵历史资料属首次展示。展览旨在充分发挥馆藏珍贵文献的社会教育作用，揭示其蕴含的深刻的思想内涵
和丰富的教育资源，以史鉴今、资政育人，展示人民军队九十年的光辉历程，广泛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引导广大读者和社会公众弘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继
续前进，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带有红色记忆的革命文物

中央苏区中央局组织部印制的

《党员登记表》经山东抗日根据地主

要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黎玉保存，由

黎 老 之 子 黎 小 弟 捐 赠 国 家 图 书 馆 。

这张 80 多年前的党员登记表的登记

人是中国共产党党务工作和政法战

线的杰出领导人江华。表格虽然破

损泛黄，但保存完整，为我们了解江

华早期求学、入党、从军和革命斗争

经历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

江华原名虞上聪，化名黄琳、黄

春、黄春圃。1925 年 8 月，考入湖南省

立第三师范学校，在这里确立了共产

主义信仰；同年 10 月加入中国共产主

义青年团，第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教育程度一栏显示他在三师只读了

一年半即投身于湘南人民革命斗争，

成为一名职业革命家。1928 年 5 月，

江华调红军工作，前往井冈山，先后

担任红四军前委秘书、红四军政治部

秘书长，成为红军初创时期在毛泽东

直接领导下的军队政治工作领导人。

《兴祥致竹清同志绝密函》由原

浙东人民解放军游击纵队老战士石

云山捐赠。这张浙东地下党绝密函

薄如蝉翼，字迹斑驳，非常不起眼，背

后却有着不同寻常的故事。

1945年9月，新四军浙东纵队主力

北撤后，在敌后坚持斗争的金萧支队

只能靠交通员人工传递情报。当时，

多用蝇头小字将情报写于极薄的桑皮

纸上，卷成粗火柴梗大小纸卷，根据地

内通称这种密函为“条子”。展出的密

函长 11 厘米、宽 10 厘米，写了 1148 个

字。因系 70 年前的实物，风化破损严

重，辨认困难。经时任支队政治处主

任杨光解读，这是“1947年 10月 14日，

兴祥（当时的纵队司令员马青的化名）

给竹青（金萧支队支队长蒋明达的化

名）的绝密函”。纵队司令员按照地下

工作的化名或代码要经常变更的纪

律，在密函中通知支队长：“以后我改为

‘高涨’，你改为‘光明’。前名不生效。”

据石老回忆，化名或代码只准用

两次，最多三次，就要变更。采用小

纸卷通讯的密函，可以缝在衣服内或

塞在女交通员的头发卷、发夹内，直

接传送或由联络站分段传递。

用鲜血和生命铸就历史

《烈士传（第一集）》是中国共产

党成立十五周年之际编纂的烈士传

集，以“纪念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奋

斗而牺牲的战士”。该书按牺牲时间

排序，依次刊载了顾正红、刘华、李大

钊、萧楚女等 25 名烈士的传略和事

迹。书前冠有序言《纪念我们英勇牺

牲的先进革命战士》，号召党和人民

军队在抗日救国的旗帜下，继承革命

先烈的未竟遗志。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爱国军民

纷纷拿起武器，组织抗日义勇军。东

北一时烽烟四起，遍地英雄。王亚编

辑、大众书店 1935 年 12 月印行的《东

北抗日烈士传》收录了东北死难英雄，

及在东北附近如长城抗战和张北抗战

所牺牲的抗日救国烈士传记 68 篇，是

较早的抗日烈士传集。传主除了邓铁

梅、吉鸿昌、安德馨等姓名可考、资料

相对翔实的抗日烈士之外，还有许多

像老周、小旋风、烈女小姑娘等无名烈

士传记，以及少则两三个，多至 700 余

人的烈士合传。此时距离“九一八”事

变才刚刚 4 年多，尽管编者苦心搜求，

仍不免感叹：“在东北抗日救国战争中

所牺牲之烈士，何止千万，但鄙人交游

不广，见闻有限，收集之烈士事迹，深

信未及千之一。”

