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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军队出版的第一份铅印军

报，是红四军政治部在闽西创办的《浪

花》报，时间是1929年7月27日。

1929年，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

红四军第二次进入闽西，并于5月23

日、6月3日、6月19日先后三次攻占

龙岩城，消灭了福建省防军第一混成

旅陈国辉部。至此，以龙岩、永定、上

杭三县为中心的闽西革命根据地初步

形成。从敌人手中缴获的印刷机器，

成为红四军宣传战绩、发动群众、揭露

和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

7月27日，红四军政治部创办了

《浪花》报。《浪花》报（创刊号）开宗明

义地指出，其使命是要“效力于它的主

人——被压迫阶级”，以简洁的文字揭

露包藏祸心的反动统治者的罪恶行

径，发扬大无畏的革命气概，“唤起被

压迫阶级和弱者去踏死那些为非作歹

的败类——国民党反动派”。《浪花》报

热情宣传了红四军攻克汀州，直取龙

岩、永定、上杭，歼灭军阀郭凤鸣、陈国

辉的战绩；报道了闽西各地举行工农

暴动，组织工会、农会、赤卫队、暴动

队，创建和发展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大

好形势；号召贫苦工农积极行动起来

打土豪、分田地，推翻封建剥削制度。

面对敌人甚嚣尘上的“会剿”声浪，

《浪花》报以它“特殊的精神”，淋漓尽致地

揭露了军阀混战“挂羊头卖狗肉”的实质，

动员根据地群众起来粉碎敌人的“会剿”。

目前在古田会议纪念馆收藏陈列

的《浪花》报（创刊号）是在漳平县城的

一幢民房墙上发现的。这张报纸和土

墙牢牢粘在一起，不可分割，只好将土

墙一起切割下来，用玻璃罩起来，放在

展室内。这是一份四开二版的铅印小

报，报头“浪花”二字清晰可见，其他文

字则不好辨认了。报纸设有“发刊词”

“特讯”“短评”等栏目。这张独一无二

的《浪花》报，经由专家鉴定为国家二

级文物。 ■ 王大龙 据《光明日报》

1925年6月4日《热血日报》

创刊，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

第一份日报。它诞生于五卅运

动的高潮中，由瞿秋白主编，每

天出版8开4版一张，成为党宣

传、组织、推动这一伟大的反帝

爱国斗争的舆论先锋、中国被压

迫民众的喉舌。《热血日报》只出

了24期，当年6月底被租界巡捕

房查封而停刊。它与五卅运动

一起，在党的历史上留下了光辉

一页。 ■ 李颖 据《北京日报》

《热血日报》：
中国共产党
第一份日报

人民军队的第一份报纸

“长征第一书”的诞生
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壮举，始于1934年10月，1936年10月胜利完成，从20世纪30年代（具体时间1936年8月以后）开始，便有描写

长征的各种题材的图书陆续出现，较早的，国内出版的陈云的《随军西行见闻录》被看作是“党内最早向外界介绍长征的第一书”；但由国外作

者写作长征题材较早的图书，则当推埃德加·斯诺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而且，在收藏界和图书文物研究中，一般把《二万五千里长征》看作是

“长征第一书”。 ■ 杜浩 据《人民政协报》

内容和史料价值
《二万五千里长征》系统地介

绍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艰苦历

程，有些内容比《西行漫记》还要详

细具体，是研究红军长征非常重要

的文献史料。从写作阅读的角度

看，这本书体现了客观、严谨、平实

的风格，给读者带来的是新奇、富

有生气和力量的阅读体验。

书中的长征目次全部用竖式

排列，从右向左依次是“写在前面，

在长征以前，长征的第一阶段——

从江西到贵州边境，长征的第二阶

段——从黔边到遵义，长征的第三

阶段———从遵义到扬子江，长征

的第四阶段——从会理到四川，到

达了新的根据地。附录，红军第一

军团西征旅程记”。

“红军第一军团西征旅程记”

