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期组稿：江苏省档案馆 卢 珊
本期编辑：江苏省档案馆 周云峰

江苏
档案
江苏省档案馆 主办

（第194期）

江苏经济报社电话号码 总机：52309787 52235881 广告中心：52212576 编辑出版中心：52304533 采访中心：52305894 区域经济新闻部：52265803 法治江苏编辑部：52212685 南京都市圈编辑部：86620981 发行部：52250695
新苏南编辑部：52308120 广营照：苏工商 83476792-9号 社址：南京市虎踞南路90号 邮编：210004 本报行风监督电话：52304617 常年法律顾问：江苏华昕律师事务所姜宏 魏明 原创版权，侵权必究。本报所刊发图文，如涉及版权问题，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报联系。

DANGANGUANLIDEJIANGSU
A4江苏经济报

编辑/尹 颖 版式/严 洁 校对/丁 丁2021年6月28日 星期一
档案馆里的江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了解历史才能看
得远，理解历史才能走得远。”学习百年党
史，回顾辉煌历程，必须把党的历史学习好、
总结好，把党的成功经验传承好、发扬好。

最近，通过参与党史学习教育专题辅
导，参观红色档案展览，观看多部红色档案
重点题材影视，赴革命圣地参加实地教学，
特别是通过举办“建党百年 初心如磐——
长三角红色档案珍品展”，评选“江苏百件
红色珍档”，拍摄《记忆100》《红色珍档》及

《光耀史册——档案人讲述红色珍档故事》
短视频等，陈向阳深刻体会到，中国共产党
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的答案，就蕴藏
在百年党史之中，就蕴藏在我们所守护的
这些珍贵的红色档案之中。

一、红色档案记录了百年大
党从苦难走向辉煌、从曲折走向
胜利的艰辛历程

党的十九大闭幕后不久，习近平总书
记带领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中共一
大会址和嘉兴南湖红船，看到很多记载着
我们党峥嵘岁月和光辉历程的历史档案，
总书记意味深长地说：“我们是为了不忘初
心、坚持真理而来，我们的初心、真理就蕴
含在这些档案之中。这些珍贵的历史档案
对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
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总书记这句话深刻阐释了红色档案的
价值和意义。红色档案是革命文化和社会
主义先进文化的物质载体，是传承红色基
因、赓续红色血脉、使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
的“精神稀土”，是我们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最
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从中央到全省
各级国家综合档案馆珍藏的红色档案，见证
了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征程、永恒初心。

1.中共一大档案

作为党的档案的保管者、守护人，作为
一名共产党员，我们对中共一大的几件珍
贵档案，有必要作个了解。

1923年前后，在上海的党中央遭到破
坏，使得包括党费收支等档案在内的党中
央档案全部遗失，下落不明。一大档案的
遗失使得一大逐渐成谜。比如，对中共一
大召开的时间、中国共产党成立日，党史上
一直没有准确的说法。

1929 年 12 月，何叔衡给董必武写信，
让尽快回忆一大的情况。31日，董必武在
给何叔衡的回信中说“关于第一次中共代
表大会，我已记不甚清，只尽可能的写出来
供你们的参考”“大会在一九二一年七月
（？）在上海开会。”从信中可以看到，具体时
间董必武已经记不起来。信中还有这样一
段话：“大会没有宣言，只向国际作了一个
中国情形的报告。报告是李汉俊和董必武
起的草，经大会通过（这份材料不知国际还
保存着没有？）”

在董必武写这封信的28年后，也就是
1957年，苏共中央将一批共产国际中共代
表团的档案移交给中共中央，中央档案馆
在整理时，意外发现了董必武说的这份档
案材料。这份档案的发现，澄清了之前中
共一大以及党的早期历史的许多疑点，也

填补了中共一大以及党的早期历史研究中
的不少空白。

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是何时成立
的？在哪？人数有多少？领导人是谁？中
共一大召开的时候有几个党小组？共有党
员多少人？中共一大是什么时候召开的？
在这份报告中都给出了明确的答案。

“中国的共产主义组织是从去年中成
立的。起初，在上海该组织一共只有 5 个
人。领导人是享有威望的《新青年》的主编
陈同志”“这个组织逐步扩大其活动范围，现
在已有6个小组，有53个成员”“代表大会定
于六月二十日召开。可是来自北京、汉口、广
州、长沙、济南和日本的代表，直到7月23日
才到达上海，于是代表大会开幕了。”

