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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
貴
手
跡

珍
貴
手
跡
信
札
中
望
百
年
名
人
身
影

信
札
中
望
百
年
名
人
身
影

七
月
的
北
京
，
歷
史
的
印
跡
在
紙
墨
香
中
流
轉
，
一
幀
幀
國
家
功

勳
與
近
現
代
藝
術
家
的
珍
貴
信
札
、
手
稿
、
書
法
、
繪
畫
在
多
家
機

構
的
規
劃
下
大
規
模
聚
合
展
出
，
讓
今
與
昔
產
生
聯
繫
。
鄭
振
鐸

《
黨
和
政
府
是
怎
樣
保
護
文
物
的
》
發
言
的
六
頁
手
稿
、
巴
金
《
向

朝
鮮
戰
地
的
朋
友
告
別
》
鋼
筆
手
書
原
稿
、
五
十
五
種
語
言
三
百
零

六
種
版
本
《
共
產
黨
宣
言
》
…
…
件
件
都
成
為
今
人
回
望
昔
日
革
命

歷
史
的
文
字
載
體
，
藉
之
可
品
味
歷
史
人
物
心
之
所
思
，
也
看
見
時

代
的
精
神
氣
質
。
這
些
文
字
，
在
筆
端
紙
上
，
照
見
在
中
國
共
產
黨

領
導
中
國
人
民
進
行
革
命
、
建
設
和
改
革
的
歷
史
征
程
中
，
各
界
人

士
對
於
黨
和
國
家
的
擁
護
熱
愛
之
情
懷
，
也
見
證
了
中
國
共
產
黨
領

導
中
國
人
民
革
命
、
建
設
、
改
革
的
奮
鬥
歷
程
。

●

文
：
香
港
文
匯
報
記
者

張
帥
北
京
報
道

紅色文化漫談系列之八紅色文化漫談系列之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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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蓋
了
馬
克
思
故
居
印
章
的
︽
中
國
共
產
黨
宣
言
︾
，
毛
澤

