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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湘南暴动 
  

黄克诚 
  

一九二七年马日事变以后，湘南各县的革命力量也和湖南全省一样，遭受了严重的摧残。但还是有少数同志

潜伏了下来，湘南特委又派了一些在衡阳读书的学生党员回家乡去恢复党的组织和工作。暴动以前，特委设在衡

阳，书记是陈佑魁同志，宣传部长是周鲁同志。耒阳、郴县、宜章都有县委的组织，永兴县有特别支部，资兴也

有党员的活动。陈佑魁同志，湖南麻阳人，是个大学生。周鲁同志，湖南溆浦人，大概是长沙的中学学生。 
  
  

彭德怀的一篇札记 
  

彭梅魁 
  

我的伯伯彭德怀，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是党和人民的忠实儿子。过去，我年轻幼稚，对伯伯了解的很不够，

庐山会议后，真以为他犯了严重错误，内心非常沉痛，又为伯伯惋惜。当时，我对政治上的风风雨雨还不太懂，

只觉得作为他的亲人应当从生活上关心他，照顾他。后来，和伯伯接触多了，他的言谈举止熏陶和教育着我，使

我懂得了不少事情，对伯伯也开始有了真正的了解。 
伯伯没有上过几年学，但他爱读书，特别注重联系实际。 
  
  

林伯渠日记（一） 
（一九二六年七月至十二月） 

  
七月二十日晴（星期二）午后三时同军部及政治部全体人员由黄沙乘车出发，晚八时抵英德宿营，因沙口大

坑口间路轨发生故障也。 
二十一日晴  午后五时抵韶关。 
二十二日晴 早八时开政治部高级工作人员会议，十二时毕会。到军硚本部办事处办事。访友数处。午后八

时假曲江县党部开本部全体工作人员会议。是日五五、五六两团授团旗礼，余因倦未参加。 
二十三日雨（六月十四日） 午刻假凤庆街慈善会开军民联欢会，到者二百余人。晚十一时孔顾问自省城

来，称各眷属已上船返沪。是日谢团长招饮。 
  
  

周恩来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理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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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  华  林代昭  清庆瑞 

  
周恩来同志战斗的一生，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鞠躬尽瘁，无私地贡献了自己的全部精力。

他为中国和世界革命创造的业绩，是屹立在人民心中的丰碑。他光辉的形象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在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这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不仅在革命实践上，而且

在理论上，对中国革命事业都同样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刘少奇对“三大法宝”贡献初探 
  

宋士堂 夏良才 李德茂 
  

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是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斗争、克敌制胜的三

件主要武器。毛泽东同志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把它称之为“三大法宝”，说：“十八年的经验，已使我

们懂得：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法宝。”

新中国诞生前夕，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的著作中总结中国革命二十八年的经验时，再次阐明了使中国革命胜

利的基本原理。 
  

  
忆陈毅同志的二、三事 

  
张铚秀 

  
（一） 
我第一次见到陈毅同志，是一九三七年的十一月。我是江西人，在湘赣苏区参加红军，早就听说陈毅同志是

中央苏区红军的重要领导人，是江西军区司令员，但从未见过面。我跟随红军长征后，只听说陈毅同志留在江

西，领导和坚持游击战争。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我从设在延安的红军大学毕业，被分配到新四军去工

作。这一年的十一月，我在江西省南昌市的八路军办事处──一座旧式旅馆里，见到了久负盛名的陈毅同志。第

一次见到陈毅同志，留给我的印象，可以说是终身难忘。 
  
  

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 
  

向  青 
  

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是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中的开始阶段。 
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的历史表明：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的建立，根源于十月革命后

在苏俄成立了共产国际，又由于十月革命后中国人民的赞助俄国革命、走俄国革命的道路。没有十月革命和共产

国际的成立，或没有中国人民赞助俄国革命，走俄国革命的道路，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的建立是不可能的。

由于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有所传播，因此，中俄交通的打开，共产国际使者到中国开始从事革命活动，

共产国际二大召开，号召、组织、领导东方革命，这就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和中国

工人运动相结合、中国共产党成立的重要历史条件。 
  
  

关于“八七”会议的几个问题 
  

皮明庥 
  

一九二七年的八月七日在历史上只是一个瞬间，但在中国共产党生命途程中却是一个重要的日子。这一天在

汉口秘密召开的中央紧急会议是一次关系到党的命运，在关键时刻纠正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并实现党的

战略转变的历史性会议。要解释我们党如何越过大革命失败后的激流险滩，摆脱严重威胁党的生命的党内散乱状

态，使党的生命转危为安，转向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进行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的历史，不弄清“八

七”会议的决策和影响是不可想像的。 
  
  

试论“五四”后期陈独秀世界观的转变 
  



邓  野 
  

关于五四后期陈独秀是否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及转变到什么程度的问题，是个尚有争议的问题。其原因，

