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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作序的捷克版                                      
《新民主主义在中国的胜利》

■ 张清华

[ 摘 要 ]1949 年 10 月 12 日，毛泽东为捷克版《新民主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一书作序，《人民日报》

于 1949 年 10 月 24 日刊载消息予以报道。但长期以来，人们对这部文献集知之不详。该文献集的版本、

封面、目录情况，显示了它珍贵的史料价值。

[ 关键词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在中国的胜利》；捷克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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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年 10 月 24 日，《人民日报》刊载新

华社 10 月 23 日题为“《新民主主义在中国的

胜利》毛主席作序将在捷克出版”的消息称：

“有毛主席序文的捷克文《新民主主义在中国

的胜利》一书，将于本月二十五日在捷京出版。

这是一本文献汇集，其中包括毛主席的《论人

民民主专政》，朱总司令为《争取持久和平与

人民民主》报所写的《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

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部文件。⋯⋯这

本集子是捷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之一季明德尔主

编的《国际政治》月刊辑译的。”

但长期以来，人们对此事知之不详，笔者

现将最近收藏到的这部文献集简要介绍如下。

此书大 32 开，共 48 页。封面印有中、捷

两种文字的书名《新民主主义在中国的胜利》，

以及毛泽东像、编辑出版人季明德尔、本书单

价等字样。书中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领

导人结构图，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

席毛泽东、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中国人民解放

军总司令朱德、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最

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罗荣桓。

该书专用一个单页印了毛泽东的序言。毛

泽东的序言曾于 1949 年 10 月 24 日在《人民日

报》刊登；后来以《为〈新民主主义在中国的胜利〉

一书写的序言》为题，收入《建国以来毛泽东

文稿》第 1 册，写作时间标注为 1949 年 10 月。

通过这部文献集，我们可以确认毛泽东的序言

写于 1949 年 10 月 12 日。

序言后，正文有 12 份文献，即：《论人民

民主专政》（毛泽东），《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

（朱德），《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毛泽东），

《关于起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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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过和草案的特点》（周恩来），《中国人

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

国中央政府的公告》（毛泽东），苏联外交部

副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代表部长 10 月 2 日致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部长周恩

来的电报，周恩来 10 月 3 日回复苏联方面的电

文，10 月 4 日捷克斯洛伐克承认中华人民共和

国、10 月 6 日周恩来回复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

电文，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祝贺中国共产

党胜利的电文、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回复捷共

中央的电文。

该书的封二、封三和封底是进步书刊广告。

这是迄今发现的唯一海外出版的第一届中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文献汇编，版本珍贵、罕见，

出版及时，史料价值很高。

比如，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回复捷共中央

的电文为：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真诚地感谢你们对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祝

贺！署名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

东；落款日期和地点为 1949 年 10 月 6 日  北京。

其内容国内未见述录，这无疑为研究中共与捷

共两党交往史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也为丰富

毛泽东著作版本提供了一条重要信息。再比如，

收入此集中的朱德的论著原为应邀而作，于

1949 年 9 月 1 日首发在罗马尼亚出版的共产党

与工人党情报局机关报《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

民民主》上，之后于 1949 年 11 月 23 日刊登在

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政治部的刊物《华北

解放军》上，未收入《朱德选集》。朱德在这

篇几千字的文章中论述道，中国革命的武装斗

争所经历过的具体道路，就是我们党在毛泽东

领导下，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

中国革命的武装斗争是建立在坚固的工农联盟

的基础上，同时联合其他人民大众的武装斗争。

捷克文不属于大语种，应用范围有限。按

我国原有规定，即使是海外出版的毛泽东著作

进口数量也多不过十几本，分散在国家有关单

位。可以想见，该书在国内外已经十分稀有。

这些文献都是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的重要

文献。毛泽东的序言、朱德的文章等都早于国

内发表，其源文献价值更为彰显。

〔作者张清华，河北省政府原副秘书长、

河北省贸促会原巡视员，河北石家庄 0500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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