東
、
鄧
小
平
、
江
澤
民
、
胡
錦
濤
、
習
近
平
等
中
國
幾
代

領
導
人
簽
名
或
蓋
章
的
著
作
；
魯
迅
、
郭
沫
若
、
茅
盾
等
革
命
文

藝
代
表
性
人
物
及
文
學
名
家
的
著
作
簽
名
本
等
在﹁
繼
往
開

來
︱
︱
慶
祝
中
國
共
產
黨
建
黨
百
年
紅
色
收
藏﹂
展
覽
均
可
看

見
，
展
中
最
為
吸
睛
的
，
是
︽
習
近
平
談
治
國
理
政
︾
、
︽
論
中

國
共
產
黨
歷
史
︾
以
及
習
近
平
在
二Ο

Ο

七
年
九
月
二
十
四
日
簽

名
的
︽
幹
在
實
處
走
在
前
列
︾
。
二Ο

Ο

六
年
十
二
月
，
中
共

中
央
黨
校
出
版
社
出
版
了
時
任
中
共
浙
江
省
委
書
記
習
近
平
的

︽
幹
在
實
處
走
在
前
列
︾
一
書
，
該
書
輯
錄
了
習
近
平
在
二○

○

二
年
至
二○

○

六
年
擔
任
中
共
浙
江
省
委
書
記
期
間
的
一
系
列

重
要
報
告
、
講
話
、
文
章
和
批
示
，
從
中
可
以
看
到
習
近
平
有
關

推
進
浙
江
新
發
展
的
思
考
與
實
踐
。

謝
覺
哉《
夏
明
翰
同
志
傳
》手
稿

﹁
砍
頭
不
要
緊
，
只
要
主
義
真
。
殺
了
夏
明
翰
，
還
有
後
來

人
!﹂
一
九
二
八
年
三
月
二
十
日
，
共
產
黨
員
夏
明
翰
揮
筆
寫
下

這
首
氣
壯
山
河
的
就
義
詩
後
，
壯
烈
犧
牲
，
年
僅
二
十
八
歲
。
這

首
正
氣
凜
然
的
就
義
詩
激
勵
和
鼓
舞
了
中
國
一
代
又
一
代
人
。
在

夏
明
翰
英
勇
就
義
後
，
他
的
革
命
戰
友
、
中
共
元
老
謝
覺
哉
撰
書

︽
夏
明
翰
同
志
傳
︾
。
謝
覺
哉
在
上
述
珍
貴
手
稿
中
對
夏
明
翰
給

予
極
高
評
價
：﹁
作
風
正
派
，
性
情
和
善
，
勇
於
負
責
，
勇
於
鬥

爭
，
原
則
性
強﹂﹁
明
翰
同
志
品
質
的
高
尚
優
美
，
永
遠
是
黨
員

的
模
範
，
也
永
遠
是
人
民
的
模
範﹂
。

彭
真
致
蕭
軍
信
：
等
候
佳
音
早
日
康
復

共
一
套
四
件
的
彭
真
致
蕭
軍
信
，
在
剛
硬
的
字
體
中
流
露
出
細

膩
的
關
切
之
情
。
一
九
八
八
年
二
月
，
著
名
作
家
蕭
軍
病
重
，
忙

於
國
家
事
務
的
彭
真
掛
念
着
蕭
軍
病
情
和
治
療
情
況
，
在
蕭
軍
的

手
術
日
期
確
定
後
，
彭
真
派
人
送
來
一
封
信
，
以
示
關
懷
，
信
中

寫
到
：﹁
聞
醫
院
已
和
你
商
定
明
日
動
手
術
，
不
禁
一
則
以
喜
，

二
則
以
懼
。
像
我
們
這
樣
高
齡
的
人
動
這
類
手
術
，
怎
能
不
令
人

多
少
有
點
擔
心
，
但
想
到
手
術
的
結
果
會
切
除
痼
疾
，
又
感
到
高

興﹂﹁
等
候
佳
音
，
並
祝
早
日
康
復﹂
。

一
九
八
八
年
是
曆
法
中
的
閏
年
，
這
年
的
二
月
份
有
四
年
才
一

遇
的
二
十
九
天
。
從
展
覽
可
以
看
到
，
彭
真
寫
信
的
日
期
正
好
是

當
年
二
月
二
十
九
日
夜
，
書
信
寫
在﹁
全
國
人
民
代
表
大
會
常
務

委
員
會
辦
公
廳﹂
的
信
紙
上
，
用
毛
筆
寫
就
的
字
亦
如
彭
真
性
格

一
樣
，
既
耿
直
剛
硬
又
奔
放
灑
脫
，
不
拘
一
格
。

曹
禺《
王
昭
君
》獻
禮
國
慶
三
十
周
年

受
周
恩
來
總
理
囑
託
，
著
名
劇
作
家
曹
禺
經
過
長
時
期
醞
釀
、

構
思
寫
成
歷
史
劇
︽
王
昭
君
︾
，
並
發
表
在
一
九
七
八
年
的
︽
人

民
文
學
︾
期
刊
上
。
由
於﹁
四
人
幫﹂
干
擾
破
壞
，
︽
王
昭
君
︾

劇
本
的
創
作
曾
中
斷
十
多
年
。
粉
碎﹁
四
人
幫﹂
後
，
曹
禺
精
神

振
奮
，
壯
心
不
已
繼
續
創
作
，
終
於
完
成
這
部
歷
史
劇
。

今
次
收
藏
展
展
出
曹
禺
在
︽
王
昭
君
︾
發
表
時
的﹁
獻
辭﹂
手

稿
。
獻
辭
中
，
曹
禺
感
謝
中
共
中
央
粉
碎
了﹁
四
人
幫﹂
，
由
此

︽
王
昭
君
︾
這
個
戲
方
才
得
以
寫
成
發
表
，
並
將
演
出
。
曹
禺
提

到
，
他
領
會
周
總
理
的
意
思
，
是
要﹁
用
這
個
題
材
歌
頌
我
國
各

民
族
的
團
結
和
民
族
之
間
的
文
化
交
流﹂
。
他
雖
然
完
成
了
任

務
，
但
是
非
常
難
過
，
因
為
當
時
周
總
理
已
逝
世
，﹁
周
總
理
的

意
見
再
也
聽
不
到
了﹂
，
他
把
這
個
劇
本﹁
獻
給
祖
國
國
慶
三
十

周
年﹂﹁
並
且
用
它
獻
給
我
們
的
敬
愛
的
周
總
理﹂
。

中文、德文、俄文、英文、法文等
55種語言306種版本《共產黨宣言》
在國家圖書館專題展中集體亮相，闡
釋這部著作的時代價值。
《共產黨宣言》的問世標誌科學
社會主義的誕生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
的開端，今次展出的《共產黨宣言》
達306種版本，國家圖書館現藏最早
的德文版《共產黨宣言》（1883年
哥廷根印本）、英文版《共產黨宣
言》（1888年倫敦印本），1948年
出版的「百周年紀念版」俄文《共產
黨宣言》等，均在今次展覽之列。陳
望道、華崗、成仿吾、徐冰、博古、
中央編譯局等翻譯的重要中文全譯
本，亦配合展出，從而讓觀眾直觀感
受中譯本《共產黨宣言》的版本之
多、之美，了解各譯本背後的故事。
今年6月17日，神舟十二號載人飛
船前往中國天宮太空站，開啟為期三
個月的飛行任務，有關空間站的話題