关键在于有些同志没有把五四后期的陈独秀看作是处在一定的发展和转变的过程之中，而是不分发展阶段的笼统

的加以研究和评论。事实上，在五四后期，陈独秀经过了对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由肯定到否定，对马克思主义一

般原理由开始接受到基本掌握的过程；经过了由民主主义者到社会主义者，再到初步马克思主义者这样两个阶

段。只有紧紧地围绕这一发展过程展开对五四后期陈独秀的研究，才能对此作出正确的评价。 
  
  

党的六大文件和周恩来的《组织问题决议案提纲》 
  

林代昭 
  

大革命失败以后，我们党领导的革命转入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武装斗争。许多党组织由于处在农村环境，再

加上对党员缺乏政治思想教育，党的建设问题很突出。当时党内有“三多”：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多，闹纠纷的

多，脱党的多。这不是局部地区、个别单位的问题，而是全党普遍存在的问题。 
我们党开始重视加强党的建设的问题是在党的“六大”。1928年6月召开的党的“六大”，在着重研究党的

政治路线的同时，也开始着手解决党的组织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 
  
  

略论唐才常 
  

金冲及 
  

中国近代历史的变动，实在是太快了。许多思想家和政治家，几乎都经历过一段复杂的思想变化过程，而且

内心往往始终充满着矛盾：新的和旧的，激进和保守，令人奇怪地交织在一起。有时，同一个人、同一种思想，

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却起着很不相同的作用。这就使这些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变得格外复杂。甚至在后世还会引起

剧烈的争论。唐才常便是这样的一个历史人物。 
一 
中日甲午战争，在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中，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 
  
  

论义和团的纪律 
  

李文海 
  

（一） 
义和团的纪律究竟怎样？是好还是坏？这是义和团运动中一个较为具体的问题。 
解放以来中国近代史的一般论著，对这个问题大抵作了肯定的回答。在谈到义和团纪律的地方，通常用的是

“严明的”、“良好的”、“严正的”、“森严的”、“严格的”、“自觉的”一类形容词；一些文章和专著斩

钉截铁地宣布：“义和团严明的纪律，是绝对不容许任何人抹煞的”，“是丝毫不容许歪曲的。”最近，有的文

章对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义和团的纪律是靠封建迷信与死亡的恐惧来维持的”，而“用这种办法来维

持纪律是不会长久的”。 
  
  

论孙中山的“知难行易”学说 
  

乐寿明 
  

“知难行易”是孙中山提出的著名的哲学命题。他一再提醒人们：“有一件事要诸君留心的，是本总理的学

说，和古人的学说不同，古人所信仰的是‘知之非艰，行之惟艰’，我所信仰的是‘知难行易’”。又说：“古

人说‘知易行难’，我的学说是‘知难行易’。从前中国百事都腐败的原因，是由于思想错了，自我的学说发明

以后，中国人的思想便要大改革。拿我的学说去做事，无论什么事都可以做得到的”。 
  
  

辛亥革命在新疆 
  

吕一燃 



  
辛亥革命是一次全国规模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这次革命斗争中，新疆各族人民高举民主、共和的义旗，

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英勇地冲击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反动统治，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上，写下了辉煌的篇章。

本文试图根据有关资料，对辛亥革命时期新疆各族人民的革命斗争，作一初步的探索。 
一 
在二十世纪最初的十年间，新疆地区的社会主要矛盾同全国各地一样，是人民大众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矛

盾。这主要矛盾，由于帝国主义的加紧侵略和清政府的加强压榨而激化了。 
  
  

龚自珍与经今文 
  

汤志钧 
  

龚自珍是我国著名的思想家，是影响晚清一代的重要人物。长期以来，对龚自珍“以公羊义讥切时政”，受

到今文经学的影响，似乎异议不多；但对龚自珍和传统经学的关系，和清代复兴的今文经学的联系与区别，却很

少有人论列。本文准备就此提出自己的看法。 
一 
龚自珍，字璱人，号定盫，生于乾隆五十七年（一七九二年），卒于道光二十一年（一八四一年），浙江

仁和人。出身于封建官僚地主家庭，生活在我国由封建社会沦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转折时期。 
  
  

林则徐手札十则辑注补证 
  

胡思庸 
  

故官博物院院刊一九七九年第三期选登了《林则徐手札十则》（以下简称“手札”），并由刘九庵同志作了

《辑注》。“手札”先后写于道光二十二年至二十六年，即从林则徐在开封堵御黄河事竣、登上西赴伊犁的戍

途、至赐还后滞留兰州、就任陕抚前夕，这段时间的通信。“手札”对于研究鸦片战争和林则徐的思想提供了有

价值的史料。刘九庵同志的《辑注》也写得简明翔实，颇便读者。但“手札”中所涉及的某些史实，还有需要稍

加疏解的；而《辑注》偶有一二疏误，也应订正。草此数条，敬请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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