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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特藏整理 

中國大陸「文化大革命」之前的華文雜誌創刊號--《文史資料選輯》 

陳惠美 、謝鶯興  

館藏《文史資料選輯》第一輯的封面無圖片，上列「文史資料選輯」、「第

一輯」，下列「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

編」。封底版權頁，由上至下依序題：「文史資料選輯」、「第一輯」、「中國人

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東總布胡同 10 號)」、「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第 17 號」、「崇文

印刷廠印刷」、「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全國新華書店經售」、「1960 年 1

月第 1 版」、「1960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等訊息。可以得知「第一輯」的

出版日期是「1960 年 1 月第 1 版」。 

  

關於發行的目的，〈編輯凡例〉說：「本選輯刊印的目的在於保存和積累

歷史資料，並推動撰寫資料工作的開展。」刊名命為「文史資料選輯」，就如

何大明〈《文史資料選輯》在中學文科教學中的輔助作用〉說：「《文史資料選

輯》作為一種特殊的文獻形式，是歷史學家、社會學家研究我國歷史發展和社

會變遷的重要資料來源。它以其獨特的組織形式、編輯方式和豐富的歷史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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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拘一格的寫作方法，為歷史文獻的收集和整理提供了全新的創作形式。」 1 

第一輯的〈發刊詞〉說：「政協第三屆全國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開幕之

後，周恩來主席曾在招待六十歲以上的委員的一次茶會上，號召大家將六、

七十年來看到的和親身經歷的社會各方面的變化，幾十年來所積累下來的知

識、經驗和見聞掌故，自己寫下來或者口述讓別人記下來，傳給我們的後代。」

版權頁標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 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

據雷戈〈文革前的《文史資料選輯》〉記載：「1959 年，周恩來指示，要成立

『收集歷史資料的組』。很快在 7 月下旬設立了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來負

責計畫、組織和推動從清末到全國解放各個時期中各種歷史資料的撰寫和徵

集工作』。第一屆文史委員會的成員中，學者有顧頡剛、王伯祥、向達、翁獨

健；右派有羅隆基、浦熙修、章伯鈞；民主名士有章士釗；被俘將領有鄭洞

國、覃異之、黃紹；前政權人士有翁文灝；清朝遺老有載濤；北洋高官有葉

恭綽。其他人都是中共官員。」 2故第一輯〈目錄〉亦見到上列幾位的作品。 

本館藏《文史資料選輯》僅到 225 輯，但並不完整，參考呂瀟瀟〈令老

品種出版物煥發新生機--以改版《文史資料選輯》為例〉說：「《文史資料選輯》

(以下簡稱《選輯》)第 1 輯出版於 1960 年 1 月，至今已出版 167 輯，是我國

目前延續時間最長的連續出版物，是新中國成立後出版物中名副其實的『老

品種』。2012 年底，……1959 年 4 月，周恩來同志動員 60 歲以上政協委員帶

頭撰寫回憶史料，半年時間全國政協設立的專門機構就收集到各類資料 200

多萬字，於是《選輯》擇其精華出版，內部發行。……第二次集中出版是在

1978 年『文革』結束後，《選輯》復刊，並在 1984 年由內部發行改為公開發

行。」 3可以瞭解《文史資料選輯》在「文化大革命」時期仍未能避免被迫停

刊的命運；1960 年創刊初期採「內部發行」，直到 1984 年才改為「公開發行」。 

壹、目錄 

因屬「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 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的「內

部作為不定期刊物發行，以供歷史研究工作者的參考」，故〈目錄〉的「附載」，

收該委員會的「工作辦法」及「徵集文史資料考題目」。 

目錄 

發刊詞……(1) 

                                                 
1 見《現代教育科學(中學校長)》2007 年 6 期，頁 74，2007 年 12 月。。 
2 見《炎黃春秋》2011 年 5 期，頁 30，2011 年 5 月。 
3 見《出版廣角》2015 年 14 月，頁 55，2015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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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事變紀實……柯基澧、鄧哲熙、戈定遠、王式九、吳錫禮(5) 

二十九軍和冀察政權……戈定遠(34) . 