详细标示了红军长征出发的时间、

所经地点和里程。因此专家分析，

《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中国国内出

版的最早介绍中国工农红军长征

的书籍。

《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发现，其

版本的演变及内容珍贵的史料价

值，成为我们今天研究长征的第一

手材料。这本书因为被发现的历

史过程和被赋予的历史内容，已经

超越了时间的界限，文本本身也成

了历史的叙述者。

关于版本的情况

《二万五千里长征》是32开竖

排本，长18厘米、宽12.5厘米、厚

0.4厘米，共67页。图书封面正中

偏右为红色长方形底色，用白色楷

书竖印书名，显得非常醒目。书名

下方是一排前进着的红军队伍，与

上方的五星被一段向西、再向北、

再转向东的路线标识图相连接，

寓意为工农红军长征后到达陕北

革命根据地。封面的右上方竖印

“史诺著·汪衡译”红色字，书的下

方从右至左印有“文摘小丛书”

“黎明书局经售”红色字。书的右

上角用毛笔写着繁体字“刘载

铭”，下用蓝色长方印章盖“同学

捐赠”，封面中间盖有蓝色菱形印

章“贵阳省立贵阳中学校图书

室”，表明当时是一位叫刘载铭的

同学捐赠给学校的，扉页印有

“1938.1.1初版”。封底为“红军长

征路线图”，包括长征开始时间及

所经地区等。目前，此版本国内

仅存几本。从史料价值讲，历时

多年，能在民间完整保存下来，实

属不易。更珍贵的是，这本书是

贵州省革命烈士刘载铭的遗物，

它的遗存也有纪念意义。

据2011年4月17日《重庆晚

报》报道，重庆的一位资深藏书人曾

从旧书摊里淘到过一本《二万五千

里长征》。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

所蓝勇所长认为，这本书是《二万五

千里长征》初版，是此书第一次在重

庆发现。遗憾的是，这本书缺失了

封面，扉页线框内上方印有“史诺

著·汪衡译”，下方内套小线框内印

有“1938.1.1出版”“黎明书局经售”

等文字，装帧设计都比较简洁质朴，

其内容与藏于宁夏博物馆的那本

《二万五千里长征》版本内容相同，

可以确信，此书是国内仅存的几本

《二万五千里长征》之一，实属珍贵。

《二万五千里长征》初版 10

年后，1949年曾由文孚出版社再

次出版，书名仍为《二万五千里长

征》，作者也是史诺（斯诺），但译

者却是天明，该版本很少被人提

及和关注。

图书发现的曲折过程
20世纪30年代，黎明书局曾

于1938年1月1日出版了一本史

诺著、汪衡译的《二万五千里长

征》。30多年前，宁夏博物馆多

年从事近现代革命史料和文物

征集研究工作的何新宇先生曾

在其父亲的老部下家中看到过

此书，但未及收藏而转到他人手

上。几经周折，他才找到了这本

书的新主人。

一位陕西军旅收藏家在研

究过程中，也得知黎明书局曾于

1938 年 1月 1日出版过这本《二

万五千里长征》。为收藏到此

书，也曾费尽心血。当他得知宁

夏的这位何先生希望他能收藏

此书时，他便专程赶赴银川，购

得此书。后据媒体报道，这本

《二万五千里长征》最终入藏于

宁夏博物馆……

据考证，《二万五千里长征》的

著者史诺就是埃德加·斯诺。译者

汪衡 1914 年 8 月出生于北京，

1993年1月去世，曾任原国家出版

局版权处处长。1936年底至1937

年，埃德加·斯诺把自己在陕甘宁

边区所听所见写成多篇通讯，首先

在英美报刊上发表。汪衡以斯诺

分4期发表在美国亚细亚杂志上

的《长征记》为主体而翻译编写了

两本书，一本为《毛泽东自传》，一

本为《二万五千里长征》，这两本图

书均由黎明书局发行。

在重庆发现的初版《二万五千里长征》

现藏于宁夏博物馆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