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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行山文书中“抗日三字经”的独特学术价值

李 延 军

（邯郸学院 地方文化研究院，河北 邯郸　０５６００５）

　　摘　要：太行山文书中的“抗日三字经”自入藏邯郸学院以来，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与报

道，却未见有学者进行深入探究。该藏本与同时代其他版本“抗日三字经”相比有特色，一是藏

本珍贵，很可能是目前发现的该版本唯一藏本；二是内容独特，是目前发现的唯一宣传中国共

产党抗日民主政权建设主张的“三字经”藏本；三是历史信息丰富，既有抗日战争历史渊源阐

述，又有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与策略。尤其是其抗日民主政权建设思想，篇幅较重，论述全面，
观点鲜明。既有远景目标，又有近期现实主张与策略，以及具体的行动方案与步骤，是研究该

课题不可多得的珍贵民间文献。同时，为我们从民间历史文献角度，自下而上研究抗日战争相

持阶段的复杂时代背景、中国共产党的抗战主张及其与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策略，以及根据地

民众抗日动员和教育方式等方向课题，提供了一个崭新而独特的历史视角，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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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字经》自宋代诞生以来，因其通俗易懂、朗
朗上口的特点，影响巨大，以致后世各种内容的模

仿之作层出不穷，逐渐演变为一种大众喜闻乐见

的文学体裁，具有强大的群众基础。抗日战争时

期就出现了一些以“三字经”形式，宣传和动员广

大民众的启蒙读物。在邯郸学院太行山文书中心

就有 这 样 一 本“抗 日 三 字 经”藏 本，自 从２０１３年

１２月入藏邯 郸 学 院 以 来，曾 有 新 华 网、燕 赵 都 市

报等多家新闻媒体进行过报道。［１］但未见 有 学 者

对其进行深入研究。
经笔者检 索 文 献，目 前 学 界 关 于“抗 日 三 字

经”的专门研究很少，这方面内容仅见于几家普及

性文史类报刊的零星报道，但也主要是介绍这些

“三字经”的藏本来源及其相关背景或人物故事，
如姚韶棠的《冯玉祥与新三字经》（《档案与史学》

１９９５年０５期）、周君平等人的《抗日时期的〈绘图

三字经〉》（《党 史 文 汇》１９９６年５期）、白 建 国 的

《〈新三字经〉：革命战争年代的真实写照》（《老人

天地》，２００５年９期）等。
极少深一点的研究也仅限于对文献本身及其

作者做一些深入挖掘，如章绍嗣的《一部军民争相

传颂的抗战教材———老向、〈抗日三字经〉与 武 汉

琐谈》（《抗战文化研究·第三辑》，广西师范大学

出版社，２０１０年３月），或者是在其他相关领域研

究中，仅把“抗日三字经”作为论据素材提及，如周

银霞的《关于延安时期辛安亭编写教材和通俗读

物的研究》（《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４
年１２期）。

“抗日三字经”缺乏系统研究，究其原因，其相

关藏本及史料较少，不成系统和规模，且内容简单

浅显，缺乏典型或者系统研究价值和 意 义。２０１５
年，在抗日战争胜利７０周年之际，笔者对“抗日三

字经”进行了系统搜集整理，力争填补这一缺憾，
改变当前“抗日三字经”研究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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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太 行 山 文 书 中“抗 日 三 字 经”藏 本