“白皮红心”巧妙对敌斗争

还有一类展品带有神秘面纱，仅

从封面和外形看似乎与革命文献毫

无 关 系 ，但 里 面 全 是 革 命 和 进 步 内

容。这种通过假封面来迷惑敌人的

革命文献通常被称为“伪装本”。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

会 决 议 案》托 名“ 国 民 政 府 建 国 大

纲 ”，伪 托“ 上 海 三 民 学 社 出 版 ”出

版。“六大”的一个主要任务是总结大

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制定党在

新历史时期的路线和政策，对南昌起

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的教训和意

义均进行了总结。“六大”决议案出版

过多种伪装本，这次展出的是伪托成

孙 中 山 所 拟 定 的《国 民 政 府 建 国 大

纲》。当时此类政府宣传品非常多，

国民党要查禁起来自然格外困难。

此次联袂展出了两件“七大”文

献伪装本。一件是毛泽东在“七大”

上所作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托

名“中日事变解决的根本途径”，假托

中国公论社民国三十一年（1942）十月

发行；另一件为朱德在“七大”上所作

的抗战军事报告《论解放区战场》，伪

装题名、编者、出版时间分别为“大陆

作战之新认识”“青少年半月刊社编”

“民国三十四年二月”。

书籍伪装往往是虚虚实实，真正

由中国公论社编印的《中日事变解决

的根本途径》也是有的，只不过收录

的内容是《论思想战》《我们对于建设

东 亚 新 秩 序 的 意 见》等 日 伪 宣 传 文

章。这两种书籍伪装成日伪出版物，

是 为 了 便 于 往 沦 陷 区 输 送 和 传 播 。

这种“白皮红心”的伪装本是中国共

产党和进步文化界对付反动当局查

禁的产物，显示了对敌斗争的智慧。

（国家图书馆 吴密）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

各 地 既 有 共 产 党 领 导 的 抗 日 游 击

队，也有抗日救国义勇军、抗日自卫

军、青年义勇军、大刀会、红枪会、自

卫团、山林队等自发抗日武装。1933

年 夏 ，自 发 的 抗 日 武 装 大 部 溃 散 。

东 北 各 级 党 组 织 根 据 中 共 中 央 指

示 ，大 力 巩 固 和 发 展 游 击 队 ，至 年

底，组织了南满、东满、珠河、饶河、

密山、宁安、汤原游击队和吉林反日

工 农 义 勇 队 、抗 日 救 国 游 击 军 等 。

1934 年 11 月起，在上述游击队基础

上，先后组成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

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军；1935

年夏发展至 6000 余人；1936 年 2 月

改称东北抗日联军。东北抗日联军

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不畏艰危，坚

持战斗，为夺取中国抗日战争和世

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

贡献，然而由于日伪长期封锁，加上

国民党的歪曲报道和欺骗宣传，1937

年全面抗战后，战斗在白山黑水间

的东北抗联几乎被人遗忘。

1945 年 9 月，东北局书记彭真、

委员陈云和抗联领导人周保中、冯

仲云等在沈阳胜利会师。彭真同志

说：“我们共产党人 20 多年领导的革

命斗争中有 3 件最艰苦的事。第一

件：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第二件：

红军出征后，南方红军的 3 年游击战

争；第三件：东北抗日联军的 14 年苦

斗。”陈云指示冯仲云着手全面总结

东北抗日联军艰苦斗争的历史，以

便广泛宣传。

冯仲云（1906—1968）是东北抗

联中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将领。他

是清华大学数学系高材生，大革命

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 年，投

