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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文革运动中的“宣传品” 

——上海文革社会史研究 

金大陆 

[摘 要] 本文从社会史的角度，展示了上海文革运动期间，各群众组织印制、买卖“宣传品”的情况。 

原来，即便在“革命”的年代， “政治的影响”在“经济的利润”的面前，终究是要打掉折扣的。 

[关健词] 群众组织；宣传品；商品；政治；利润 

1966 年 8 月，北京红卫兵南下，在上海掀腾起“炮轰市委” 、 “红色恐怖”等造反行动， 

并强迫上海的新闻机构免费印制宣传品。9 月 7日，上海市委责成《解放曰报》、《文汇报》、 

《上海晚报》 及 5 家印刷厂 “为北京和全国各地来沪串连学生提供印刷传单、 宣传品的方便” 。 

至 15 日，《解放日报》已承印传单、宣传品 462 种，153 万字，173万张，用纸 471 令。 1  同 

时，该报还抽调包括正、副总编辑在内的 32 名人员参加接待，但“少数同学因为没有满足 

他们的要求，发生了关、骂接待人员，冲进工作人员办公室，抢走传单等情况” 。 2  9 月  17 
日，《解放日报》决定不再承印各种传单，当日下午就有北京红卫兵冲击报社大楼。为此， 

《解放日报》党委于 20 日请示市委，并报中央文革小组，提出报社不宜印刷传单，各学校 

可提供印制工具，中央负责人讲话未经审阅同意不宜翻印等建议。10 月 18日，《解放日报》 

党委书记马达致函市委，再次建议市教卫部和各区委为学校添置设备供学生油印传单，报社 

只承印《红卫兵报》和《红卫战报》及市委交印的通告等。21日，《解放日报》向市出版局、 

市委办公厅递交《关于印刷宣传品用纸问题的报告》，宣称至 10 月 15 日，上海各承印红卫 

兵宣传品的单位，已耗用平版纸、卷筒纸 17.45 公吨。至于费用处理，排印可不计，纸张应 

由出版局拨还。 3 

传单、宣传品的效用在文革运动中是非同小可的，尤其在运动初期，群众情绪处于懵懂 

而又亢奋的状态中，滿街传单、宣传品的散发就如同煽风点火。红卫兵们清楚地意识到这一 

点，所以会强制报社按照“革命” 、 “造反”的指令印刷宣传品。其实，《解放日报》等承印 

单位也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尽管处在无奈中，却也以各种方式表达着不满和抗争。然而， 

革命造反的大势，终究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使数百万份的铅印宣传品出笼， 确也为宣传品的 

收集、交换和以后的买卖提供了可能。 

一月革命以后，上海“炮轰市委” 、 “红色恐怖”的焦点发生了转移，在街道上散发的传 

单稍有减少，但在各群众组织之间流通的《首长内部讲话》、《资料汇编》等印刷品却日益增 

多。同时，因绝大多数的大众读物已作为“毒草”被查封，出版机构也近乎瘫痪，为补偿社 

会的阅读缺失，又迎合社会的阅读口味，有群众组织集合能人，也有能人借助群众组织，编 

1  解放日报社编《解放日报五十年大事记》，第 334页。附记市委办公厅提供给市委接待站“关于革命群众 

要求印刷传单的问题”的回答口径：目前，许多外地来沪进行革命串联的同学，要求印刷革命传单。对此， 

市委是积极支持的。除了各大专学校、中学帮助油印外，特安排《解放日报》社为大家提供印刷的方便。 

《解放日报》社的同志克服了许多困难，到十五日止，已印了四百六十多件，一百七十多万份传单。但是， 

上海印刷工人正在大量赶印《毛泽东选集》和《毛泽东语录》，人力、设备，特别是纸张供应都很紧张，广 

大革命师生和群众渴望得到，现在仍供不应求。同时，《解放日报》的报纸印刷任务也十分繁重，不但每天 

要印四十八万份《解放日报》，还要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参考消息》等，每日总印数达一百几十 

万份。为了使更多的革命群众能够及时获得毛主席著作，为了保证报纸的正常出版，解放日报社不得不在 

印刷传单方面加以一定的控制，不能完全满足大家印刷的需要，希望大家谅解。 
2  《解放日报五十年大事记》，第 334页。 
3  《解放日报五十年大事记》，第 3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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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出大量的诸如《毛主席文选》、《毛主席回忆录》、《林彪语录》等读物，受到了群众的广泛 

欢迎。

诚然，这些宣传品已不纯粹指对着运动，所以它存在的理由和流通的价值，正在于凸现 

出了独特的知识性和资料性的品质。即便作为供“大批判”需要的《刘少奇言论集》、《刘少 

奇档案》等，也因不直接关涉群众组织“革命” 、 “造反”的事务，而起着显扬和参考的作用。 

这就是说，除了“血案” 、 “阴谋” 、 “事件”之类的传单仍在街上（无价）散发外，《首长内 

部讲话》、《毛主席文选》、《刘少奇言论集》等印刷品，已从具体的运动矛盾中摆脱而出，成 

为一种公共宣传品。且因这些印刷品有编辑、纸张、印刷等成本，均装订成册，自然也就在 

群众组织之间、朋友之间及社会交易场所中成为一种特殊的可供买卖的商品。据 1967 年 2 
月 9 日上海出版印刷公司印制革命传单接待小组的《情况反映》称： “ 《毛主席回忆录》革命 

群众都很感兴趣，有些单位多次来接待小组联系，要求印刷……接待同志始终不同意铅印成 

册，但没隔几天，就发现不少印刷厂已印好了数批。在此情况下，接待同志无法再坚持。到 

目前为止，这份材料已印了几十万份” ， “关于批判刘少奇的材料名目繁多，内容完全一样。 

托印单位很多，铅印厂在印，胶印厂也在印，总数不下十几万份” ，至于《首长内部讲话》、 

《大字报选》等，托印单位“兴趣很大，非印不可，占用了大量生产力” 。 4 

鉴于以上情况，1967年 3 月 4日和 3 月 28 日，市革委会政宣组分别下发了《关于不准 

私自编印毛主席著作的通知》和《关于制止私自编印中央领导同志讲话的通知》。两项通知 

十分严肃地指出：私自编印的毛主席著作和中央领导同志讲话，几经辗转抄录，谬误很多， 

极不严肃。个别坏人造谣惑众， “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有的甚至已被帝国主义、修正主 

