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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和
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上的重
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全国政协领
导同志关于加强人民政协珍贵史料
保护利用工作的要求，全国政协办
公厅于 2021 年启动“政协文史‘亲
历、亲见、亲闻’文库”（简称“‘三亲’
文库”）编纂工作，将《辛亥革命》卷
作为文库的首卷出版。

4 月 7 日下午，“‘三亲’文库”
《辛亥革命》卷出版座谈会在全国政
协机关举行。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
书长李斌出席座谈会并讲话。全国
政协副秘书长邹加怡主持座谈会。
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刘家强介绍《辛
亥革命》卷编辑出版情况，中共中央
宣传部副部长孙业礼介绍审稿情
况，“‘三亲’文库”编纂工作委员会
顾问、《辛亥革命》卷编审组专家王
蒙、李忠杰、张海鹏等作交流发言。

本期选取座谈会上的发言进行
刊登，以飨读者。

探寻革命初心 齐心做好新时代政协文史资料工作
——“政协文史‘亲历、亲见、亲闻’文库”《辛亥革命》卷出版座谈会发言刊登

“政协文史‘亲历、亲见、亲
闻’文库”首部图书 《辛亥革命》 卷
的出版，是一件令人振奋的大事，我
们对它要有充分的认知并乘胜前进。
《辛亥革命》 卷的出版大有可为，大
有可说。

第一，孙中山先生是革命的先行
者，是爱国主义的旗帜。《辛亥革命》
卷的内容联系了近代和现代的历史，
也连续了旧民主主义与新民主主义、
社会主义事业，表现了它的飞跃性。
我们回想一下，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奋
斗历史当中，有很多中国共产党的元
老本身也是辛亥革命时期的重要人
物，如林伯渠、董必武、叶剑英，以及
文艺界的阳翰笙等，很多人都在孙中山
先生身边工作过。

第二，《辛亥革命》卷是统一战线
文史资料工作成果的一面旗帜。打开
图书目录，第一辑中的作者姓名就让
人感到兴奋，像何香凝、沈钧儒、黄
炎培、程潜、陈铭枢、吴玉章、马叙
伦、张奚若、居正等。中华人民共和
国已经成立70多年了，我们的国家已
经实现了空前的统一和团结，当然也
有未完成的任务，比如台湾问题。人
民政协的建立有它特殊的必要性，政
协是以界别来划分、来推荐委员的。
我们国家还存在着许多不同的差别，
比如有工农、男女、城乡、地域之间
的差别，他们在发展程度、民族成
分、贫富差距及文化教育程度方面各
不相同，其身份与状况又有差别，因
此更需要统一战线工作。《辛亥革命》
卷的出版也说明了我们党、人民政
协、政协文史馆重视统一战线工作，
重视与统一战线有关的文史资料展示
工作。

第三，我有幸参与文史资料工

作，深深体会到文史资料工作以文史
记载建言，是人民政协参政议政的光
荣传统。一回顾历史，我们就看出人
民政协的重要性，这个阵容就出来
了，就了解了人民政协的历史渊源、
历史背景、历史初心和人民政协的代
表性。“三亲”史料的撰写与大规
模、高标准、精编辑的出版，表现了
人民政协的历史地位、法理特色和国
情背景。撰写文史资料，撰写“三
亲”史料，也是表达我们对革命初心
的回顾，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汲取和消
化。总结历史经验可以知兴替、察得
失，以让我们求创新、谋发展。所
以，总结历史经验，回顾历史，在某
种意义上来说，是一种更深入、更从
容、更文明、更深思与和谐的参政议
政的实践。

第四，人民政协的文史资料工作，
是重要的历史春秋笔，是历史学的参照
与补充，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
一个抓手。文史民主，这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民主的一个特色。文史宽容，也
表达了我们党在近现代历史上的这种统
一战线的胸怀和风度。

孟浩然《与诸子登岘山》诗中说：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羊公碑
尚在，读罢泪沾襟。”“羊公碑尚
在”，意思就是说文史资料还在；“读
罢泪沾襟”，是说看完羊公碑啊，眼
泪都流出来了。所以，以我们的角度
来讲，可以说是：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
文史“三亲”在，政协大任深。

（作者系第八、九、十届全国政协
常委，第十届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
会主任，“‘三亲’文库”编纂工作委
员会顾问）

文史“三亲”在 政协大任深
王 蒙

图书编纂情况：
人民政协文史资料工作肇始于

1959 年 ，由 时 任 全 国 政 协 主 席
周恩来同志倡导创办。60多年来，全
国政协暨地方政协征集了近百亿字
文史资料，公开发表和内部刊印近50
亿字，其中绝大部分是各级政协委员
及其所联系的各界人士撰写的“亲
历、亲见、亲闻”史料。文史资料从不
同侧面、不同层次、不同角度，翔实生
动地记述了近代以来各界代表人士