笔从戎到哈尔滨，以数学教授的身

份从事地下工作，曾任中共满洲省

委秘书长、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

政委等职。1946 年 1 月 16 日起，冯

仲云著《东北抗日联军十四年苦斗

简史》在《哈尔滨日报》《北光日报》

连载，随后由哈尔滨青年出版社、辽

东建国书社等印成单行本发行。该

书较客观系统地介绍了东北抗日联

军发生、发展和抗争的历程，翔实记

录了杨靖宇、赵一曼、冷云、梁树林、

李升等英雄故事，对抗联史的研究

有重要的奠基作用。

冯 仲 云 在 该 书《卷 头 语》中 写

道：“烈士们殷红的血迹，在松花江

岸，关东平原仍然到处斑斓，他们的

忠魂萦绕着长白峰峦，兴安森林，这

个东北人民之光荣，我们是永远不

会也不能遗忘的，我们的历史任务，

是要把这个光荣，载在伟大中国人

民英勇抗日斗争的史册上，使之留

下痕迹，以志纪念，以教后人。”他热

切希望“苦斗尚存的抗联同志，尤其

是一、二路军同志，抗救同志，抗联

抗救的遗族，曾知道抗联抗救活动

的人们，都要来回忆，多写作，多搜

集，写苦战记、苦斗记、苦囚记、苦刑

记，写烈士传……搜集抗联抗救的

各种旧文件遗物，日寇的各种记载、

文件等。我们要对得起死者，我们

无 论 如 何 要 完 成 这 一 巨 伟 的 工

作”。此后不久，冯仲云接连在报纸

上发表了《抗联的创造者罗登贤同

志》《黑龙江省著名的民族英雄于天

放》《东北抗日游击战争中的领导者

之一张寿篯（即李兆麟）》等一系列

文章。

1952 年 12 月，冯仲云出任新中

国第一任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

馆）馆长，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的正

式任命时间为 1953 年 3 月 27 日。他

自豪地称：“我领导的不是几百、几

千，而是几百万大军（图书）。”他大

力倡导革命文献和近现代名家手稿

等新善本（相对于古籍善本而言）征

集整理工作。经过几代人的努力，

国图的新善本文献收藏已成为独具

特色的馆藏资源，其中包括《东北抗

日联军游击实录》《东北抗日联军第

四军》等珍贵抗联史料。

1953 年 8 月，冯仲云和周保中被

东北军区聘请参加抗日联军战史编

审委员会工作。1958 年中共黑龙江

省委党史研究所成立，东北地区经

常有党史工作者访问冯仲云，不管

是省里的、地区的、县里的，他都热

情接待访谈。中共黑龙江省委研究

所汇集《冯仲云同志访问专辑》就有

26 篇，约 14 万字。此外，他还利用生

病休养期间撰写了《艰难历程》《1940

年及克山奇袭》《卢家窝棚遇敌记》

等回忆录。

2013 年 4 月，冯仲云的五名子女

向国家图书馆无偿捐赠了冯仲云手

稿资料 18 种，包括《追怀民族英雄杨

靖宇将军》《纪念民族英雄李兆麟同

志》《东北抗日联军史实提纲》《在东

北抗日联军中战斗生活的回忆》《东

北抗日联军十四年苦斗简史》等重

要文献。通过阅读这些文献，我们

了解到 1954 年 11 月 11 日冯仲云曾

在“中 共 党 史 专 题 报 告 会 ”上 作 了

《在东北抗日联军战斗生活的回忆》

的报告，《东北抗日联军史实提纲》

就是该报告的提纲手稿。该报告于

1960 年作为内部参考资料《革命史

料专题丛刊》之一印行。此外，在杨

靖宇（1905—1940）将军逝世十五周

年、李兆麟（1910—1946）将军逝世十

周年之际，冯仲云再次撰写回忆文

章以志纪念。

《东北抗日联军十四年苦斗简

史》结尾云：“东北抗联在默默中和

敌人搏斗了 14 年，在这个悠久的岁

月 里 ，造 成 几 许 的 可 歌 可 泣 的 故

事。他们很多在战斗中牺牲了，对

这些为祖国而流血的先哲烈士们，

我们当怎样去纪念他们……他们的

精神是不朽的，他们的志气是超卓

的，他们的毅力是坚决的，他们都能

整个地代表着我们中华民族的光荣

和勇敢的精神。”

抗联精神的传承和记忆，因为有

了冯仲云的忠实记录、挖掘保护和不

遗余力的宣传而更加光彩夺目。

（国家图书馆 孙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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