概貌

　　太行山文书中的“抗日三字经”是一本约１４
厘米长、８．５厘米宽的毛边纸线状小册子，包括封

皮在内共１７页，全文２２４句，６７２字，起句为：“大

中华，好河山，人口多，地方宽”，末句为：“先要把，

根基建，我们要，实际干”。邯郸学院太行山文书

中心将 其 归 类 为 展 柜 抗 战 文 书／第 一 箱／第 十 四

包，编号 ＨＴＸ０１Ｂ１４０００１———涉县（赞皇）抗 战 类

书。该藏本封面基本空白，仅有竖向并列手写的

“李福群”、“李富群”两个不规范人名及一些信笔

涂鸦，估计为收藏者写的自 己 名 字———李 福 群 或

写作李富群，以及接触该册子的人的信手涂抹，没

有书名、作者、出版或发行单位、时间地点等出版

物常见要素信息。内文为硬笔手抄繁体竖向油印

版式。新闻 媒 体 多 根 据 其 文 本 反 映 抗 战 时 期 内

容，遂将其称为“抗日三字经”。

根据藏本内文有“打日本，已三年”、“正处在，

相 持 间”句 推 断，该 “抗 日 三 字 经”应 创 作 于

１９４０—１９４１年抗 日 战 争 相 持 阶 段。又 根 据 文 中

“在华北，敌后边”句及全诗文学水平及内容推断，

该“抗日三字经”应为中国共产党所属华北某抗日

根据地编写，是一本民主政权宣传动员及扫盲教

育普及类 读 物。根 据“太 行 山 文 书”地 域 分 布 来

看，该藏本很可能出自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某机

构之手。除此之外，再无其他直接反映其来源或

性质的书面信息。

根据以上线索，笔者经深入研读及相 关 文 献

检索，该藏本版“抗日三字经”目前尚未发现其他

藏本或版本，也无搜到与其相关的有价值信息，目

前判断应为邯郸学院太行山文书中心所独有之藏

品，文物和文献价值弥足珍贵。

　　二、太 行 山 文 书 中“抗 日 三 字 经”主 要

内容

　　该“抗日三字经”以“大中华，好河山，人口多，

地方宽”起兴，开篇介绍中国的优越地理位置及主

要邻国，其中“小日本，在东边”一句，感情色彩骤

增，率先唤起读者对日本侵略者的鄙夷之情。随

即历数自晚清以来各个时期政权的腐败统治及其

对人民的残酷蹂躏。

满清末年，“外国人，打进关，割土地，赔银钱，

国不 固，家 不 安”，其 政 权“见 洋 人，心 胆 寒；对 百

姓，施凶残”，腐败无能，不得人心，终被孙中山推

翻，建立了“倡民权”的国民政府。不料没多久，民

国又被军阀专权，混战割据，一个个“争势利，夺地

盘，拉锯战，又连年”，对民众“兴杂税，派苛捐，征

粮秣，要 银 钱”，广 大 民 众“遭 摧 残，受 饥 饿，无 人

怜；粮出尽，地卖完，拿不起，挨皮鞭”，受尽压榨与

剥削，毫 无 民 权 与 幸 福 可 言，只 能“泪 咽 在，心 里

边”，其状苦不堪言！

“除痛苦，要民权”，该“抗日三字经”从广大民

众惨遭蹂躏的历史现状得出结论：要想摆脱命运

多舛的历史命运，翻身得解放，必须争取自己的应

有权力，参与国家事务管理。“国家事，与官员，和

民主，紧相关”，只有建立和依靠民主制度才能选

出“好官”，治理好国家。因为“官不好，民不安，国

事坏，是祸端”。没有“好官”的军阀割据时期，内

忧外患层出不穷，民不聊生，“大混乱，二十年。民

间苦，难尽言，内乱生，外患连”，直接导致了“小日

本，逞凶蛮，东四省，强占完，领凶兵，打进关”，中

华民族到了最危急时刻，全民动员，奋起抵抗，历

经三年浴血奋战，“敌遭到，大困难。陷入了，深泥

潭。往前进，力用完，气发喘，汗流干”，日 本 侵 略

者此时已力不从心，深陷中华民族全面抗战泥沼，

抗日战争进入亟待改变民族命运的相持阶段。

要想度过当前相持阶段的困难时期，最 终 战

胜并驱逐日本侵略者，该“抗日三字经”号召大家

“靠进步，过难关”，“进步”的具体体现为“打顽固，

除汉奸；行宪政，首当先；新民主，真民权”，只有建

立以“民主、民权和宪政”为主要特征的新民主制

度，才能“过难关”，摆脱被历代统治者世代奴役的

悲惨命运，此时已到了国家制度亟待变革的关键

历史时期。但目前国情现实决定了我们既不能效

仿欧美式的民主制度，也不能实行苏联式的劳动

者当家做主制度。欧美制度“表面上，讲民主，实

际上，把人骗”，那样的社会“资本家，专政权，压平

民，万万千”，广大民众“少吃饭，没衣穿，冻饿死，

没人管”，不是我们所追求的民主社会制度。“劳

动者，执政权”的苏联式制度，“无阶级，人人欢”，

但“好虽好，还太早，要实现，等明天”，苏联式制度

也只能作为我们规划向往的远景目标。

在中国目前阶段，首先要推动的现实 变 革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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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实行，真民权，国家事，大家管”，从反对“一党

专权”入手，与“想投降，求苟安，开倒车，向后转”