1959 年 8 月，中央档案馆的同志把这
几份有关一大的俄文打印件档案送给董必
武鉴别，董老在9月5日给中央档案馆的复
信中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及‘中国共产党
第一个纲领’，这三个文件虽然是由俄文翻
译出来的，在未发现中文文字记载以前，我
认为是比较可靠的材料。”

这几件档案是有关中共一大情况的最
权威、最直接、最原始、最具体，也是最真实
的材料，是所有关于党的一大基本情况的
来源和原始出处，可以说是党史之源、党史
之本、党史之初，也可以称之为中国共产党
的“出生证”。

通过这组档案我们能深刻体会到，档
案能起到补史之缺、参史之错、详史之略、
续史之无的重要作用。

2.第一部中国共产党章程

1922年中共二大唯一存世的中文文献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
案》，共包含10个文件，以第一部中国共产
党章程最为珍贵。这件档案是张人亚同志
秘密收藏的。

张人亚可以说是我们党最早的红色档
案守护人。他又名张静泉，1898 年出生，
1921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初任中
共江浙区委宣传部分配局负责人，后任中
共中央秘书处科长。

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上海，张
人亚于 1928 年初，冒着生命危险，把自己
保存的党的重要文献，中共二大、三大会议
决议的秘密文件，马列主义著作的中译本
等档案资料，带回浙江宁波老家，托父亲张
爵谦保管，并告诉父亲这些东西“比我的生
命还重要”。张爵谦把这些档案文献专门
放进为张人亚做的衣冠冢中，使得中国共
产党首部章程等党的珍贵档案文献由此得
以保存。1932年，张人亚任中央出版局局
长，并兼任中央印刷局局长，这年12月23
日，他带病从江西瑞金去福建长汀检查工
作，途中因病逝世，时年 34 岁。由于当时
环境恶劣、通信不畅，殉职后的张人亚埋在
何处至今不得而知。

同样，我们党的早期红色档案守护者
张唯一、陈为人、徐强、吴成方、缪谷稔、陈
来生等十余位共产党员，以“比生命还重
要”的使命担当，在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
忠诚守护着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档案共
104 包（16 箱）15000 余件，用生命、智慧和
胆略保证了中央文库（也就是中共中央档
案库）安全，没有损失一件档案，3人为之付
出了生命。这些档案被誉为“比黄金还要珍
贵的国宝”。这几天，热播剧《理想照耀中
国》中，“守护”这一集就生动表现了张人亚
父子忠诚守护党的档案文献的故事。剧中，
张人亚用一句“比我的生命还重要”，为世界
留下了一个大国政党的党章“初心”，也为世
人留下了许许多多用生命守护红色档案的
优秀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

3.《悼赵世炎陈延年及其他死于
国民党刽子手的同志！》

对陈延年、赵世炎的名字，最近看过重
大革命历史题材剧《觉醒年代》的同志肯定
不会陌生。陈延年是陈独秀的长子，被毛
泽东称为“不可多得的人才”。1919 年 12

月，他和弟弟陈乔年一起赴法国勤工俭学，
第二年 5 月，赵世炎也赴法国勤工俭学，
1922年6月他们和周恩来等人一起在法国
创建了旅欧共产主义组织——中国少年共
产党，1923年，陈延年、陈乔年和赵世炎一
起前往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
习，三人又于1924年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回
国。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
政变，国内政治形势恶化，上海处在腥风血
雨的白色恐怖下。但陈延年临危不惧，到
上海担任中共江浙区委书记。6月，中央决
定撤销江浙区委，分别成立中共江苏省委
和中共浙江省委，由江苏省委兼上海市委，
陈延年为首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6月26
日，因叛徒出卖，陈延年不幸被捕入狱，受

尽酷刑，坚贞不屈，几天后就被押赴刑场。
行刑时，刽子手要他跪下，他说：革命者光
明磊落、视死如归，只有站着死，决不跪着
生！几个刽子手上前强行将陈延年按倒在
地，以乱刀将他残忍砍死。

陈延年被捕后，他的亲密战友赵世炎
接任中共江苏省委代理书记。赵世炎是中
国共产党早期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著
名的工人运动领袖。他才华横溢，会英、
法、俄三国语言，是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传播者、演说家。

1927年7月2日，由于叛徒出卖，他不
幸被捕，在上海龙华监狱，敌人对他用尽酷
刑，但赵世炎始终咬紧牙关：“你们只能捉
到我一个施英，但要想从我口里得到半点
机密，那是枉费心机！”面对敌人的屠刀，他
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于1927年7月19
日在上海枫林桥畔英勇就义，把26岁闪光
的青春和满腔的热血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
放事业。

