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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二、六军团会师前后 

──献给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同志 

  
肖 克 

  

本文是我的一次谈话记录，说的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六军团──二方面军的前身 

──会师前后的一段历史。这支部队在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的领导下，成为红军三大主力之一。它在中国革命战争中，有着不可磨灭的

功绩；在我军战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革命的洪流，奔腾万里，冲破了旧社会的层层屏障，出现了新的天地。这段历史，现在虽然过去

四十多年了，但当年那种波声涛影，好象都在眼前。今天，我把这段历史作一回顾，献给二方面军已故的领导人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同

志和当年为革命而捐躯的二、六军团的烈士们，并用以激励自己，和全国人民一道，进入新的征途，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 

  

  
跟随朱德同志从南昌到井冈山 

  
赵 镕 

  
南昌起义的尖兵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朱德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和周恩来同志的领导下，同贺龙、叶挺、刘伯承等同志一起举行了有名的“八一”南

昌起义。 

在起义中，朱德同志凭着当时在南昌所处的特殊地位，利用各种有利条件，积极开展活动，进行各项准备工作，为起义的胜利作出

了卓越的贡献。 

半年前，朱德同志在南昌担任军官教育团团长和南昌市公安局局长的时候，就积极进行了有利于革命的各种活动。在他的辛勤努力

下，终于使教育团和公安局这两股力量牢牢地掌握在我党手中，成为后来“南昌起义”的一支力量。 

  

  
杨秀清评价问题的争论 

  
贾熟村 

  
杨秀清的评价问题是太平天国史上的重大问题，也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它既与杨秀清生前的大事有关，又与杨秀清死后的大事

有关。而且记载混乱、往往互相矛盾。杨秀清的评价问题，早在解放以前就已经发生争论了，涉及杨秀清评价问题的书籍、文章很不少，

意见也很分歧。 

阅读了各家著述，并进行了一些考察。想要参加讨论的有两个问题：一、杨秀清能说是尊孔派、投降派吗？二、杨秀清的死是天王

洪秀全下令杀的，还是韦昌辉擅自杀的？现在分别讨论如下。 

  

  
辛亥革命时期湖北军政府剖析 

  
王来棣 

  
到目前为止，关于武昌起义历史的研究，多偏重于起义过程的本身，而对于起义后建立起来的湖北军政府，特别是对湖北军政府内

部各种政治力量间的复杂斗争，缺乏比较深入的剖析。湖北军政府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制政权的雏形，继武昌之后成立的各

省军政府，大抵以湖北军政府为模式。而湖北军政府内革命党人向以黎元洪为首的反动势力的妥协、让权，在不同程度上也为各省革命党

人所模仿，甚至代表中央政权的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许多革命党人对待袁世凯的态度，也可以说是效法湖北革命党人的。 



  

  
救国会史略 

  
周天度 

  
救国会的全称是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全救会或救国会。它是三十年代中期，以上海为中心组织起来的一个全国性、有广泛群

众基础的抗日救亡团体。1936年5月31日在上海正式成立。1945年改名中国人民救国会。全国解放后，鉴于救国会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

1949年在北京开会宣告结束。救国会在它存在的十四年中，积极地参加了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解放和人民民主事业胜利的斗争，是中国共

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一个左翼政派。 

  

  
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的几个问题 

  
林金枝 

  
为搜集近代华侨投资国内资本主义企业的历史资料，加以系统地整理，以供研究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中国近代经济史以及近代华

侨投资国内企业史参考，我们曾先后在国内主要侨乡广东、福建两省的五十个市县以及旧中国资本主义最发达的上海市等地进行调查和研

究，根据所得的原始资料，结合历史文献和有关档案，整理出《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资料汇编》初稿一部，本文就是在上述的资料基

础上进行综合整理的。 

  

  
夏正寅《哀牢夷雄列传》辨伪 

  
邵献书 

  

《哀牢夷雄列传》（以下简称《列传》）署光绪十年（1884年）夏正寅撰，内容系记述清咸同年间云南哀牢山区彝族李文学等诸起

义人物的英雄业迹，原稿为白棉纸手抄残本，现存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据刘尧汉先生自称，此稿系他在1953年7月偶然寻获于云

南南华摩哈苴（彝）村，后经刘先生辑注发表在《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二期上，题为《云南哀牢山区彝族反清斗争史料》（以下简称

《史料》）。 

  

  

亨利·乔治的单税论在中国 

  
夏良才 

  

亨利·乔治（Henry  George）是美国十九世纪末期的知名社会活动家和经济学家。他提倡征收单一地价税的主张，曾经在欧美一些国

家盛行一时，颇有影响。由于他主张土地国有，征收地价税归公共所有，废除一切其他税收，使社会财富趋于平均，达到他称之为“大协

作”的社会，因此又被看作是社会主义流派的一种，即“单税社会主义”。他的《进步与贫困》一书（Progress  and  Poverty），就是这种单

税社会主义学说的代表作，先后曾译成各种文字出版，发行在二百万册以上，流传很广，在中国也有不小的影响。 

  

  
谭绍光封王时间考 

  
叶桂生 

  
谭绍光是太平天国后期著名的军事将领。在忠王李秀成的部下中，他与护王陈坤书等人齐名，是苏、常这一重要占领区内一批农民

革命政权顶梁柱中的突出代表。1862年以后，叛变、投降象一股恶浪浊流扑面涌来，谭绍光却能独立支持。他在和中外反革命武装的殊死

搏斗中，“勇猛得象一头雄狮，宁可拼掉最后一滴血，也决不投降”（贺翼柯《戈登在中国》）。最后，壮烈地倒仆在叛徒们罪恶的刺刀之

下。 

谭绍光作为李秀成的心腹爱将，参加过一些著名的战役，起着骨干的作用。 

  

  
《奴才好》不是邹容的作品 

  
杨天石 

  
奴才好！ 



奴才好！ 

勿管内政与外交， 

大家鼓里且睡觉。 

古人有句常言道： 

臣当忠，子当孝， 

大家切勿胡乱闹。 

…… 

这是邹容《革命军》中引用过的一首诗（诗长，不具录）。多年以来，一直被认为是邹容的作品。1974年4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邹

容》一书说：“他又以辛辣的笔触，写了一首《奴才歌》，讽刺不许革命的奴隶哲学。”1975年6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辛亥革命前夜的一

场大论战》一书说：“邹容还写了一首乐府《奴才好》”，“怀着悲愤的心情，淋漓尽致地揭露了孔学在政治上的反动性，痛斥孔孟之道就是

奴力之道，它不仅维护了封建主义的统治，而且维护了帝国主义的统治。” 

  

  
一九一二年六月陈其美哿电考异 

  
朱宗震 

  
一九一二年六月十五日，辛亥革命后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弃职离京，在政界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唐绍仪是被袁世凯逼下台的。为

此，同盟会派报纸和政界人士对袁世凯提出了尖锐的指责。尚未卸任的沪军都督陈其美给袁世凯发了一封在当时是措词最激烈的电报。何

仲箫著，一九四六年版的《陈英士先生年谱》收入了这封电报。文字很短，全文录下： 

“临时政府甫成立，忽传有逼退总理之恶耗。丁兹时艰，奚堪演此恶剧。唐总理固受逼而退矣，试问逼之者何心？” 

  

  
一九七八年中国近代史论文资料书目索引（二） 

  
外文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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