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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文創刊號選粹 

中國大陸「文化大革命」時期的華文雜誌創刊號--《書評與資料》 

陳惠美 ∗、謝鶯興 ∗∗ 

《書評與資料》是河北大學圖書館編的「內部刊物」，東海藏本未見該刊

的封面，首葉即是<目錄>，該頁的左方有「毛主席語錄」，右邊由上至下依次

題「書評與資料」、「第一期 1976 年 2 月」、「內部刊物 注意保存」、「河北大

學圖書館編」。 

 

 

一、關於「內部刊物」 

整理館藏陳維滄校友捐贈的「華文雜誌創刊號」過程中，偶爾會在大陸

「文化大革命」時期出版的刊物上，見到印著「內部刊物」字樣 1，總覺好奇。

何謂「內部刊物」？顧名思義，應該是指只是屬內部交流之用的刊物，而刊

載的內容，大都是內部資料，不對外界公開、發行或銷售。「百度百科」對「內

部刊物」一詞的說明： 

                                                 
∗ 僑光科技大學應用華語文系副教授 
∗∗ 東海大學圖書館流通組組員 
1 如《日本歷史問題》，見<華文創刊號選粹 8--日本歷史問題及河南文藝>，《東海大學

圖書館館訊》新 139 期，2013 年 4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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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刊物是指在本系統、本行業、本單位內部，用於指導學習、

工作、交流資訊的單本成冊或連續性(刊型、報型、半月期、三印張以

上)非賣印刷品，不包括機關公文性簡報等資訊資料。 

以上說的單本成冊非賣印刷品，即內部資料性圖書(如部門出版的

檔彙編、業務學習材料、法規、論文集、年鑒、史志、黨史類、文史

類的圖書)；連續性非賣印刷品，即連續性內部資料性出版物，也就是

俗稱的內部刊物。 2 

王燕平<內部刊物的收集和利用>提出： 

一個科研單位的資料室，除了收集大量正式的、具 ISSN 號的、按每年

出版計劃所發行的一般圖書資料外，還需要收集相當一部份與科研課

題有關的內部刊物。 3 

列出「具 ISSN 號的」和「有關的內部刊物」兩種，顯然是性質不同，因此他

接著解釋「內部刊物」： 

「內部刊物」，顧名思義，也就是非正式的出版物，所謂非正式出版物

一般指那些只有准印證號而沒有正式書號的，或既無書號也無准印證

號的刊物。這些刊物有的以團體、政府、直屬部門名義出版，也有的

以個人名義出版。雖然它們的發行範圍有限，服務對象有限，只能在

內部交流……。 4 

從上述的說明，可以瞭解的是，關於「內部刊物」，一指「內部，用於指導學

習、工作、交流資訊」，一指「非正式出版物」，在「文化大革命」時期應是

用來指導內部，響應政策的。 

因此，<目錄>頁仍冠有「毛主席語錄」，強調「無產階級必須在上層建築

其中包括各個文化領域中對資產階級實行全面的專政」的言論。而在<致讀者

>開宗明義的提出：「社會主義的圖書館，是屬於上層建築文化領域中的一個

組成部分，是黨的思想建設和宣傳教育工作的重要方面」，「《書評與資料》要

遵循毛主席關於『要抓意識形態領域裡的階級鬪爭』的教導」，「幫助讀者鑒

別香花和毒草」，「徹底批判教育界修正主義的奇談怪論」。 

二、毛主席語錄 

無產階級必須在上層建築其中包括各個文化領域中對資產階級實行全面

                                                 
2 檢索日期：2013 年 9 月 11 日。 
3 見《劇影月報》，2005 年 4 期，頁 87。 
4 見《劇影月報》，2005 年 4 期，頁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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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專政。 

三、目錄 

詞二首……毛澤東 

毛主席關於反對投降

主義的部分論

述……哲學系選

編小組編( 1 ) 

批判資產階級的欣賞

觀  為革命閱讀

文藝作品……許

桂良( 11 ) 

[書評] 

從一杯藥酒看投降派

宋江……王喜辰

( 16 ) 

「幹出個社會主義的

氣魄來」--評革命

故事集《昔陽新

故事》……中三

工農兵學員  郗

吉堂( 18 ) 

新的人物  新的世界

--讀革命故事集《引航》有感……中三工農學員章晨溪( 20 ) 

[資料] 

《水滸》官名簡釋……( 23 ) 

《水滸》部分詞語簡釋……(27) 

致讀者…… ( 35 ) 

四、致讀者 

社會主義的圖書館，是屬於上層建築文化領域中的一個組成部分，是黨

的思想建設和宣傳教育工作的重要方面。這個陣地，歷來鬪爭很尖銳，無產

階級不去佔領，資產階級就會去佔領。因此，必須以階級鬪爭為綱，堅持黨

的基本路線，把圖書館辦成宣傳馬列主義、毛澤東思想的陣地，辦成「對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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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進行政治教育的主要場所」，辦成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實行全面專政的工

具；要充分發揮其作用，更好地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為三大革命運動服務，

為社會主義服務。《書評與資料》就是為這個目的而出版的。 

圖書館是階級鬪

爭的工具，是屬於一定

的階級，為一定的政治

路線服務的。《書評與

資料》要遵循毛主席關

於「要抓意識形態領域

裡的階級鬪爭」的教

導，搞好革命圖書館的

閱讀工作，要提倡讀革

命圖書，抵制壞書流

傳，要提倡開展對圖書的評論活動，幫助讀者鑒別香花和毒草，要批判封資

修黑貨，當前就要集中火力徹底批判教育界修正主義的奇談怪論，批判《水

滸》這部反面教材，要繼續批孔，抓好這一工作作為興無滅資，反修防修的

一項重要任務。 

《書評與資料》，主要刊登圖書評論、讀書心得、學習材料和資料方面的

文章；還要熱情地支持理論學習小組、書評小組的活動，把這方面的好人好

事，好經驗，及時地給予報導和鼓勵。《書評與資料》為不定期刊物，希望廣

大革命師生員工給予支持，和我們一起共同把它辦好。 

五、小結 

相當於「發刊詞」的<致讀者>，標舉刊物批判教育界修正主義的任務，

而由<目錄>也可看到所登載的書評，的確呼應這樣的言論。至於<目錄>的「資

料」欄，收錄<《水滸》官名簡釋>及<《水滸》部份詞語簡釋>兩篇，將《水

滸》當成批判對象，在前篇(「官名簡釋」)的「說明」提出：「為了便於閱讀

《水滸》這個反面教材，深入批判《水滸》所宣揚的投降主義路線，提出《水

滸》中的官名作簡釋」。細讀該篇內容與後篇(「部份詞語簡釋」)所選釋的詞

語及內容，正是讓讀者「便於閱讀《水滸》」而作。從解讀《水滸》的角度看，

這些詞條、官名，何嘗不正是進行資料的保存、詮釋，不正是該刊物刊名之

責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