义分子用来作为攻击我们的口实” 。 5  所以，今后任何组织、任何个人都不准擅自编印此类 

印刷品；已印好的则停止分发，就地封存，违者予以严肃处理。 6  然而，尽管通令的口气威 

严如山，终究难以抵御利益的纠缠。尤其那些造反起家的人物，更是仗恃自身的门道，呼风 

唤雨，视此类通令为一纸空文。例如，1967 年 4 月《支部生活》中有读者反映：通知传达 

后，某打字社动员工作人员突击装订，转移了 3200 多册《首长讲话》，并明确告知“给有关 

部门查封后，经济上就要损失了” 。 7  再例如 4 月 4 日，市政宣组已会同工总司中国唱片厂 

造反队，将一批尚未装订的《毛主席文选》查封于工总司徐汇区联络站的办公橱内。结果， 

当 12 日驻沪空军要求工总司提供有关资料时，工总司主要负责人潘国平竟带着部队的人， 

乘坐吉普车从徐汇区联络站拉走了 670套印刷件， 送往市印四厂紧急装订， 还欺骗讯问的工 

人说是装订机密文件。市政宣组接报后又立即拉回了这批印刷件。第二天，潘国平带着市印 

四厂的人找上门来索要收据，并满不在乎地声称从未见过什么通知。 8 

为了掌控局面，市政宣组于 1967 年 4 月上旬对私自编印毛著和首长讲话的情况作了一 

番调查。据不完全统计，情况见下表： 

名 称 计划印数 实际印数 发出数 存留数 

《毛主席文选》  29300本  3800本  3800本  0本 

《毛主席讲话》  14700本  14500本  14330本  170本 

《毛主席语录》  10000本  10000本  10000本  0本 

《马恩列斯语录》  43390本  42390本  30600本  11790本 

《最高指示摘录》  5000本  5000本  2650本  2350本 

《毛主席关于文革运动的指示》  28500本  20645本  7855本 

4  上海出版印刷公司印制革命传单接待小组：《印制革命传单等宣传品的部分情况反映》，1967年 2月 9日。 
5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政宣组编《文件汇集》，1968年 1月，第 2226页。 
6  同上。 
7  《支部生活》1967年第 15期，第 33页。 
8  《最近期间印刷批判资料和小报情况》，市革委会政宣组《简报》第 17期，1967年 4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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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回忆录》  87000本  87000本  0本 

《重要文选》  20000本  20000本  18400本  1600本 

《重要讲话》  14000本  14000本  0本 

《学习材料》  14000本  14000本  8235本  5765本 

《林彪语录》  11000本  11000本  11000本  0本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首长讲话集》  10700本  10620本  80本 

《中央负责同志谈文化大革命》  26770本  15500本  15500本 半成品 

《中央负责同志谈文化大革命》  86000本  82000本  4000本 

《二月份首长讲话》  91020本  68520本  56738本  11782本 

《二月份首长讲话》  17700本 半成品 已销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14  23000套  24集已完成 一部分 

资料来源：市革委会政宣组《简报》第 16 期，1967年 4 月 11 日。 

由表可知：1967 年 2、3 月间，上海各群众组织编印的宣传品，不仅数量是很大的，动 

辄上万本，其流通速度也是很快的，动辄就所剩无几。 正如前述中已提及的，对编印者来说， 

这些宣传品多为有价销售，其中有可追逐的经济利润；对阅读者来说，这些宣传品的内容在 

当时属政治文化方面的稀缺资源。因此，在群体间构成的交易就显现了强劲的活力。何况这 

些宣传品的制作一般有着群众组织的背景，其内容也多为正面的报道和披露，有的还直接穿 

戴着“歌颂领袖” 、 “宣传文化大革命”的衣装，于是在人们的普遍认识中，即便已被市政宣 

组的《通知》指认为“错误的” ，但这种“错误”又有什么上不了台面呢？ 
1967 年 4 月 1 日，中央两报一刊发表了戚本禹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一 

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这是在全国公开吹响批判所谓“中国赫魯曉夫”的进军号。如果 

说群众组织编印《毛著》和《首长内部讲话》之类的宣传品，会被指责为是“极不严肃的” 

行为，那么编印大批判资料，则理所当然属于“革命” 、 “造反”的行为了。市政宣组也承认， 

“自从群众性的革命大批判开展以后，广大革命群众都投入到这场斗争中去，各单位对批判 

资料的要求也逐有增加” ， 9  例如短短的 4 月 3 日至 12 日，就有 959 批次（人）前往市印刷 

接待站联系印制批判资料（日均 1 百多批次），其中品种有《刘邓一百例》、《炮打刘少奇》 
13 集、《砸烂刘家王朝》16 集、《刘少奇档案处理》、《批判<论修养>》、《陶铸罪行录》等 
40 多种，共 547863 份，用纸 1706 令。 10  北京等外地红卫兵更是群威群胆，仅清华大学井 

岗山兵团驻沪联络站就印制批判资料 11 种，其中《刘邓一百例》印 10 万份，用纸 250 令； 

《打倒刘少奇》印 1 万 5 千份，用纸 150 令。且都堂而皇之当街出售（《打倒刘少奇》成本 

为 4 分 1 本，售价 1 角）。 11  面对这种潮涌般的态势，作为主管部门的市政宣组怎能“制止” 