的顽固派做斗争，揭露其“违背了，孙中山”，以“说

训政 还没完”为 借 口，实 际 是“把 时 间，再 推 延”，

实施“行专制，夺人权”之实。动员大家“开大会，

发宣言；打电报，到四川”，积极发表自己的政治见

解，参政议政，开展争取民权斗争。顽固派“不论

他，多么顽”，只要“反潮流”，逆民主潮流而动，“必

被淹”，终将被浩荡的历史潮流所淘汰。

具体到华 北 敌 后 抗 日 根 据 地，该“抗 日 三 字

经”呼吁大家积极行动起来，主动行使自己的参政

权。除顽固派、汉奸之外，所有人均享有 参 政 权，

具体包括“一 选 举，二 罢 免”、“第 三 是，创 制 权”、

“还有件，复决权”。充分行使自己的这四种民主

参政权力，“选好官，去坏官”，“创制权，制法律”，

建立民主政权。这种制度与权力是“打日本”“铲

顽固，除汉奸”的重要“武器”。只有“保全”使用好

这种“武器”，结 束 国 家 战 乱，摆 脱 被 奴 役 苦 难 命

运，才会“不费难”，抗日的最终“胜利果，定属咱”！

万丈高楼 平 地 起，要 实 现 这 些 目 标，第 一 步

“先改造，村政权，细心选，参政员”，选举“参政员”

的标准是“对抗日，心志坚；为大家，不怕难”，通过

“参政会”制度，依法行使管理国家事务的职能与

权力。其次号召大家选好正副村长，其标准是“人

品端，不自私，不贪钱，肯为公，耐劳烦”，率先建立

完善村级基层民主政权，就好比“盖房院，先要把，

根基建”，再 往 上“区 县 省，就 好 办”，这 样 就 能 从

村、区、县一直到省，逐步建立完善整个国家的民

主政治制度。

为最终实现这一目标，该“抗日三字经”最后

呼吁大家“我们要，实际干”，从现在开始，就要扎

实做好每一步具体工作。

该“抗日三字经”紧紧围绕民主政权建设这一

主旨，系统总结了近代以来广大民众遭受历代政

权和日本侵略者残酷压迫与剥削的历史经验，明

确提出了解除人民痛苦、战胜日本侵略者的根本

途径———建立宪政民主政权。为实现这一历史性

目标，呼吁广大民众争人权，要民权，反专制，反独

裁，坚决同顽固投降派做斗争，从最基础的参政员

和村长选举入手，发挥“参政会”作用，放手行使自

己的参政权力，积极参与国家事务管理，才能逐步

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最终实现民主宪政社会制度，

从而达到广大民众翻身解放获得自由与民主的最

终目的。

　　三、同 时 代 其 他 版 本 的“抗 日 三 字 经”
及其主要内容

　　为对“抗日三字经”进行系统研究，笔者根据

太行山文书中“抗日三字经”的相关信息及时代背

景，做了大量的文献检索工作，目前能发现的与该

版“抗日三字经”同时代的同类作品主要有：老向

版《抗日三字经》；辛安亭版《抗日三字经》；毕珩版

《绘图新三字经》；胶东武委会版抗日《新三字经》；

河南灵宝杭有秩版“抗日三字经”———抗 战 书；青

海马步芳版《抗战三字经》；青海互助韩一青版《抗

战三字经》；重庆长寿陈夔飏版《抗战三字经》等几

个主要版本。目前笔者仅能看到前四种版本的具

体内容，后四种版本仅见相关报道及零星词句，全

文内容不详。通过详细研读前四种“抗日三字经”

版本内容，发 现 其 与 太 行 山 文 书 中 的“抗 日 三 字

经”有显著的不同之处，综合相关文献内容，分别

综述如下：

　　 （一）老向版《抗日三字经》［２］

该版《抗 日 三 字 经》全 文４７６句，１４２８字，起

句为：“人之初，性忠坚；爱国家，出自然。”末句为：

“雪国耻，收失地，我同胞，宜勉力。”其作者为著名

通俗文 学 作 家 老 向（老 向（１８９８—１９６８），名 王 焕

斗，字 向 辰，号 老 向，河 北 省 辛 集 市（原 束 鹿 县）

人），该诗最初发表于《抗到底》半月刊第５期，时

间为１９３８年３月１日。当时一经刊出，即受到空

前欢迎，该刊当月销量高达５万册之多。随即，许

多出版机构纷纷发行单行本。目前能查到的版本

有湖北三户图书社本（１９３８年４月）、第六集团军

总司令部政训 部 油 印 本（１９３８年１２月１日）、陕

西西安大东书局本（１９３９年４月）、新亚书店排印

本（１９４０年）和成都商务印书馆本（时间不详）等，

至少不下七种。各地尚有各式各样的手抄本流传

甚广，且各个版本文本均有所增删修改，长短也有

不同程度的差异。

该版《抗日三字经》产生较早，流传甚广，广为

人知。因《抗到底》期刊为著名爱国将领冯玉祥于

１９３８年元旦在当时的国民政府所在地武汉创办，

老向任主编，很多资料遂将该《抗日三字经》说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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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冯玉祥所作。在介绍或引用时大都以“据说出

