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人编著的共
产党党史处女作

最早编著的中国共产党党史，
阴差阳错地诞生于 !"#$年日本人
之手。时间追溯到 %"&%年 "月 %'

日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
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满洲省委
召开紧急会议，随后发表著名的
“九二宣言”，号召东北人民武装起
来，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胡
子出身的马占山将军奋起抗击日
寇，打响了东北抗战第一枪。中国
共产党的威望与民族号召力，对日
本侵略者造成极大威慑。几十万东
北军都不敢抵抗，而中国共产党挺
身而出。于是日本人开始大量收集
中共文件和资料，继而编纂成《支
那共产党史》，大冢令三著，%"&$年
"月在我国东北秘密出版，大 &$开
本，厚达 ()) 页，并据此用于研究

对付中共的对策。这本书虽然出自
日本侵略者之手，但在当时世界范
围内却是第一部完整系统的外国
研究中国共产党党史的书。书的特
点是资料全、图表多，为日后世界
各国研究者提供了资料。当时还很
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因侵略者的反
面研究，却使其史料在无意当中被
保存下来，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早期
的大量珍贵文献。

党史资料民间收藏之富，在红
色收藏家秦杰先生处算是一饱了
眼福，外国人研究中国共产党党史
的书不少，但日本人的这部书可谓
较特殊的一部，秦先生一边抚摸着
书一边说：“《支那共产党史》共收
录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出版物 %'*

种，时间跨度为 %"%'年+%"&,年 -

月。其中相当一部分为传世的仅见
品。极为珍贵的有‘中国共产党一
大至五大文献’和‘中国工农红军
人员及装备表’，尤其是在‘红七
军’的四处详细记载篇目中，有‘邓
希贤’（邓小平）和广西左、右江‘百
色起义’的原始记录。中国共产党
早期重要文件由于‘第五次反围
剿’失败、红军撤出苏区而‘片纸无
存’。此书成为研究中共党史的第
一手宝贵资料。井冈山时期的历史
特征，是涌现出许多建下丰功伟绩
的英雄群体，其中的杰出代表就是
毛泽东。对领袖人物的历史文化遗
存的收藏和整理，升华为当代红色
文物收藏。”
大冢令三的这部《支那共产党

史》出版之前，日本学者和日本军政

当局就曾出版过《世界无产政党发
达史》，可奇怪的是，此书 %",*年版
的中文译本里面没有中国共产党的
内容。到了 %"&)年上海未明社出版
的《世界无产政党发达史》，日本嘉
治隆一著，刘寿清译本中却增添了
“中国的国民党与共产党”。其中“中
国共产党”所占两个章节，内容以陈
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瞿秋白等的
记述最为珍贵，遗憾的是篇幅都很
短。在这部书里只是国际共产主义
运动中的中国部分，还没有展开为
一部专门的中国共产党史。《支那共
产党史》出版后，%"&*年，共产国际
在莫斯科出版署名米夫著《中国共
产党英勇奋斗的十五年》（俄文版），
书中汇编了中共文件保存的相当数
量的文献资料。%"&'年 %月 -日延
安解放社出版了张闻天（署名洛甫）
著的《十年来的中国共产党》，全书
共 ()页，这是最早的由中国共产党
领导人撰写的中共党史。

最珍贵的航空版
“七大”文件

秦先生致力于收藏中国共产党
历次代表大会文献十余个年头，其
中数“七大”文件航空版最为特殊、
也最为珍贵。“中国共产党于 %".-

年 .月 ,#日至 *月 %%日在延安召
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七
大的代表共 (--名，其中正式代表
-.(名，候补代表 ,)'名，代表全党
%,%万党员，分为中直（包括军直系
统）、西北、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
山东、华中和大后方 '个代表团。大

会号召全党发扬三大作风，带领全
国人民为实现党的任务而斗争。大
会选出中央委员 ..人，候补中央委
员 ##人，组成了新的中央委员会。
中共七大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
的大会，使全党的认识在马克思列
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统一
起来，使全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
统一，为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
命在全国的胜利作了准备。”资料来
自百度百科。以团结的大会、胜利的
大会而载入史册，在中共史上具有
极为重要的地位。“七大”文件有五
个内容：一，毛泽东政治报告《论联
合政府》；二，朱德《论解放区战场》
的军事报告；三，《中国共产党党章》
和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
报告》；四，《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
会》（文件之四）；五，日本共产党代
表冈野进的《建设民主的日本》（文
件之五）等。其中第二部分内容当时
不能全部公开，对外仅有节选本，直
到 %".(年这部分内容才全面解禁，
得以全文出版。“七大”文件有三个
版本，一个是 %".-年 -月中共书记
处版，也称“七大”文件代表版，属于
最为珍贵的党史文献。第二个是《解
放日报》、解放社版，此为延安普及
版，发行量非常大，属于比较常见的
版本。第三个就是晋察冀抗日根据
地 %".-年 *月出版的航空版中共
“七大”文件，属于极为珍贵的党史
文献之一。
说起这个版本，还有这样一段

真实而曲折的故事，也是出版史上
的一段佳话。
在中国共产党“七大”召开的那

段时间里，德国投降的消息已经传
到了延安，世界反法西斯斗争取得
了决定性的胜利。但是，日本侵略军
还没有投降，霸占山西等地，从延安

到其他抗日根据地的陆路联系，就
这样依然被日本侵略者阻断着，造
成中共“七大”文件不能及时传达到
各抗日根据地。当时想过要通过电
报，把中共“七大”文件发出去，可是
由于文件文字数量很大，在发报过
程中很难保证不漏字、不出现错别
字，如此就很难保证文件精神的准
确传播。另一个办法是派人突破鬼
子封锁线，把文件带出去，这样可以
保证文件的完整性。但是，中央书记
处和中宣部研究，觉得各抗日根据
地的“七大”代表们突破日军封锁
线，到延安来开会，行程都非常艰
难，那么“七大”文件底稿如果派人
携带送往各抗日根据地，然后再排
版印刷传达，这样算下来最快的也
要三个月以后才能完成。这个办法
显然也不行。

为了在全国迎接抗日战争的
全面胜利，并把中共“七大”精神迅
速传达到各抗日根据地，鼓舞各抗
日根据地军民，作好最后胜利的准
备，中央书记处决定采用空中传递
的方式，这样既可以突破鬼子的围
困与封锁，又可以迅速安全地把文
件传播出去。办法是利用美国援华
空军往返延安的机会，采用蛙跳战
术，于 %".-年 *月初将《解放日
报》版中共“七大”文件出版纸型成
功地空投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晋
察冀日报》社所在地，此后采用接
力的办法，从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再
转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河北涉
县，苏北抗日根据地直至广东东江
纵队。同一时期中共“七大”文件多
种单行本在各抗日根据地出版，历
史上称其为“航空版七大文件本”。
它不仅是现代红色出版史上的奇
迹，也成为 %".-年 '月 %-日前后
重要的历史文物。
和所有文物一样，文物本身的

传奇性，不仅是一种趣味，更是历史
价值的所在，它们是历史重大事件
的历史见证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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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文物也传奇
! ! ! ! 和所有文物一样，文物本身的传奇性，不仅是一种趣味，
更是历史价值的所在，它们是历史重大事件的历史见证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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