得住呢？ 
5 月 9 日，市政宣组参考北京市处理群众小报和批判资料的经验，提出“为了保证急需 

的重点批判资料及时印刷和保护各革命群众组织的积极性”的几点意见：一、批判刘、邓的 

资料，由政宣组委托《内刊》等造反派组织统一编辑，刊印《大批判资料选编》；二、批判 

陈丕显、曹获秋等资料，由市打陈、曹小组统一编辑；三、各群众组织编辑的其它大批判资 

料，应同上述两单位联系，确实好的，可适当印一些，一般的则不宜印刷；四、属系统、单 

位的批判材料，均自行解决。同时，政宣组再次强调：毛主席及中央负责人、市革委会负责 

人的讲话，一律不准擅自印刷。 12  很明显，市政宣组的《意见》既无奈一一无奈于伴随着 

大批判运动而形成的大批判资料的泛滥，又恪守一一恪守于自身管理和整肃宣传品的职责。 

9  《最近期间印刷批判资料和小报情况》，市革委会政宣组《简报》第 17期，1967年 4月 14日。 
10  同上。 
11  同上。 
12  市革委会政宣组：《关于目前印刷情况的意见》，1967年 5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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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其用心、其口径在认可“急需的重点批判资料及时印刷”之际，仍强调对该类宣传品 

实行自上而下的管理，那就是归口于某一、二个机构，并通过这几个机构对全市宣传品印制 

实施调控。但是，这毕竟是市政宣组的一厢情愿，大批判运动正处于炽盛期，且各群众组织 

均有自身的利益和盘算，市政宣组怎么可能实施有效的调控呢？ 

所以， 直至 9月 22 日市革委会正式下达 《关于禁止非法印刷、 设摊买卖宣传品的通告》， 

及 23、24 日上海对宣传品交易场所实行冲击行动前，以南京路、西藏路口为中心，以南京 

路（浙江路-西藏路-美术馆-静安寺）为轴线，并辐射到四周的黄浦区、卢湾区、静安区、 

闸北区、徐汇区等 10 多处热闹地段，包括《大批判资料》 、《领袖文选》、《首长讲话》等在 

内的宣传品街头交易，正进行得热火朝天。 13  而且这些交易均公开或不公开的存在着买卖 

关系。据 6 月 2 日市革委会《接待动态》第 6 期报告：最近“有一股经济主义歪风” ，例如 

一群众组织刊印宣传品，印数 1万 5 千本，投入成本 1 千元，集体购买每本 1 角 3 分，零售 

每本 2 角， 如全部集体购买为 1950 元， 即可获利 9 百多元。 14  那么， “9.22通告” 及 “9.23-9.24 
行动”后，上海“买卖宣传品”的情况如何呢？据 11 月 9 日《支部生活》刊发的群众来信 

《坚决抵制这类“内部资料” 》所透露的信息， “9.22 通告”后， “街上非法买卖宣传品的情 

况已经销声匿迹了” 。 “但是，我们发现在某些机关、工厂、学校单位内，还有人在印刷、买 

卖各种内部资料” ， “而某些群众组织，却担当了义务推销员，在内部代为销售。 ” 15  例如上 

海交大某群众组织总部印制了 1 万 5 千本《毛主席论教育革命》（1493.60 元），其中 5 千本 

在国毛一厂销售，其余的准备分发给学校师生。11 月 4 日上午，当市政宣组察访此事之际， 

即与交大军训团联系，提出查封这批宣传品。但中午时分，某群众组织就迅速向下分发，待 

市政宣组人员赶到时，只收回 18 本。看来，那些以刊印“武斗消息” 、 “趣闻佚事”的群众 

小报被整肃了，但刊登“领袖文选”之类的印刷品却仍在制作流行；那些麇集人流的交易市 

场被取缔了，但群众间的内部流通和买卖仍在继续。 

正在这当儿，1967 年 10 月 21日，中共中央公布了《上海市革委会查获一个非法编印、 

贩卖毛主席著作的投机倒把集团的通报》。《通报》称： “该集团非法地搜集了未公开发表的 

毛主席的讲话、文章、信件、批示二百余篇，编成所谓《重要文献》，大量出售” ， “这是极 

其严重的政治问题” 。为此， “中央再次重申：毛主席没有公开发表过的讲话、文章、文件、 

诗词，未经毛主席和中央批准，一律不得编印” ， “并首先责成北京、上海两市革命委员会贯 

彻执行” 。 16  这是一把尚方宝剑，市革委会主要负责人随即作出“要查明资料来源，管就要 

管到底”的严厉批示。于是，市政宣组组织力量顺藤摸瓜，首先查明了中央文件指认的《重 

要文献》中毛著的篇目来源，主要有 1948 年版东北书店的《毛泽东选集》、手抄的《响导周 

报》、《湖南自治运动史》、延安版《解放日报》等（大多抄自人大党史系油印资料和中科院 

历史研究所藏书）。接着又查明上海的此类宣传品主要在江浙一带印制的线索。 

下面请看市政宣组当时重点处理《在宜兴、丁山非法印刷宣传品》的调查报告： 

10 下旬，市政宣组查获复旦大学、上海图书馆、轻工业美术学校、高桥化工厂、 

上音附中等单位，在江苏宜兴、丁山非法印刷宣传品。其中复旦大学主编的《毛主席语 

录》（内有不少未公开发表的语录）计划印 2 万册，南京工业大学加印 1 万册，已开机 

印刷了一部份。由上海图书馆、轻工业美术学校、高桥化工厂联合编印的《无产阶级文 

化大革命资料汇编》（文艺专辑），上册 5千本已印好，尚未装订。下册已排版，尚未印 

刷。经初步审阅，该《汇编》中也有不少毛主席未公开发表的指示及中央首长的内部讲 

话。由上音附中编印的《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林彪同志》印数 1 万，已全部印刷完 

毕，少数未上封面。上音附中已提走 9 百多本，其余 9 千多本被政宣组封存在宜兴。在 

13  参见拙作《上海文革运动中的“群众报刊” 》，《史林》2005年第 6期。 
14  市革委会《接待动态》第 6期，1967年 6月 2日。 
15  《支部生活》，1967年 11月 9日，第 29页。 
16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政宣组编《文件汇集》，1968年 1月，第 22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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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处理过程中，市政宣组向当地印刷厂宣传了中央文件和上海市革委会“9.22 通告” 

