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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湖广总督府）往来电稿 
   这批资料是1898（戊戌）年前后湖广总督府的来往电报。虽然数量不大，但是电报内容涉及了很多近代重要的人物和事件，有一定的史料
价值。电报起草者主要是张之洞和他的幕僚梁鼎芬、梁敦彦、王秉恩、钱恂、邹代均及张曾畴等，对研究张之洞的幕僚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东
方晓白供稿  

塞切尼眼中的李鸿章、左宗棠 
  塞切尼·贝拉是匈牙利贵族，性好游历。1877年至1880年他自发组织了一次以中国西部地区为重点的东亚科学考察探险。考察结束后，他组
织学者对所采集的各种标本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于1890年出版了三巨卷长达2080页的科考成果汇编——《塞切尼伯爵1877年至1880年东亚之旅的
科学成果》。在该书的导论中，塞切尼比较详细地记录了科考团一行的沿途见闻，其中在华申请护照和考察期间，与李鸿章、左宗棠等清廷大臣
交涉这几部分，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李、左二人对当时世界的认识和对外交涉中的态度。现翻译发表的正是这方面的内容。符志良选译。 

 瞿鸿禨朋僚书牍选 （下）（1906—1907） 
  瞿鸿禨（1850--1918），字子玖，号止盦，晚号西岩老人，湖南善化人。同治进士，曾任侍讲学士、内阁学士，先后典试福建、广西，督河
南、浙江、四川等省学政。后任工部尚书、军机大臣，兼政务处大臣、外务部尚书等。清末新政之时，清廷命载泽等编撰官制，瞿鸿禨与奕劻、
孙家鼐总司核定。瞿鸿禨为清末重臣，门生朋僚众多，往来书牍内容涉及广泛，今发表的是光绪三十二年（1906）至三十三年（1907）的部分内
容。书牍以涉及清末官制改革为多。由于官制改革涉及各级官吏的既得利益，这些书牍集中反映了清廷与内臣、外臣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对于研
究清末新政和官制改革极有参考价值。近代史所图书馆供稿。  

英美传教士笔下的天津教案——英国蓝皮书有关天津教案资料选译 
  1870年天津教案是晚清时期影响巨大的反洋教斗争之一。此前学术界对有关该案的资料利用的虽然不少，但教会方面的资料尚付阙如。本资
料译自《英国议会文件（蓝皮书）》中国第29卷：“天津大屠杀”第58号附件2—9，爱尔兰大学出版社1971年版（《British Parliamentary Pa
pers 》China 29：“Tientsin Massacre ”，Irish University Press ,1971），为四个寓津英美新教传教士在天津教案发生后致英国代理领
事李蔚海（Lay）的信函。这些信函系首次完整地译为中文，它们详细记载了天津教案的起因、经过，以及中国地方官、英美传教士对这一事件
的态度，为深入研究天津教案提供了新的史源。赵树好译， 李增洪校。 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初期史料选 基督教青年会(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Y.M.C.A)，1844年创建于英国伦敦，逐渐从单纯以宗教活动为号召的青年职工团体，发展成以“德、智、体、群”四育为宗旨的
具有宗教性质的社会团体。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创建于1885年，至20世纪20年代，在全国范围内共有240个城市青年会和学校青年会，会员近8万
人，为近代中国重要的青年社团，其组织存在至今。但关于青年会的早期创建过程及其宗旨，现存记述说法不一。今选录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的早
期文件和来会理（由美国青年会派遣来华，任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第一位专职干事）、余日章（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对早期该会历史的回忆予
以发表，对于了解研究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的早期历史具有参考价值。原件藏中国基督教协会总会。赵晓阳整理。  

潘友新回忆录选译（下） 
  潘友新，苏联著名外交家、情报专家。其回忆录《大使札记，中国1939—1944》，根据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原始笔记和个人的亲身经历撰写
而成，内容涉及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政治、经济、军事、国共合作、抗日民族战线的建立和实施过程。  

战后北平学生救济会史料选 
  该资料选录抗战胜利后北平学生救济会1946—1947年间有关救济学生的工作介绍和统计资料，从中可以了解该会战后的活动宗旨和内容。渝
翥整理。 西南联合大学八百学子从军记——1944届从军学生的译员生涯   抗战时期，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曾有大量在校学生应征从军，抗战胜
利后镌刻的西南联大纪念碑记载了834名从军学生的姓名（实际从军的人数不止于此）。这些从军学生除少数直接战斗在抗日前线外，大部分是
作为美军和英军的翻译人员在军队中服务。他们在军队中的活动和经历，除西南联大校史偶有涉及外，一直尘封在他们各自的记忆中。下面这些
口述资料记载了西南联大1944届部分从军学生的译员生涯，一定层面上反映了抗战期间学生从军的历史。何宇整理。  

奉天工业大学学生反满抗日团体的形成与发展 
  奉天工大于1939年1月在奉天（即沈阳）成立，其前身为奉天工矿技术院。奉天工大反满抗日团体的形成与发展，与东北“一二·三○事
件”中所涉及的东北左翼青年反满抗日组织有着密切关联，同时又有独立性和特殊性。对此，以往研究均涉及甚少。2002年3月至10月，阎振
民、张红对奉天工大学生反满抗日团体的重要成员董鸿书同志进行了专访，并结合大量史料印证形成了《奉天工大学生反满抗日团体的形成与发
展》一文。作为口述史，该文真实记述了20世纪40年代前后，奉天工大部分中国学生出于对日本法西斯统治、殖民教育和民族压迫的切肤之痛，
开始进行自发的反抗，进而发展到有目的研读各种宣扬民族、民主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书刊，主动参与东北反满抗日青年的联络与动员工作，并
最终加入东北抗联执委部的过程。董鸿书口述，阎振民、张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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