韓、石叛馮和閻、馮聯合反蔣的經過……鄧哲熙(45) 

一九三七年訪問英、德和蘇聯的回憶……翁文灝(51) 

蔣介石在抗戰期間的一件投降陰謀活動……施樂渠(65) 

晉軍概況和「鐵軍」、「同志會」的內幕……楚溪春(68) 

關於改組派的一鱗半爪……羅方中(80 ) 

有關民國初年政史的見聞紀實……梁漱溟(81) 

雲南護國戰役親歷記……金漢鼎(100) 

清末贖回京漢鐵路的經過……葉恭綽(124) 

洪憲遺聞……張國淦遣稿(132) 

附載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工作辦法……(147)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徵集文史資料參考題

目……(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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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發刊詞 

《文史資料選輯》在〈發刊詞〉說：「政協委員和各方面有關人士，響應周

恩來主席的號召，撰寫並送交本會的史料稿件已逾二百萬字，其中有不少極有

價值的第一手資料。在這個基礎上，本會決定編印《文史資料選輯》，陸續出版，

以便更好地保存和積累所徵得的資料和進一步推動資料撰寫工作的開展。」 

發刊詞 

政 協 第 三 屆 全 國 委 員 會 第 一 次 全 體 會 議 開 幕 之 後 ， 周 恩 來 主 席 曾 在 招 待

六 十 歲 以 上 的 委 員 的 一 次 茶 會 上 ， 號 召 大 家 將 六 、 七 十 年 來 看 到 的 和 親 身 經

歷 的 社 會 各 方 面 的 變 化 ， 幾 十 年 來 所 積 累 下 來 的 知 識 、 經 驗 和 見 聞 掌 故 ， 自

己 寫 下 來 或 者 口 述 讓 別 人 記 下 來 ， 傳 給 我 們 的 後 代 。 政 協 全 國 委 員 會 常 務 委

員 會 根 據 周 恩 來 主 席 這 一 指 示 ， 設 立 了 文 史 資 料 研 究 委 員 會 來 負 責 計 劃 、 組

織 和 推 動 ， 從 清 末 到 全 國 解 放 各 個 歷 史 時 期 中 各 種 歷 史 資 料 的 撰 寫 和 徵 集 工

作 。 幾 個 月 來 ， 政 協 委 員 和 各 方 面 有 關 人 士 ， 響 應 周 恩 來 主 席 的 號 召 ， 撰 寫

並 送 交 本 會 的 史 料 稿 件 已 逾 二 百 萬 字 ， 其 中 有 不 少 極 有 價 值 的 第 一 手 資 料 。

在這個基礎上，本會決定編印《文史資料選輯》，陸續出版，以便更好地保存

和積累所徵得的資料和進一步推動資料撰寫工作的開展。 

從 清 朝 末 年 到 一 九 四 九 年 全 國 解 放 ， 中 國 社 會 經 歷 了 無 比 深 刻 的 巨 大 變

化 。 這 六 、 七 十 年 來 ， 歷 史 的 主 流 雖 然 是 清 楚 的 ， 但 是 其 中 許 多 歷 史 事 件 的

錯 綜 複 雜 的 演 變 過 程 ， 許 多 歷 史 人 物 的 豐 富 生 動 的 事 蹟 ， 現 有 的 真 實 可 靠 的

文 獻 資 料 都 還 遠 遠 不 夠 完 備 。 因 此 ， 迫 切 需 要 從 各 個 方 面 廣 泛 地 進 行 資 料 的

撰 寫 和 徵 集 的 工 作 。 過 去 在 舊 社 會 具 有 豐 富 閱 歷 的 人 們 ， 特 別 是 那 些 曾 經 參

與 過 各 次 歷 史 事 件 的 老 年 人 們 ， 及 時 地 把 他 們 的 親 身 經 歷 和 見 聞 ， 把 他 們 所

最熟悉的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秉筆直書地寫出來，就具有極為重大的意義。

這 樣 ， 就 可 以 為 我 們 的 歷 史 科 學 工 作 者 提 供 有 利 的 條 件 ， 就 可 以 大 大 地 豐 富

我 們 祖 國 的 近 代 的 歷 史 。 同 時 ， 老 一 輩 的 人 們 把 他 們 豐 富 的 生 活 經 歷 記 錄 下

來 ， 對 於 沒 有 體 驗 過 舊 社 會 的 種 種 苦 難 和 艱 辛 的 青 年 一 代 來 說 ， 也 是 具 有 深

刻的教育作用的。毛主席教導我們說：「不但要懂得中國的今天，還要懂得中

國的昨天和前天。」所以周恩來主席的號召是十分正確、十分及時的。 

我 們 徵 集 和 編 印 稿 件 所 要 求 的 ， 是 第 一 手 的 真 實 的 歷 史 資 料 ， 也 就 是 作

者 根 據 他 們 的 親 身 經 歷 和 見 聞 所 寫 的 具 有 歷 史 價 值 的 資 料 。 我 們 認 為 ， 歷 史

資 料 不 同 於 歷 史 ； 前 者 只 是 為 後 者 的 撰 寫 來 提 供 真 實 詳 盡 的 素 材 。 因 此 ， 我

們 不 要 求 作 者 對 他 們 所 提 供 的 資 料 內 容 一 定 要 用 馬 克 思 列 寧 主 義 的 觀 點 加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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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析 和 評 價 。 我 們 所 要 求 於 作 者 的 ， 只 是 真 實 和 具 體 的 事 實 ， 主 要 在 於 作 者