精神，提出三点处理意见：一、凡上海代印的宣传品，立即就地封存，由上海统一处理。 

二、一律停止排印。三、为了不使上述宣传品流散，先将半成品运回上海。当地印刷厂 

表示同意，但当正式装运半成品时却受到阻拦，理由是托印单位的钱款尚未付清，并反 

过来提出，必须在二星期内解决（11 月 14 日前），否则将宣传品就地出售以抵欠款。因 

外地情况比较复杂，在复旦大学、上海图书馆、高桥化工厂等群众组织的付款尚未弄清 

之前，为了不至已封存的宣传品再度流失，造成政治上的损失，拟建议市革委会指定有 

关部门暂时垫付已发生的费用共 6 千余元。 17 

11 月 17 日，市政宣组宣传品处理小组再度派人到宜兴、江阴。当地军管会非常重 

视，指示要向上海同志如实反映情况，并同意将封存的宣传品运回上海处理。进一步的 

调查发现：《无锡报》社的会计是上下的牵线人，除了复旦大学、上海图书馆、上音附 

中等单位托印的宣传品外，还有在宜兴由市教革会托印的《文革通讯》1—3 期，及上海 

某个人（乔世忠）托印的《读报手册》2.5 万本；在江阴由上海国防科研系统造反派托 

印的《毛主席语录、马恩列斯语录》2.5 万本（供纸 104 令，用去 93 令），及上海某个 

人（乔世忠）托印的 32 开《毛主席的生平》1万本。期间，上海图书馆、高桥化工厂等 

单位多次有人到宜兴，企图将这批宣传品运走或倒卖给南京。18日，上音附中有人提走 

300 百《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林彪同志》。关于钱款问题，市政宣组处理小组指出是 

没收性质，不是买卖关系。后经请示市革委会，才同意垫付不加利润的印工费。但厂方 

不见印工费则百般刁难，直至见到汇款单后才允许装车运沪。据统计，这次行动在宜兴 

人民印刷厂没收《汇编》1.5 万本；《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林彪同志》5190 本，垫 

付印工费 3188.04 元。在江阴人民印刷厂没收《毛主席的生平》、《马恩列斯语录》及多 

余纸张 64.6 令，垫付印工费 696.48 元。25 日，处理小组一行到《无锡报》了解情况， 

原来上海在此搞托印的人较多。 18 

调查报告中有几个关节点是值得注意和梳理的： 

一、宣传品买卖的市场在上海，宣传品印制的场所在江浙。原来在上海街头、在上海各 

单位及群众组织之间进行的宣传品交换和买卖，其背后存在着一个颇具规模的“制作-供应” 

网络。这个网络以上海为主轴，同时连贯着南京、杭州等省会城市，辐射分布于江浙腹地的 

县、镇一级印刷厂，从而构成了整个网络的铺展。应该承认，这种成系统的“制作-供应” 

网络，有人联络，有人调控，使城市与县、镇，使市场与制作连为一体，具有相当的生产能 

力和运作能量。 

在此， 值得追问的是为什么大量的宣传品要到江浙去制作？是上海等城市没有这样的生 

产能力吗？是江浙一带的印刷厂价格十分低廉吗？所有的回答归结为一条一一尽管上海对 

印制此类宣传品的管理也有无奈，也有漏洞，但总体上十分严格，且已上升到了“阶级斗争 

新动向”的政治高度来认识和把握，这无疑就把那些为了宣传“革命”或是追逐“利润”的 

编印者们统统驱赶了出去。例如交大就在宁波印制《毛主席著作中的成语典故》、《毛主席论 

教育革命》等宣传品。因此，市政宣组宣传品处理工作小组在 11 月 9 日的《报告》中，专 

门向市革委会建议： “有必要派人到江、浙有关地区进行调查” ，并“宣传中央的二个文件和 

市革委会有关规定的精神” ， “以使外地印刷厂的革命群众都知道” 。 19 

二、作为宣传品管理方的上海市政宣组更强调政治的影响，作为宣传品印制方的县镇地 

17  市革委会政宣组宣传品处理工作小组：《关于市群众组织在宜兴、丁山非法印刷宣传品的报告》，1967年 
11月 9日。 
18  市革委会政宣组宣传品处理工作小组：《关于在宜兴、江阴、无锡等地调查处理非法宣传品印刷问题的 

情况汇报》，1967年 12月。 
19  市革委会政宣组宣传品处理工作小组：《关于市群众组织在宜兴、丁山非法印刷宣传品的报告》，1967年 
11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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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印刷厂更追究经济的得失。在市政宣组宣传品处理工作小组两次赴宜兴、江阴等地，调查 

处理宣传品印刷问题的过程中， 市政宣组方面以检查者的身份，一方面反复宣传中央文件和 

市革委会“通告”的精神，一方面果断地作出“没收” 、 “封存” 、 “运回上海”等决定。确实， 

市政宣组有这个资格和权威，因为他们不仅是自上而下的，更代表着“革命”的方向。地方 

印刷厂方面尽管受他人托印，但终究是制作者，终究是违反文件和通告精神的，他们的态度 

只能是顺从和应允。而问题并非如此简单，当进入事务的具体处置阶段，地方印刷厂在“承 

认错误” 、 “下不为例”等务虚的方面都可以签字，在“印工费”等务实的方面则寸步不让， 

且态度极其坚定强硬。于是，在市政宣组与地方印刷厂的较量中，在“政治的影响”与“经 

济的得失”两者的冲撞中， “检查方”最终不得不遵照“被检查方”的意志付出“通行”费 

用。这是“地域”方面的胜利？还是“经济”方面的胜利？或许两者兼而有之，只是在这次 

行动中，上海的“政治”方面没有获得胜利。 

三、宣传品的种类发生了变化。检索市政宣组在宜兴、江阴等地经手处理宣传品，可发 

现以大批判为主题的《砸烂刘家王朝》、《批判<论修养>》之类的材料，已悄无踪影了。即 

便是独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也不再是针对运动的指示和讲话，而是关于 

文艺方面的资料专辑。这就是说，随着形势的变化， “大批判”和“首长内部讲话”之类的 

宣传品渐渐地已不合时宜了，或者说其主题和内容已经受不起频繁的检查而淡出了。 与此同 

时，在宜兴、江阴等地处理的宣传品中，主要品种是《毛主席语录》、《马恩列斯语录》、《毛 

主席的生平》、《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一一林彪同志》及《读报手册》等。 

应该承认， 尽管这类宣传品中存在着文件所指认的 “未公开发表的毛主席的讲话、 文章、 

信件”等，但终究是正面的宣传和歌颂，终究是迎合时代需求的资料和读物，且这类读物明 

显具有常效性的特征，无疑受到群众的广泛欢迎。缘此，不管是编印者，还是购买者，不管 

是出于社会政治方面的认知，还是出于文化心理方面的感知， “制作（出卖）-（购买）阅读” 