受到各界關注。值得一提的是，1978
年，前蘇聯「聯盟29號」和「聯盟
31號」載人飛船與「禮炮6號」空間
站對接，飛船上就攜帶有1975年袖
珍版《共產黨宣言》。展覽中，1966
年塞爾維亞文和1971年匈牙利文等
多件套半個世紀前的袖珍版《共產黨
宣言》與觀眾見面，小巧精緻的裝幀
在展覽中頗為吸睛。

55種語言版本《共產黨宣言》
看共產主義火種廣播

巴金兩赴朝鮮戰場
寫出紅色經典電影原著

在慶祝建黨百年《偉大征程》文藝
演出中，志願軍戰士王成「為了勝
利，向我開炮！」緊迫而決然的呼喊
情景再現，激盪人心，這句著名的呼
喊正是出自作家巴金小說《團圓》拍
攝而成的紅色經典電影 《英雄兒
女》，國家圖書館「光昭九域」書法
展覽目前展出的巴金 《向朝鮮戰地
的朋友告別》鋼筆手書原稿。
據介紹，1952年巴金參與籌建中
華全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組織的「朝
鮮戰地創作組」，由他擔任組長。3

月 16日，巴金跨過鴨綠江到達朝
鮮，20日到達前線，在朝鮮生活了
200多天後回國。朝鮮停戰協議簽訂
後不久，1953年8月上旬巴金再赴朝
鮮，居住140多天後於年底回國。兩
度親赴朝鮮，巴金積累了許多創作素
材和感受。
「離開朝鮮的前一天，我深切地感
覺到這個國土和這裏的朋友們牽引我
的心。」巴金在鋼筆手書的原稿中寫
到。在朝鮮期間，他與志願軍戰士同
甘共苦，經常不顧個人安危前往戰鬥
第一線進行採訪。經過多年的準備，
巴金在1961年寫出了不朽的抗美援
朝題材的中篇小說 《團圓》。而正
是基於小說《團圓》描述的真實故
事，長春電影製片廠後來才完成了
《英雄兒女》這部新中國電影史上不
朽的巔峰之作。

鄭振鐸不僅是知名的文學
評論家、文學史家、翻譯
家，也是著名的收藏家、訓
詁家。新中國成立初期，部
分知識分子誇大其詞，認為
黨和政府在文物保護方面
「只有破壞，沒有保護」。
對此，鄭振鐸先生在第一屆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
議上的發言用事實進行了反
駁。目前，由中國文聯、中
國國家圖書館、中國書法家
協會推出的「光昭九域」書
法大展，專門展出了鄭振鐸
《黨和政府是怎樣保護文物
的》發言的6頁手稿。
作為收藏家，鄭振鐸比較

熟悉文保工作。他在手稿裏
寫到，萬分憤怒有些人若諷
若譏地說「黨和政府是不保
護古代文物的，圖書資料是
從不加以收集和整理的，古
代建築是聽任其塌倒而不加
以修整的」。解放八年來，
新中國文物工作取得空前發
展，一個事實是「中國科學
院考古研究所，在解放初

期，全所只有37人，現在
已經發展到將近8倍」，另
一個事實是「北京圖書館
（即現在的國家圖書館）在
八年來所收集的善本圖書，
就比解放前三十八年的總和
超過了一倍多」。此外，全
國範圍內，當時「由中央主
持或設計的古建築共有一百
二十四處」。
從鄭振鐸手稿中還可獲

悉，有美國人曾經大言：
「再過若干年，要研究中
國學問的人恐怕非到美國
來不可。」為遏制這種文
物流失現象，當時的政務
院公布了多件有關保護文
物的法令和決定，根絕了
帝國主義者們盜運我國珍
貴文物和圖書資料出口的
道路。當時的黨和政府對
於文物保護本「精打細
算，不浪費、不鋪張」的
宗旨，鄭振鐸直陳：「如
果沒有黨和政府的領導，
是決不會在短時間內有那
麼大的成績的。」

●巴金手書原稿
《向朝鮮戰地的朋友告別》。

鄭振鐸手稿
肯定黨的文物保護力

●多個袖珍版本《共產黨宣言》集合
呈現。

◀鄭振鐸手書
原稿《黨和政
府是怎樣保護
文物的》。

▶鄭振鐸手
書原稿《知
識分子是怎
樣跟着黨走
的》。

●●「「繼往開來繼往開來－－慶祝中國共產黨建黨百年紅色收慶祝中國共產黨建黨百年紅色收
藏展藏展」」在京開幕在京開幕，，不少觀眾前來參觀名人手跡不少觀眾前來參觀名人手跡。。

●謝覺哉《夏明翰同志傳》手稿。

●曹禺在《王昭君》發表時的「獻辭」手稿。

●收藏展展出彭真致蕭軍信。

字
裏
行
間
書
寫
家
國
情
懷

字
裏
行
間
書
寫
家
國
情
懷

●展覽展出習近平主席簽名本《幹在實處走在前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