把 親 身 經 歷 過 的 和 親 自 聞 見 的 史 實 毫 無 顧 慮 地 、 如 實 地 反 映 出 來 。 撰 寫 稿 件

可 以 不 限 體 裁 ， 不 論 是 筆 記 、 回 憶 錄 、 短 篇 敘 述 或 長 篇 記 載 ， 只 要 有 一 定 的

史 料 價 值 ， 我 們 一 律 歡 迎 。 對 於 同 一 歷 史 事 實 而 所 述 有 出 入 的 ， 也 可 以 各 存

其 是 ， 不 必 強 求 一 致 。 即 使 某 些 資 料 內 容 同 已 有 的 文 獻 記 載 互 有 參 差 ， 但 只

要 是 真 實 的 ， 是 親 身 經 歷 過 的 和 親 身 聞 見 的 ， 也 可 以 從 不 同 角 度 上 反 映 歷 史

的 某 些 側 面 ， 從 而 也 是 具 有 一 定 的 資 料 價 值 的 。 歷 史 科 學 工 作 者 將 會 運 用 科

學 的 歷 史 觀 點 和 方 法 ， 來 對 各 種 不 同 的 歷 史 資 料 進 行 綜 合 分 析 ， 考 證 異 同 ，

辨 別 真 偽 ， 並 從 而 得 出 比 較 全 面 的 正 確 的 結 論 來 。 同 時 ， 我 們 更 歡 迎 閱 者 也

以 他 們 的 親 身 經 歷 和 見 聞 同 本 刊 所 輯 錄 的 資 料 互 相 參 證 ， 提 出 補 充 和 訂 正 ，

俾史料內容更臻於翔實全面。 

在 黨 的 鼓 足 幹 勁 、 力 爭 上 游 、 多 快 好 省 地 建 設 社 會 主 義 總 路 線 的 光 輝 照

耀 下 ， 全 國 人 民 都 在 為 建 設 一 個 具 有 高 度 發 展 的 現 代 工 業 、 現 代 農 業 和 現 代

科 學 文 化 的 偉 大 的 社 會 主 義 祖 國 而 奮 勇 前 進 。 生 活 在 這 樣 偉 大 的 社 會 主 義 時

代 的 老 人 們 當 然 也 不 例 外 ， 他 們 也 都 精 神 奮 發 ， 熱 情 洋 溢 ， 以 積 極 的 行 動 來

響 應 黨 的 號 召 。 他 們 有 的 親 自 執 筆 ， 有 的 口 述 讓 別 人 紀 錄 ， 有 的 還 把 自 己 收

藏 多 年 的 珍 貴 資 料 送 給 本 會 ， 但 以 為 社 會 主 義 建 設 事 業 盡 到 自 己 所 能 盡 的 一

分 力 量 。 幾 個 月 來 ， 大 家 已 經 寫 出 了 不 少 歷 史 資 料 ， 使 得 本 刊 能 夠 出 版 ， 就

是 一 個 明 證 。 我 們 在 此 謹 向 作 者 致 以 謝 意 。 為 了 更 好 地 開 展 歷 史 資 料 的 撰 寫

工 作 ， 我 們 希 望 更 多 的 政 協 委 員 和 各 方 面 有 關 人 士 響 應 周 恩 來 主 席 的 號 召 ，

踴躍投稿，共同努力來完成黨所交給我們的光榮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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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編輯凡例 

《文史資料選輯》創刊號無〈編後記〉，但有〈編輯凡例〉，說明：「所選

的資料，包括從清末到全國解放各個時期的歷史的各個方面，不拘體裁，只

要有史料價值，均可選入」。 

編輯凡例 

一、本選輯刊印的目的在於保存和積累歷史資料，並推動撰寫資料工作

的開展。所選的資料大都是撰寫者的親身經歷和見聞，有一定的史料價值，

但由於每個人都有一定的局限性，所述史實可能不盡翔實，觀點可能不盡正

確，因此，本選輯只在內部作為不定期刊物發行，以供歷史研究工作者的參

考。 

二、本選輯所選的資料，包括從清末到全國解放各個時期的歷史的各個

方面，不拘體裁，只要有史料價值，均可選入。 

三、本選輯所刊印的'資料歡迎閱者提出補充和訂正。 

四、本選輯對來稿可加以選錄、刪節和文字上的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