该类宣传品应该是顺应民意满足需求的。同时应指出，在这“制作（出卖）-（购买）阅读” 

的背后，隐藏着粗实的利润支撑。所以，在整肃宣传品交换和买卖的行动中，那些刊印“武 

斗消息” 、 “马路新闻”的小报可以被扫荡，那些刊登与各地运动相关的《文件汇编》、《首长 

内部讲话》等可以被清除，唯有以“宣传和歌颂”领袖为体裁的宣传品不仅难以制止和剝夺， 

还会不断地在市场中生长出新的品种。 

事情的发展证实了这样的判断，也构成了往后处理宣传品“交换和买卖”的主题。请看 

以下事实：就在 1967 年 10 至 11 月间，上海大力清查“非法编印、贩卖毛主席著作”行动 

的同时，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于 11 月 27 日下发了《关于严禁私自翻印未发表过的毛主 

席照片的通知》。《通知》强调，翻印和出售这类照片（包括生活照）的单位和个人， “必须 

严办追究” ， “不允许那些别有用心的人乘机捣乱” 。 20  著作的清查尚未了结，又来了追究照 

片的任务。然而，追究的效果又如何呢？ 
3 个月过去了。1968年 2 月 13日，市政宣组通过明查暗访， “拘捕了个别坏人”后，向 

全市发出了《处理通报》， “特再次重申，凡是私自翻印未发表过的毛主席照片，必须负责追 

缴回收” 。 21 

又 3 个月过去了。1968 年 5 月 17 日，市政宣组向各单位发出《关于回收上缴未公开发 

表过的毛主席照片的通知》。《通知》指出：迄今三个多月来，仍有“照片尚未上缴，如仍敷 

衍拖延，将严肃处理” 。 22 

又 2 个月过去了。1968 年 7 月 19 日，市政宣组发出《关于坚决贯彻回收私自翻印未发 

表过的毛主席照片的通知》。《通知》认为： “是否认真负责地按中共中央通知的精神，回收 

20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政宣组编《文件汇集》，1968年 1月，第 14-15页。当时，从北京流传出一些未发表 

过的毛主席照片（包括生活照），例如有毛泽东和江青在延安时期的照片等。 
21  市革委会政宣组：《处理通报》，1968年 2月 13日。 
22  市革委会政宣组：《关于回收上缴未公开发表过的毛主席照片的通知》，1968年 5月 17日。



   7 

上缴照片是对毛主席忠不忠的表现，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 ”为此，各有关单位要向“群 

众反复宣传中央文件精神，指定专人负责这项工作，追查散发出去的照片有否落到坏人手 

中” ； “各区、县、局革委会要督促、检查下属单位，将这些照片交上来” 。《通知》最后强调， 

最迟得在 8月中旬收缴完毕。 23 

又一年过去了。1969 年 9 月 13 日，市革委会下达了《关于私自编印毛主席讲话、诗词、 

照片的通报》。《通报》称： “最近发现，市出版印刷公司、市纺织工业局、市文教体育用品 

工业公司所属印刷厂、华东水电勘察设计院、五四二厂、华东师大、同济大学、交通大学、 

华东化工学院等单位擅自编印和承印各种‘学习资料’ 、 ‘像册’ 、 ‘诗词解释’ 、 ‘歌曲选’等， 

大量收录了未公开发表的毛主席的讲话、文章、诗词、照片、中央文件和中央负责同志生平 

事迹等” ， “更严重的， 还发现上海某些单位同外地某些人勾结起来， 搞非法印刷及贩卖活动， 

如南京东路新华书店有一发行员利用职务从中牟利” 。 24 

诚然，不能说市政宣组持续的工作没有任何成效，也不能说“私自编印毛主席讲话、诗 

词、照片”的事情已越演越烈。在此值得追问的是，为什么此事一而再再而三地绵延着、起 

伏着，不能得到最终的消除和解决？正如在前述中均已提及的，所谓非法宣传品中的“毛主 

席讲话、诗词、照片”等，均属正面的介绍和歌颂，它迎合时代，满足了群众的需求，既填 

补了社会的阅读缺失，又增添了社会的收藏情趣。加上隐没在其中的“经济利润”的因素， 

谁家（谁人）进入了之后又肯轻易地退却呢! 
总之， “政治的影响”虽然高高在上，但在“经济的利润”面前，终究是要打掉折扣的! 

附件一： 

上海市史学批判联络站文革资料出售情况（1968 年 4月 22 日—12 月 23 日） 
25 

日 期 单 位 资 料 名 称 单 价 数 量 金 额 邮 资 总计 

4月 22 日 杭州大学政治系 《史学革命》  0.18  5  0.90  0.09  0.99 

4 月 22 日 华南师院历史系革委会 《史学批判》第 4期  0.21  16  3.36  0.30  3.66 

4 月 22 日 青岛市图书馆 《史学批判》第 4期 

《反共老手翦伯赞材 

料汇编》 

《史学革命》 

0.21 

0.40 

0.18 

20

20

20 

4.20 

8.00 

3.60 

1.95  17.75 

4 月 22 日 河南新乡图书馆文献组 《史学批判》第 4期 

《翦伯赞材料汇编》 

0.21 

0.40 

2 

2 

0.42 

0.80 
0.15  1.37 

4 月 22 日 本溪市图书馆 《史学批判》第 4期 

《翦伯赞材料汇编》 

《史学革命》 

0.21 

0.40 

0.18 

3 

3 

3 

0.63 

1.20 

0.54 

0.30  2.67 

4 月 22 日 新疆博物馆“红革军” 《史学批判》第 4期  0.21  17  3.57  0.33  3.90 

4 月 22 日 江西省铜鼓县文化馆 《史学批判》第 4期 

《翦伯赞材料汇编》 

0.21 

0.40 

2 

2 

0.42 

0.80 
0.21  1.79 

23  市革委会政宣组：《关于坚决贯彻回收私自翻印未发表过的毛主席照片的通知》，1968年 7月 19日。 
24  市革委会：《关于私自编印毛主席讲话、诗词、照片的通报》，1969年 9月 13日。见《支部生活》1969 
年第 44期，第 36页。 
25 
说明：1968年 4月 22日12月 23日，上海史学批判联络站共向全国 44个单位（其中 11所大学、17个 