档案中，中共中央对两人给予很高评
价。文章写道：“赵世炎陈延年二同志之
死是中国革命最大的损失之一。中国无
产阶级从此失去了二个勇敢而有力的领
袖，中国共产党从此失去了二个忠实而努
力的战士。”

文中还写道：“赵世炎陈延年二同志之
死，其残酷为非言语所能形容！二人皆身
受最残酷之严刑，至体无完肤。”

通过这些档案，我们能深刻感受到，在
白色恐怖笼罩下，赴任即意味着赴死。但
这些共产党人没有一丝畏惧，毅然决然，视
死如归。这样的档案，这样的故事，还有许
许多多。和陈延年一起被捕遇害的中共江
苏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郭伯和，省委委员
黄竞西等共产党员，誓死不背叛党、不背叛
同志。

1927年6月29日深夜，在肮脏昏暗的
牢房里，黄竞西撑起遍体鳞伤的身子，席地
慨然命笔，给母亲、妻子、亲友及同志们写
下了6封遗书。其中他给妻子写的诀别书
非常感人。他说：“楚姐！你心爱的情人不
能再和你会面了。会时难过，又不如不会
了。死是一快乐事，尤其是为革命的。我
在未死前，毫不畏惧。你们不要痛心。”

这些优秀的共产党员对革命事业的耿
耿忠心，跃然纸上；他们对亲人的关怀牵
挂，感人至深；他们留下的铁血心语，永远
闪耀着夺目的光彩。

4.人民群众支前档案

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就是为人民谋幸
福、为民族谋复兴，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就
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基于此，中国共
产党才赢得亿万人民的真心支持和衷心拥
护。72年前的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就深刻
地揭示了这个真理。淮海战役 60 万人民
军队的身后，是543万人民群众踊跃支前、
全力支前、舍命支前。

2019年，我们在编纂《人民必胜——淮
海战役人民支前档案选编》丛书时，看到了

《邳县淮海战役支前统计表》这组尘封 70
年的档案。这组档案把邳县各村支援淮海
战役的人力、推车、担架、牲畜以及供应粮
食、修路架桥等数量非常全面、精细地展现
了出来，让我们从宏大的淮海战役支前运
动中，真切地感受一个县、一个村、一个人，
如何以空前的热忱和伟大的牺牲精神奋力
支前，生动呈现了“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
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一件老棉
袄盖在担架上，最后一个亲骨肉送去上战
场”的军民鱼水深情。

《渡江战役支前船只登记表》这组档案
共登记了近千条支前船只的情况，虽然登
记的内容不太多，但信息量挺大。有每条
船只船主的姓名、几口人，船只载重量多
大，有哪些工具，配属哪个班排，等等。可
以说，一艘船就是船民的全部身家，这么多

船民不仅把自己的全部家当投入到支援解
放军，还全家总动员、男女老少齐上阵，冒
着生命危险奋勇支前。

这张有名的《我送亲人过大江》的照
片，记录了19岁的江苏宝应大辫子姑娘颜
红英在枪林弹雨中送我军过长江至对岸的
画面，是当年人民群众冒着生命危险，护送
百万雄师过长江的经典瞬间、珍贵记忆。
1949 年 3 月，那时颜红英的父亲用自家的
木船在泰州跑运输挣生活费，恰逢当时解放
军做渡江准备，颜红英和父亲、妹妹加入了
支前队伍。颜红英船摇得好，渡江准备前的
工作她都全程参与。一天傍晚，在演习中，
遭遇国民党军的炮弹轰炸，颜红英头部被炸
伤，听力受损严重，但颜红英没有畏惧退却，
始终战斗在支前一线。《我送亲人过大江》这
张照片，生动诠释了军民鱼水深情，当年渡
江战役的指挥员之一张震将军看到这幅照
片时感慨地说：“一定要找到这个姑娘。没
有人民的支持，我们过不了江。”

像这些人民群众全力支持解放军渡江
的档案，我们馆藏还有很多。从这些体现
人民战争威力和伟力的历史档案中，我们
深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相濡以

沫的鱼水关系、血肉联系，也更加直观而深
刻地认识到，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
用小车推出来的，渡江战役的胜利是人民
群众用小船划出来的。

5.周恩来总理致王汝祥同志并转
淮安县委的信

周恩来总理一生严于律己、清正廉洁、
大公无私，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
位。他虽身居高位，但从不搞特殊化，从不
利用自己的权力为自己或亲朋好友谋取半
点私利，也不允许亲属和身边的工作人员
利用特殊身份谋取利益。