“亲历、亲见、亲闻”的第一手资料，见
证了各党派团体、各族各界人士拥护
中国共产党领导，选择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并为之共同奋斗的光辉历
程，是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的生
动教材，具有“存史、资政、团结、育
人”的独特作用。

2021 年，是辛亥革命 110 周
年。为缅怀孙中山先生等革命先驱
的历史功勋，学习和弘扬他们为振
兴中华而矢志不渝的崇高精神，激
励和团结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共同奋斗，

“‘三亲’文库”编纂工作委员会把
《辛亥革命》作为文库的首卷，统筹
部署推进编辑出版工作。

在“‘三亲’文库”编纂工作委员
会的领导下，中国政协文史馆承担
了《辛亥革命》卷编辑工作。全书主
要从全国政协编辑的辛亥革命文史
资料中选材，从中国政协文史馆馆
藏手稿中选取部分辛亥革命稿件，
首次公开出版。所选史料覆盖辛亥
革命时期，上溯至1894年兴中会成
立，下延到1916年护国运动结束，
部分稿件的时间跨度有所超越。全
书注重从多视角陈述辛亥革命史
实，文章作者有全国和地方政协委
员，有政界、军界、商界、学界、妇女
界、侨界等代表人物和各界群众。

全书按照编年体例，沿着时间
轴展开，把重要历史时段、事件用

“亲历、亲见、亲闻”史料串联起来。

全书共10辑350多万字，分为：
第一辑为《综录》，主要收录跟随

孙中山先生参加辛亥革命的部分重要
历史人物的回忆文章，以及孙中山、黄
兴的家人、卫士等回忆文章。

第二辑为《志士同盟革命活动》，
主要收录回忆同盟会、光复会、江西易
知社、共进会、日知会、岳王会等革命
团体及其组织的革命活动和发动的武
装起义，以及保路运动的文章。

第三辑为《武昌起义》，主要收录
回忆湖北新军发动武昌起义，以及湖
北军政府成立、武昌保卫战、清廷应对
等方面的文章。

第四至第九辑为《各方响应》，分
别收录海军、清末行省、理藩部直辖
区、办事大臣辖区响应武昌起义的回
忆文章。

第四辑主要收录海军、湖南、陕
西、江西响应武昌起义的回忆文章。

第五辑主要收录云南、山西响应
武昌起义的回忆文章。

第六辑主要收录江苏、贵州响应
武昌起义的回忆文章。

第七辑主要收录广东、浙江、广
西、安徽响应武昌起义的回忆文章。

第八辑主要收录福建、四川响应
武昌起义的回忆文章。

第九辑主要收录直隶、山东、河南、
甘肃、台湾、奉天、吉林、黑龙江、新疆、内
蒙古、青海响应武昌起义的回忆文章。

第十辑为《共和肇始》，主要收录回
忆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及以后的一些重大
历史事件，如南北议和、清廷退位、二次
革命、护国之役、张勋复辟等文章。

为方便读者阅读，在以往编辑的辛
亥革命文史资料的基础上，本书新增了
一些内容：一是在书末附有《辛亥革命
前后大事记》，从1885年孙中山先生萌
发推翻清廷、创建民国的志向开始，一
直到1925年孙中山先生逝世；二是在
每篇文稿首页标注作者简介；三是在每
篇文稿末标注出处；四是在每辑前配发
相关历史图片，10辑总计115张。

111年前发生的辛亥革命，推翻
了腐朽没落的清王朝，结束了在中国
延续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开
始实行民主共和，打开了中国进步潮
流的闸门。

对于辛亥革命的地位和意义，中
国共产党一直给予高度的评价和肯
定。每逢辛亥革命10周年，党和国
家都要召开隆重的纪念大会，我也曾
参与过这一工作。2021年，在纪念
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
书记发表重要讲话，称“辛亥革命永
远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一座巍
然屹立的里程碑！”

这座里程碑的影响很多。对于
老百姓来说，变化之大恐怕莫过于
剪掉男人头上的长辫子了。辛亥革
命发生后，湖北军政府立即颁布法
令，规定凡我同胞一律剪去辫子。
清政府也随即同意资政院提出的剪
发、改历两个议案。鲁迅笔下、特
别是 《阿Q正传》 中，对于辫子的
存留作了生动而又深刻的描写。中
共一大代表何叔衡在辛亥革命时期
率先剪辫，以示与旧政权决裂。从
辫子的迅速革除，就足见辛亥革命
影响之广泛和深远。