省市级图书馆、11个地县级图书馆、5个文化单位）出售文革资料 8种 466册，主要有《史学革命》32册、 

《史学批判》第 4期 304册、 《反共老手翦伯赞材料汇编》82册等，共得金额（含邮资）124.74元。另有 

个人购买，如“复旦一人” 、 “复旦一同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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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革命》  0.18  2  0.36 

4 月 22 日 陕西省图书馆 《史学批判》第 4期 

《翦伯赞材料汇编》 

0.21 

0.40 

10

10 

2.10 

4.00 
0.78  6.88 

4 月 24 日 安徽无为县图书馆 《翦伯赞材料汇编》  0.40  1  0.40  0.09  0.49 

4 月 24 日 江苏省昆山县文化馆革 

命领导小组 
《史学批判》第 4期  0.21  10  2.10  2.10 

4 月 24 日 浙江省嘉兴县图书馆 《史学批判》第 4期  0.21  2  0.42  0.06  0.48 

4 月 27 日 开封师范学院 《史学革命》 

《史学批判》第 4期 

0.18 

0.21 

2 

2 

0.36 

0.42 
0.78 

5 月 2日 南汇县图书馆 《史学批判》第 4期 

《翦伯赞材料汇编》 

0.21 

0.40 

15

10 

3.15 

4.00 
7.15 

5 月 6日 南京图书馆 《史学批判》第 4期  0.21  3  0.63  0.09  0.72 

5 月 6日 湖南革命历史研究所 《史学批判》第 4期  0.21  3  0.63  0.09  0.72 

5 月 6日 安徽省桐城图书馆 《史学批判》第 4期 

《翦伯赞材料汇编》 

0.21 

0.40 

2 

1 

0.42 

0.40 
0.12  0.94 

5 月 6日 中山大学图书馆期刊组 《史学批判》第 4期  0.21  5  1.05  0.09  1.14 

5 月 6日 武汉图书馆 《史学批判》第 4期  0.21  7  1.47  0.15  1.62 

5 月 6日 南京大学图书馆 《史学批判》第 4期  0.21  5  1.05  0.09  1.14 

5 月 6日 营口市图书馆 《史学批判》第 4期 

《翦伯赞材料汇编》 

0.21 

0.40 

1 

1 

0.21 

0.40 
0.09  0.70 

5 月 6日 江西省哲学社会科学学 

会联合会 
《史学批判》第 4期  0.21  2  0.42  0.06  0.48 

5 月 6日 甘肃师大图书馆 《史学批判》第 4期  0.21  3  0.63  0.06  0.69 

5 月 6日 湖北省图书馆 《史学批判》第 4期  0.21  100  21.00  1.92  22.92 

5 月 8日 曲阜师院政治系革委会 《史学批判》第 3期  0.14  2  0.28  0.01  0.29 

5 月 10 日 广西侗族自治区通志馆 《史学批判》第 4期  0.21  2  0.42  0.06  0.48 

5 月 10 日 江西省广丰县文化馆 《史学批判》第 4期 

《翦伯赞材料汇编》 

0.21 

0.40 

2 

2 

0.42 

0.80 
0.18  1.40 

5 月 10 日 安徽省巢县图书馆 《史学批判》第 4期 

《翦伯赞材料汇编》 

0.21 

0.40 

10

10 

2.10 

4.00 
0.81  6.91 

5 月 10 日 九江市图书馆 《史学批判》第 4期  0.21  3  0.63  0.06  0.69 

5 月 16 日 安徽省泾县图书馆 《史学批判》第 4期 

《翦伯赞材料汇编》 

0.21 

0.40 

10

10 

2.10 

4.00 
0.81  6.91 

5 月 16 日 重庆市图书馆 《史学批判》第 4期  0.21  8  1.68  0.15  1.83 

5 月 21 日 兰州大学历史系革委会 

资料组 
《史学批判》第 4期  0.21  10  2.10  0.17  2.27 

5 月 27 日 旅大市图书馆 《史学批判》第 4期  0.21  2  0.42  0.06  0.48 

5 月 27 日 贵州大学历史系资料室 《史学批判》第 4期  0.21  11  2.31  0.22  2.53 

6 月 3日 武汉大学 《史学批判》第 4期  0.21  5  1.05  0.10  1.15 

6 月 3日 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 

究所 

《刘少奇修正主义言 

论摘编》 

《反共老手侯外庐材 

料选编》 

0.23 

0.23 

5 

5 

1.15 

1.15 
0.88  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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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翦伯赞材料汇编》 