1958 年 6 月，周恩来总理收到远房弟
媳陶华的来信，得知淮安县准备由政府出
钱修葺他家房屋，立即派工作人员去电制
止，并于6月29日亲自写信给淮安县副县
长王汝祥并转淮安县委，对相关事宜进行
叮嘱。

这封信不长，连标点符号和落款在内，
共535个字，但意义深远。前段时间我们举
行“江苏百件红色珍档”评选，评委们看到这
封信的档案图片、读着这封信的内容，大家
都非常震撼、非常感动。信中这样写道：
汝祥同志并请转淮安县委：

前接我家弟媳陶华来信，得知县人委
准备修理我家房屋，我认为万万不可，已请
办公室同志从电话中转告在案。

远在解放初期，县府曾经重修我家房
屋，我已经万分不安，当时我曾考虑将这所
旧屋交给公家处理，但由于我家婶母还在，
又恐房子交给公家后，公家拿它做纪念更
加不好，因而拖延至今。

现在正好乘着这个机会，由我寄钱给
你们先将屋漏的部分修好，然后将除陶华
住的房屋外的全部房院交给公家处理，陶
华也不再收房租。此事我将同时函告陶
华，并随此信附去人民币五十元，如不够
用，当再补寄。

在公家接管房院后，我提出两个请求：
一是万不要再拿这所房屋作为纪念，引人
参观，如再有人问及，可说我来信否认这是
我的出生房屋，而且我反对引人参观。实
际上，从我婶母当年来京谈话中得知，我幼
时同我寡母居住的房屋早已塌为平地了，
故别人传说，都不可靠。二是如公家无别
样需要，最好不使原住这所房屋的住户迁
移。后一个请求，请你们酌办；前一个请
求，无论如何，要求你们答应，否则，我将不
断写信请求，直到你们答应为止。

还有，我家里一点坟地，落在何方，我
已经记不得了。如淮安提倡平坟，有人认
出，请即采用深葬法了之，不必再征求我的
意见，我先此函告为证。

个人家事，麻烦你们甚多，谨致谢意，
顺祝健康！

周恩来
一九五八·六·廿九

这封信让我们见证了周恩来总理严格
要求自己的崇高精神，见证了周恩来严于
律己无愧“全党楷模”，特别是信中那句：

“后一个请求，请你们酌办；前一个请求，无
论如何，要求你们答应，否则，我将不断写
信请求，直到你们答应为止。”看了令人动
容，周恩来总理的伟大和谦虚跃然纸上，值
得全体党员干部永远学习和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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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近日，江苏省档案馆馆长陈向阳围绕《感悟红色珍档镌刻的百年激荡 汲

取建设档案强省的磅礴力量》主题，为省档案馆全体党员干部讲授党史学习

教育专题党课。党课选用中央到全省各级国家综合档案馆珍藏的近百件红

色档案，生动地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江苏大地的浴血奋战史、艰苦创业史、改

革创新史，阐释了红色档案中蕴含着的中国共产党“百年恰是风华正茂”的鲜

明特质、制胜密码，视野开阔，内容丰富，史料详实，受到普遍好评。今天就让

我们通过这些珍贵的红色档案，一起学习百年党史，回顾辉煌历程。

渡江战役支前船只登记表（省档案馆藏）

1958年6月29日周恩来总理写给时
任淮安县副县长王汝祥同志并转淮安县委
的书信（淮安市淮安区档案馆藏）

邳县淮海战役支前统计表（省档案馆藏）

1949年4月，扬州宝应女船工颜红英
与父亲颜建发、妹妹颜根兄运送人民解放
军过江。（扬州市档案馆提供）

渡江战役“扬子江上英雄船”（泰州市
档案馆藏）

赵世炎
（右一）在法
国留影

1927年中共中央杂志《布尔塞维克》
创刊号首篇文章《悼赵世炎陈延年及其他
死于国民党刽子手的同志！》（省档案馆藏）

张人亚
（左 二）在
1925 年 工
人集会上发
表演讲的视
频截图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俄文打印件（中央档案馆藏）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俄文打印件（中央档案馆藏）

———江苏省档案馆馆长陈向阳党史学习教育专题党课摘编—江苏省档案馆馆长陈向阳党史学习教育专题党课摘编（（上上））

中 国 共
产党向共产
国际报告大
会情况俄文
打印件（中央
档案馆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