所以，辛亥革命永远值得纪
念，也永远值得研究。中国共产党
的历史是一部教科书，辛亥革命也
是一部教科书。虽然这部教科书没
有中国共产党的教科书那么宏大，但
却有着内在的联系。仅从最早的50
多名中共党员来说，就有毛泽东、李
大钊、陈独秀、林伯渠、董必武、谭
平山等10多人，以不同方式参加过
辛亥革命或由其引发的全国各地革命
运动。

1943年，毛泽东在 《如何研究
中共党史》 一文中指出：“严格地
讲，我们研究党史，只从一九二一年
起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还应该把
党成立以前的辛亥革命和‘五四’运
动的材料研究一下。不然，就不能明
了历史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说，
辛亥革命110年来的历史启示我们，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有领导
中国人民前进的坚强力量；必须坚持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动摇；必
须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英勇奋斗；必
须同舟共济战胜一切风险挑战；必须
始终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
旗帜。

全国政协与辛亥革命有着天然
的联系。参加创建人民政协的许多
人士，都曾参加过辛亥革命。后来
的历届政协中，有很多与辛亥革命
有关系的人士以及他们的后代。作
为辛亥革命的当事人、见证人、知
情人，他们对辛亥革命的“亲历、
亲见、亲闻”，都是宝贵的历史资
料，对于更加准确、清晰地复盘辛
亥革命的历史过程，澄清很多历史
事实、解答很多疑难问题，并从中
总结经验教训，探寻中国社会发展
进步的客观规律，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

1959年4月29日，时任全国政
协主席的周恩来总理在60岁以上全
国政协委员茶话会上提出，新中国
成立以前的史料很值得收集。有些

东西不赶快记载下来就会消失。谁要
写蒋介石的历史，我还可以供给一些
资料。我们要把自己所掌握的历史遗
产贡献出来。有些朋友的观点不一定
正确，那可以共同研究，但先要把史
料记载下来。全国政协要开常委会，
成立工作组，其中有收集历史资料的
组。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当年 7
月20日，政协全国委员会成立了文史
资料研究委员会。

事实证明，这是一个富有远见的
决策。存留历史就是存留文明。60
多年来，全国政协组织征集形成了
近百亿字的文稿，并编辑出版了部
分文史资料选辑。这是极为宝贵的
财富，对准确保留原汁原味的近现
代历史发挥了重要作用，是全国政
协对中国历史乃至中华文明作出的
重要贡献。

在新形势下，为了更好地以史为
鉴，全国政协办公厅决定全面梳理整合
现有文史资料、继续征集补充新史料，
编纂出版“政协文史‘亲历、亲见、亲
闻’文库”。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也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决策。

全国政协领导同志高度重视这项
工作，汪洋主席审批了“‘三亲’文
库”编纂工作方案，李斌副主席兼秘
书长担任编纂工作委员会主任，并召
开了多次会议加以部署和调度。中国
政协文史馆具体负责各专题文稿的编
辑工作，迅速把这项工作推向前进。
虽然遇到疫情等困难，但有关同志勇
毅前行，严谨细致地做好收集、筛
选、编辑工作，终于先行推出了“政
协文史‘三亲’文库”《辛亥革命》
卷，这是整个文库的良好开端，是文
库编纂工作漫长道路上的第一个成功
和胜利。

《辛亥革命》 卷如同整个文库一
样，具有鲜明的特点：首先是它的原
创性。所有的材料都有一个“亲”
字，很多事实可能是唯一留存的，失
去了它，就成了一个空白；留下了
它，就保留了或大或小的一个历史真
实。每个人写的可能只是一个角度，
也不一定准确，但它为后人甄别事实
奠定了基础，对不同的回忆加以综合
比较，就可以比较真实地还原出一段
完整的历史。

整套文库和《辛亥革命》卷的编辑
工作，还有一个系统性的特点。所有文
稿按专题分类编排，同一事件的文稿集
中在一起。每一卷又分成若干专题，相
关资料系列化、系统化。这就极大方便
了读者和研究者的查阅，提高了整理和
利用这些资料的效率。

总的来说，《辛亥革命》 卷的出
版，为“‘三亲’文库”工程开了一
个好头，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在此基
础上，文库一定会越编越好。希望其
他各卷的工作也陆续开展起来，即使
改革开放的材料，也已经需要抢救
了。希望这项工程不仅在本届政协，
而且以后一届一届都持续推进下去，
积累起来，就是对中华文明的一个重
要贡献！

（作者系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中
共中央原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中共党史
学会副会长，“‘三亲’文库”编纂工
作委员会顾问）

存留文明的一项重要工程
李忠杰

在纪念辛亥革命 110 周年的时
候，全国政协办公厅决定编纂“政协文
史‘亲历、亲见、亲闻’文库”，全国政协
副主席兼秘书长李斌担任“‘三亲’文
库”编纂工作委员会主任，亲自推动这
项工作，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和学术意
义。中国政协文史馆承担了《辛亥革命
卷》的编辑工作，我作为研究中国近代
史、辛亥革命史的学者，受邀参与了部
分编辑工作，感到十分荣幸。