《史学批判》第 1期 

《史学批判》第 2期 

《史学批判》第 3期 

0.40 

0.14 

0.14 

0.14 

5 

5 

5 

5 

2.00 

0.70 

0.70 

0.70 

6 月 21 日 安徽省寿县图书馆 《史学批判》第 4期  0.21  10  2.10  0.21  2.31 

6 月 24 日 南京图书馆 《侯外庐材料选编》 

《翦伯赞材料汇编》 

《史学批判》第 1期 

《史学批判》第 2期 

《史学批判》第 3期 

0.23 

0.40 

0.14 

0.14 

0.14 

5 

5 

5 

5 

5 

1.15 

2.00 

0.70 

0.70 

0.70 

0.32  5.57 

7 月 11 日 长沙市图书馆 《史学批判》第 3期 

《史学批判》第 4期 

0.14 

0.21 

1 

1 

0.14 

0.21 
0.01  0.36 

7 月 11 日 湖南省图书馆 《史学批判》第 3期  0.14  4  0.56  0.02  0.58 

8 月 1日 中山大学历史系  0.34  0.34 

8 月 2日 北京图书馆 《史学批判》第 3期  0.14  5  0.70  0.70 

8 月 7日 历史教学所 《史学批判》第 3期  0.14  4  0.56  0.02  0.58 

10月23日 芜湖市图书馆革命领导 

小组 
《史学批判》第 4期  0.21  2  0.42  0.42 

12月23日 历史教学编辑部 《史学批判》第 3期  0.14  4  0.56  0.02  0.58 

补记：上海史学批判联络站将《史学批判》第 4期 1034本交上海书店代售。售价 0.21元，按 7.5折计款， 

至 1969年 1月共出售 830本，收回金额 130.73元，并交财务科入帐。 

附件二： 

上海市史学批判联络站通讯录（1967 年 11 月） 

单 位 地 址 电 话 联系人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漕溪北路 40号  393731  郭庆昌 

上海市毛泽东思想学会（社联） 高安路 63号  378738，374805  潘松鹤 

复旦大学历史系 邯郸路 220号  618510×历史系 陈匡时，郭景扬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 中山北路 3663号  548461×历史系 林绍明 

上海师范学院政史系 桂林路  389301×政史系 马洪林，王铎全 

华东局《内刊》 建国西路 648号  379710×19  肖辅玢 

上海市委党校 淮海中路 622弄 7号  289839  王文娟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 黄陂南路 374号  285494，281177  陈绍康 

上海教育学院 中山北一路 420号  661267  胡凤纶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政宣组 福州路 30号  212810×188  沈斐文 

市革会政宣组大批判组 福州路 30号 275室  212810×79  狄建荣，王修龄 

市革会政宣组出版组 福州路 30号 215室  212810×276  冯春景，胡志宏 

市革会政宣组宣传品处理小组 四川中路 49号 108室  218291  方如君，刘金发 

市革会财务监督小组 九江路 60号 306室  219610×148  刘育长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中山东一路 14号  215808，219168  戴立清 

工总司教工市联络站 常熟路 113弄 11号  372202，372234  张香还 

市委机关联络站 延安西路  33 号市委机关 

5号楼 

563050×349  陆龙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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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卫军上海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 南京西路 591弄 110号  532825  金惠良 

中学教工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 香山路 18弄 1号  370243，377246  黄时伐，项 群 

杨浦区教联会 大连路控江路控江二中  455518  张志康，王旭闻 

虹口区教联会 武进路 258号三楼  662157  唐荣俊 

徐汇区教联会 顾永富 

文汇报 圆明园路 149号  211410  荣申华 

解放日报 汉口路 274号  211300  张中方，石成岳 

新华社上海分社 南京西路 1288号  566350，566357  鲁 影，陈毛弟 

人民日报上海记者站 南京西路 1288号  566350，566357  肖关根 

工人造反报 圆明园路 50号  212925  陈作端，何公心 

教卫战报 石门二路 134弄 9号  531077  蔡友聪 

上海红卫兵报 四川中路 49号 

上海晚报《千钧棒》 圆明园路 50号 

一月风暴杂志 中山东一路 18号 106室 

教育革命杂志 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 

大内 

548461×238  陆永仁 

解放军报驻沪记者 延安中路延安饭店  377149×409  许志成 

支部生活 康平路 141号  379610×62  陈祖兴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东路 2号  218177×11 李志德 

文艺战报 南京西路 325号  533632  单国林 

五七杂志 淮海中路 1285弄 43号 

长缨杂志 绍兴路 5号  370399 

上海人民出版社 绍兴路 54号  378250  金永华，俞沛铭 

上海教育出版社 永福路 123号  377093  黄尔修 

解放出版社（中华书局） 绍兴路 7号  377193  陆 枫 

工农兵辞书出版社（辞海编辑所） 陕西北路 457号  565930  谈宗英 

上海图书馆 南京西路  325 号西大楼 

322室 

563176×17  黄恩祝 

上海博物馆 河南南路 16号  280160  魏以昌 

上海档案馆 四川中路 220号  212810×355  梁毓阶，黄智勇 

上海文史馆 宝庆路 22号  375230，375824 

上海总工会资料组 中山东一路 14号 402室  212906  李祖长 

徐家汇藏书楼 漕溪北路 80号  377306，393406 

上海市大批判联络站 淮海中路 622弄 7号 108 

室 

289839×2 

哲学战线大批判联络站 万航渡路  1575 号社会科 

学院内 

922249 

经济战线大批判联络站 陕西北路 186号经济所内  534326 

外事战线大批判联络站 巨鹿路 845弄 1号国际所 

内 

373201，372858 

上海批判辞海联络站 陕西北路 457号  565270 

上海新闻批判联络站 圆明园路 50号  217307，213702 

上海市大专院校教育革命联络站 中山北路  3663 号师大物  548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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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楼 

砸烂古典文学出版黑线联络站 绍兴路7号解放出版社内  377196  陆 枫 

上海市图书馆界斗批改联络站 南京西路 325号上海图书 

馆内 

563176×44 方海涵 

工会工作大批判联络站 中山东一路  14 号市总工 

会内 

214454  沈娱斋，王雄华 

统战方面大批判联络站 香港路 59号 

上海市财贸系统斗批改联络站 天津路 2号  217249  陆 凡 

上海市大专院校动态联络站 重庆南路 280号第二医学 

院内 

288760×91 孔宝成 

中华印刷厂 澳门路 477号  567316×生产科 陆汗清 

文化革命印刷厂 威海卫路 253号  535039  王生泉，蒋良然 

上海海运局  214078  赵永华 

求新 机厂路 132号  772491  陈德明 

上海开关厂 共和新路 2500号  242360×135  朱家葆 

上海自行车厂 唐山路 1217号  455610  谢民勇 

上海市工业废水废气废渣管理所 延安东路 2号 605室  219907，214342  李 镛 

各部省驻沪办事处联络站 江西中路 278号  210899  钟国宝 

补遗： 

单 位 地 址 备 注 

上海市革委会办公室政策研究组 康平路 

上海市革委会大批判写作组 宛平路 11号 

上海出版文献资料编辑所 瑞金二路 272号 鲍维湘 

首都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联络委员会 北京中国人大办公楼 312号 《红色批判者》 

