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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年收全!毛泽
东自传"

走进展厅，一幅印刷在《大
美画报》杂志封面的肖像引起
了记者的注意，肖像主人公似
曾相识，却又不敢确定身份，收
藏者冯建忠的介绍让与记者一
样迟疑不决的观众连呼“真的
吗”“啊，原来是他！”原来，这是
周恩来以罕见的光头形象示
人，所以，颠覆了人们以往对周
恩来外形的认知，显得更加英
气勃发。据资料记载，西安事变
后，党中央为了改变国民党长
期宣传共产党为“赤匪”给一些
民众造成的误解，精心为周恩
来设计了这个“时尚造型”，令
蒋介石和国民党的一些要员都
逊色几分。
“赤匪”领袖的肖像怎会登

上苏区以外的杂志封面？原来，
有美国商业控股背景的《大美
画报》创刊于抗日战火中的上
海租界，地下党员也参与其中，
再加上抗战期间有国共合作的
大背景，因此，能在“孤岛”中大
胆刊登周恩来肖像。不仅如此，
毛泽东也曾经成为抗战期间
《大美画报》的封面人物。

被称为“中国第一自传”的
《毛泽东自传》首译本也在展馆
中引起了观众们的浓厚兴趣。
这是中共领袖的唯一一部自
传，其面世尽管有着国共合作
联合抗日的大背景，但也是冲
破重重阻力才得以实现。

!"#$年 $月 %日，复旦大
学主办的《文摘》杂志创刊，
!"&'年春季，祖籍浦东周浦的
杂志主编孙寒冰教授在美国
《生活》( 月刊上看到由毛泽东
口述、斯诺记录的《毛泽东自
传》，专门将书稿送给他的老
师、国民党宣传部长邵力子，请
示能否转载。

邵力子心知刊登后一定会
让蒋介石和国民党 )) 派大为
恼火，但考虑到正值国共合作
时期，刊登可谓有了“天时”，且
有利于民众了解共产党和毛泽
东，仍冒险挥笔题上“准予发
表”四个苍劲有力的大字。在第
一期连载中，《文摘》杂志仍小

心翼翼，仅在《人物种种》栏目中
发表了一小段，见并无查封之
说，才在后来以醒目位置连载刊
登共六期，在全国引起轰动，并
在连载结束后的 %"#$ 年 %% 月
发行单行本。

收藏者冯建忠历时十余年
才收集齐这套《毛泽东自传》。这
个普通的退休工人，只是因为三
四十年前在老城厢与两张“五卅
运动”传单的邂逅，才走上了不
懈收集抗战史料的艰辛道路。

#鬼市$搜集资料
那天晚上，他正走在去读夜

大的路上。路边一个老太在生煤
球炉，两张用来引火的纸片飞到
他脚边，冯建忠低头一看，竟是
两张“五卅运动”传单。他感到十
分可惜，随即用手里刚买的一本
《青年一代》杂志换下了这两张
传单。之后，他在单位的“振兴中
华读书”活动中了解到中国近代
史，重读中华民族伟大不屈的抗
战历史，联想到这两张传单，进
而有了收集抗战史料的念头。并
不富裕的他，为了用最低的价钱
“捡漏”，几乎每天天不亮就赶第
一班公交车，去被内行称为“鬼
市”的古玩市场早市，在一张张
故纸堆里寻寻觅觅。因为心思和
收入都花在了收藏里，他甚至吹
掉了两个女朋友，((岁才结婚，
至今还蜗居在小屋里。不过，看
着 %千多件藏品，他觉得自己的
精神财富才是无价的。

!四行孤军纪念
特辑"所费最多
“日本日本实在可恨，对我

中华野心屡逞……”“同胞们，要
晓得，日本兵，在济南，不讲理，
逞兽性，既放火，又杀人……”
“一把扇子七寸长，十三夜里大
打仗，中日打；二把扇子骨里
金，张治中司令真正狠，打东
洋……”这些都是抗日期间民众
编写、流传的抗日宣传民歌民谣
和三字经。当时，全民族抗日情
绪高涨，各种适合普通民众的宣
传标语、画片、歌谣等广泛流传，
例如展览中的《新编战事五更梳
妆台》《上海战事十把扇子》等就
是用各地民歌的形式，结合抗日
宣传内容，呼吁全民族同仇敌
忾，齐心抗日。