“‘三亲’文库”编纂工作委员会编
纂的《辛亥革命》卷，收集了亲历辛亥
革命人士撰写的回忆文章，站在辛亥
革命110年的历史高度，重新编辑，分
成综录、志士同盟革命活动、武昌起
义、各方响应、共和肇始5个部分，全
面反映了辛亥革命的历史过程。其中
许多亲历者都是当年叱咤风云的人
物，如何香凝、沈钧儒、黄炎培、程潜、
陈铭枢、吴玉章、马叙伦、张奚若、李书
城、李根源、仇鳌等，不仅在辛亥革命
时风云一时，而且在新中国的历史上
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的回忆文章，能
很好地帮助后人认识辛亥革命及其历
史意义，是重要的历史文献。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也是辛亥革命110周年。两个纪
念日连在一起，十分有意义。中国共产
党成立百年来，引导中国从一个半殖
民地半封建的国家，逐步走上了社会
主义道路，引导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
到强起来，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新时代。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 10
年，发生了辛亥革命。辛亥革命是孙中
山先生领导的推翻封建帝制的资产阶
级民族民主革命，这次革命打开了近
代中国进步的闸门，推动了近代中国
的社会进步，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辛亥革命虽未完成反帝反封建的
历史任务，却是近代中国旧民主主义
革命时期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一次
革命。这次革命推翻了皇帝宝座，为中
国走向民主共和制度创造了政治前
提。在清朝专制统治下，人民没有言论
自由，党禁严厉，兴中会、同盟会都只
能在海外组织。辛亥革命对中国封建
专制统治的冲击，使封建专制的统治
秩序再也无法稳定下来；民主共和的
思想从此流传广远，人民对革命的追
求绵延不绝。辛亥革命后，中国人民革
命的洪流汹涌澎湃，势不可挡。新文化
运动、五四运动相继爆发，从而为中国
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诞生并走上政治
舞台提供了历史契机。没有辛亥革命，

民国初年的许多政党是无法成立的，当
然，在那样封建专制的历史条件下，中国
共产党也是无法成立的。

中国共产党历来给予辛亥革命很高
的评价。毛泽东同志说过，鸦片战争以来，
中国人民费了整整一百年的工夫，都是在
实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为了建立
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而斗争，“而
辛亥革命，则是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
始了这个革命。”习近平同志在纪念辛亥
革命110周年大会上讲话指出：“武昌城
头枪声一响，拉开了中国完全意义上的近
代民族民主革命的序幕。辛亥革命极大促
进了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传播了民主共
和的理念，打开了中国进步潮流的闸门，
撼动了反动统治秩序的根基，在中华大地
上建立起亚洲第一个共和制国家，以巨大
的震撼力和深刻的影响力推动了中国社
会变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探索了
道路。”习近平同志还指出：“辛亥革命永
远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一座巍然
屹立的里程碑！”这是中国共产党对辛亥
革命的最崇高的评价。

近代中国的一些最著名的政治家，都
是从辛亥革命历程中走出来的。孙中山、黄
兴、宋教仁、廖仲恺等是中国国民党的著名
领导人。孙中山先生作为中国民主革命的
先行者，至今仍为我们纪念。孙中山、廖仲
恺与时俱进，积极推动国共合作，有力推动
了北伐的进展，这是我们需要铭记的。

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也都是直
接参加辛亥革命或者经历辛亥革命锻炼
的。毛泽东、朱德、陈独秀、董必武、吴玉
章、林伯渠等都是参加或者经历了辛亥
革命过程而逐渐走向共产主义的。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
分，海峡两岸对于辛亥革命历史有着共
同的历史记忆。今天，“台独”势力在台湾
大搞“去中国化”，在历史教科书里都不
讲辛亥革命历史，把孙中山当作外国人，
是对辛亥革命历史的背叛。中国共产党
继承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团结带领人
民不懈奋斗，台湾与祖国必须统一。坚持
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遏制

“台独”分裂活动、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
完整的坚强决心与坚定意志，是辛亥革
命带给中国人民的历史启示。“‘三亲’文
库”《辛亥革命》卷的出版，对于海峡两岸
的中国人回顾辛亥革命历史也是有重大
意义的。

（作者系中国史学会原会长、中国社
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原所长，“‘三亲’文
库”编纂工作委员会顾问、《辛亥革命》
卷编审组专家）

一部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文库
张海鹏

▲▲““政协文史政协文史‘‘亲历亲历、、亲见亲见、、亲闻亲闻’’文库文库””《《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卷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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