首都批资联委会史学分会 北京师范大学小红楼 3栋 

首都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联络总站 

首都批资总站史学分站 北京大学外文楼后外平 10号 

彻底批判北京市史学会联络站 北京市委党校一号楼 369室 《史学战报》 

新北大《文史哲》编辑部 北京大学燕南园 54号 《教学批判》 

新北大校文革教改组 北京大学外文楼 111  《文史哲批判》 

新北大批翦联络站 

新北大历史系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井岗红鹰战斗队 北京师范大学 5640信箱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 

中国科大东方红公社彻底批判刘邓联络站 

中国历史博物馆紧跟毛主席战斗队 北京天安门前 《批资战报》 

北京图书馆 北京文津街 7号 

北京近代史研究所 北京东城人民路 10条 1号 

北京革命史研究所 

天津史学批判联络站 

南开大学卫东编辑部 《卫东》 

南开大学图书馆 《卫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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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大学卫东红卫兵批判史学黑线联络站 《新史学》 

南开大学历史系 

天津大学 

天津历史教学社捍卫毛泽东思想不怕死战斗队 天津营口道 79号 

天津河北历史研究所 天津和平区马厂道 188号 《红炮手》 

《富士惊雷》 

河南历史研究所 开封市明伦街 75号 

郑州大学历史系 胡金福同志 

山西大学红旗公社历史系红旗纵队 山西大学历史系六信袋 赵荣达同志 

内蒙古大学政史系 呼和浩特 马宏业同志 

内蒙古历史研究所 呼和浩特中山东路 2号 

吉林史学批判联络站 长春东北人民大学历史系内 

红色造反者长春市红卫兵总部 吉林省委机关工字楼 128室 《长春红卫兵》 

吉林红革会《春城批判》编辑部 长春东北人大 8舍 531信箱 《春城批判》 

吉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革命造反兵团 长春解放大路 102号 蔡文治同志 

吉林党校红色革命造反委员会 刘书伸同志 

吉林师范大学历史系 

东北人民大学红色造反大军历史系大队 

吉林大学历史系 

吉林省大批判联络站 长春平泉路师大宿舍 4栋2楼 13 

号 

吉林财贸学院革命造反大军红卫兵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 84号 《造反报》 

黑龙江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红色造反团 哈尔滨市文革街 90号 《革命大批判》 

《反修战报》 

山东省哲学社会科学革命联络站 山东省委党校内 《战地黄花》 

山东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 济南 《革联战报》 

《起宏图》 

山东师范学院历史系史学革命联络站 山东师院历史系 43信箱 《红史学》 

《史学惊雷》 

山东大学历史系 景甦同志 

曲阜师范学院政史系 曲阜县西关大街 88号 

江苏文总批判反动学术权威罗尔纲联络站 南京瞻园路 128号太平天国革命 

博物馆 

《批罗战报》 

江苏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大联合分部 南京北京东路 4号 祖佳音同志 

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筹建委员会 南京工学院礼东三楼 

南京博物院 南京中山门内 

南京图书馆 南京成贤街 66号 

南京大学八二七驻沪采访组 上海中山东一路 29号 《八二七战报》 

南京大学历史系 南京大学 244信箱 史全生同志 

镇江市委党校 镇江市新河路 106号 黄咏梅同志 

新盐阜报社遵义造反兵团 江苏盐城 

江西史学批判联络站 南昌江西师院转 许怀林同志 

江西宣教战线反修联络站 《反修战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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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 南昌八一大道 

浙江嘉兴史学批判联络站 嘉兴建国路南湖书画社 吴才麟同志 

浙江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 《大批判选辑》 

杭州大学新杭大公社 8纵队斗批改宣传组 杭州大学 52信箱 《斗批改通讯》 

杭州大学新杭大公社文科教育革命联络站 《文科教育革命》 

杭州大学历史系 杭州市黄龙洞 倪士毅同志 

广州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革命造反委员会 广州越秀北路 222号 卢权同志 

《反修战报》 

广州中山图书馆 广州文德路 62号 

中山大学历史系 广州河南康乐 邓文才同志 

广西壮族自治区通志馆红色史学战斗团 南宁市民权路 62号 阴以辉同志 

广西壮族自治区历史研究所 南宁战斗路 毕剑平同志 

云南大学共产党宣言编辑部 云南大学红卫楼 《共产党宣言》 

贵州大学革命委员会 贵阳市花溪 

贵州大学历史系 

贵阳师范学院政史系 贵阳环城东路照壁山 

湖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 《红色理论战士》 

《内部资料》 

湖南省博物馆红旗战斗队 长沙市烈士公园内 彭自道同志 

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 武昌小洪山 1号 

武汉图书馆 武汉南京路 72号 

武汉大学历史系 武昌红卫山 

西北大学历史系 西安小南门外大学东路 李易同志 

甘肃师范大学历史系 兰州十里店 蔡恩（王扈）同志 

合肥师范学院历史系 汤志浩同志 

浙江省委党校 杭州学工路 

嘉兴市图书馆 浙江嘉兴市少年路 72号 

福安师范学校 福建省福安县 余必举同志 

华南师范学院历史系红旗革命造反委员会 广州 

哈尔滨师范学院革命委员会历史系教改组 

湖南图书馆 长沙市中山东路 46号 谢曼云同志 

湖南省文化局 

湖南历史研究所 长沙市烈士公园内 

四川省博物馆 成都市南虹路 江甸潮同志 

南充师范学院政史系 四川 王璞同志 

江西师范学院革委会历史系分会 

附语：本通讯录为上海市史学批判联络站主要联系单位，刻印供联络站组成单位内部参考用，请勿外传。 

外地单位类备注栏内，为该单位联系人或所办刊物，用××同志或书名号《》加以区别，特此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