还有一些画册形象地揭下
了日伪宣传的伪善面具，提醒民
众擦亮眼睛，认清其本质。例如，
上海一些漫画家组成“抗战漫画
宣传队”，张乐平任副领队，带队
辗转苏、鄂、湘、徽、浙、赣、闽、
粤、桂等地，坚持用通俗易懂的
漫画宣传抗战。在第十一期《上
海漫画》上，封面绘制了一个身
穿日本和服、梳着发髻的男子手
举“亲善”横幅，他的全身却缠绕
着一圈正吐着血红长舌的毒蛇，
可见日军所谓“中日亲善”的口
蜜腹剑本质。

四行仓库是一场可歌可泣
的壮烈血战，四行壮士撤退后的
情况却往往不为后人所知，展览
中的这本《四行孤军纪念特辑》
正是对后人的无声诉说。抗战胜
利后，谢晋元妻凌维诚作为有功
人员家属，受邀带着两个儿子从
广东梅县回到上海，生活却依然
窘迫，为了救助幸存老兵和养育
自己的孩子，她编撰了这本《四
行孤军纪念特辑》义卖筹款，每

册义卖国币 *++元，获得很多人
支持。这本特辑称得上是冯建忠
所费最高的一件抗战藏品，两个
月前刚从网上竞拍得来。今年是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周年，适
逢改造后的四行仓库纪念馆即
将开馆，他计划将这份珍贵的记
忆捐献出来，告慰英灵。

!生活"杂志记
录大屠杀兽行
在展览中，有一些展品让人

不忍直视，这就是记录南京大屠
杀的真实照片。%"#'年 %月，美
国《生活》杂志第一次将南京大
屠杀的惨状呈现在全世界眼前，
冯建忠托人从美国历时半年觅
得这本全英文杂志。杂志中，一
位 %"岁女性在医院治疗的照片
引起了许多观众关注。值得庆幸
的是，这位身中 ,"刀的女青年
幸免于难，获救后一直活到前几
年才去世，她身上深深的 ,"条
刀疤就是活生生的历史，无声地
控诉着日军的侵华暴行。
展品中，日军用于将战况随

时向国内民众通报的《乡土部队
写真帖》与美国《生活》杂志从两
个不同角度记录了南京保卫战，
视角不同，却都是对日军侵华罪
行的如山铁证。

日本政府对中华文明的觊
觎由来已久，处心积虑，这从一
些间谍机构的秘密调查也可看
出。冯建忠收集的这些《支那全
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支那经
济研究》《满洲重工业资本蓄积
形态的特质》等材料中，很多都
是“机密”“密”级，其中《满洲重
工业资本蓄积形态的特质》还是
发行共计只有 (++本的“极密”
级，都是日本政府野心勃勃妄图
吞并中华的最好罪证。

!新民报"头版
套红庆胜利

%"(*年 "月 ,日，日本政
府正式签字无条件投降，"月 &

日，普天同庆，国内所有报纸都
在头版热烈庆祝抗日战争正式
胜利！在展览上，就有其中三份
报纸，而冯建忠花了 ,+余年时
间陆续收集到的报纸总计则有
五份，十分不易。

在古玩旧货市场泛黄的故
纸堆里，牢记历史的冯建忠搜集
到五张 %"(&年 "月 &日的老报
纸，如今看来，当天的普天同庆
景象仿佛历历在目。《新民报》这
天的头版上，头条大字标题醒目
报道《日本昨签押降表》，其余依
次还有《大战告结束》《日本正式
投降之日 蒋主席宴毛泽东》《济
南沙市光复》等报道，更特别的
是，头版上还套红斜印两行醒目
大字“日本签押降表 全世庆祝
和平”。

当天的《国民公报》头版也
套红斜印了两行大字：“抗战胜
利 举国同庆”。在印刷条件并不
发达尤其是设备和经费都受到
战事很大影响的当时，套红十分
罕见，足见举国之欢庆。
不仅如此，老报纸还给历史

研究提供了宝贵史料。例如在过
去的国共重庆谈判相关研究中，
虽提及蒋介石曾在 '月 ,"日为
刚抵达重庆的毛泽东设宴接风，
却少有涉及蒋介石之后另有正
式宴请，这篇报道对于国共关系
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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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山河破碎，民生涂炭，国痛
家仇，皆记于此；铁血丹心，民
族雄起，同仇敌忾，铭记史册。

近日，&++ 余件抗战史料
正在南汇博物馆展出。这些展
品皆来自一位民间人士冯建
忠历经数十年收集而得，是千
余件抗战藏品中的精品。昨
天，记者来到南汇博物馆，走
进这段“一个人”的抗战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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