自抗日名将张自忠之手”来说明其作者，直接说是

张自忠编写的极少，其真正的作者应该是该刊主

编、作家老向，更具说服力。［３］

该“三字经”通篇洋溢着一股慷慨悲壮的抗日

英雄主义情怀，以“人之初，性忠坚”的保家卫国民

族大 义 为 全 篇 起 笔，引 入 岳 母 刺 字、岳 家 军 战 金

兵、唐张训守睢阳等历史英雄典故，声讨了“日本

鬼”自明代 倭 寇 骚 乱 以 来，发 动 甲 午 海 战，“吞 琉

球，灭台湾，割旅顺，并大连”，“夺朝鲜”，对中华民

族犯下累累罪行，欠下滔天血债。本世纪，“日本

鬼”变本加厉，先后挑起“九·一八”、“七·七”卢

沟桥和上海“八·一三”一系列事变，疯狂侵吞中

国领土，东三省、热河、察北、绥远、平津、华北直至

华东，相继沦陷。“日本鬼”“似恶兽，似毒蛇”，一

路烧杀掳掠，无恶不作，“毁高楼，倾大厦”，“杀妇

孺，屠 老 年”，“寡 人 妻，孤 人 子”，“搜 女 人，奸 淫

后”，有的挖眼剖心，有的“赤条条，钉城门”，甚至

“见回民，猪肉逼”，对中华民族的屠戮戕害罄竹难

书，人神共愤！我国军民人无老幼，地无 南 北，士

农工商军，万众一心，同仇敌忾，誓死抵抗，可歌可

泣！除正规军浴血奋战外，童子军、服务 团、连 庄

会、自卫团等民间抗日武装，同样顽强不屈，殊死

抵抗，并得到了包括英大使徐格森、美舰巴纳号等

国际友邦的支持和救援。其间涌现了一批诸如佟

麟阁、赵登禹、姚子清、宁宝山、郝梦龄、郑廷珍、刘

家骐、谢晋元等著名抗日将领，以及闫海文、段云

清及八百壮士等无数普通英雄，中华民族各阶层

同胞共同谱写了一曲英勇不屈誓死抵抗外敌侵略

的英雄主义壮歌！

该“三字经”最后告诫广大同胞：“尺寸土，不

放弃；血海仇，难忘记；雪国耻，收失地，我同胞，宜

勉励”，号召大家为最终打败日本侵略者而奋斗。

　　（二）辛安亭版《抗日三字经》［４］

该版本《抗日三字经》共１９２句，５７６字，起句

为：“四万万，中 国 人，大 多 数，是 工 农。”末 句 为：

“不光记，还 要 行，认 真 干，不 放 松。”综 合 相 关 信

息，该《抗日三字经》原文载于陕甘宁边区编写的

《边区民众课本》，是当时流行很广的一本边区冬

学教材，由绥德分区专员公署印行，著名教育出版

家辛 安 亭（１９０４—１９８８，字 适 然，山 西 离 石 人）

编写。

该版《抗日三字经》的主要内容是，依靠并发

动工农群众，“保边区”，“送子弟，去当兵”，扩充军

队，同时“捉汉奸”，搞好农业生产，多“出公粮”，积

极支援并投身抗日战争。

该“三字经”以“四万万，中国人，大多数，是工

农”开篇，开明宗义，指出工农是这个国家的主人、

主体和大多数，是抗日所依靠的主要力量。广大

工农 群 众“喜 劳 动，爱 和 平，想 自 由，要 平 等”，然

而，“日本阀，好战争，抢土地，杀人民”，野蛮剥夺

了中国工农群众的和平生活与自由平等权利。

日本侵略者从“九·一八”开始，抢走东三省，

到七·七卢沟桥事变，对中国全面侵略，中国人民

惨遭屠戮，忍无可忍，全民族总动员，大团结，“各

军队，各政党，大联合”，组成民族抗日统一战线，

英勇抵抗。

接着，该“三字经”的重点讲述了中国共产党

在抗日战争中的重要作用及《论持久战》思想：“共

产党，有主张，打到底，不投降”，“八路军，最英勇，

平型关，显本领”，“毛主席，真英明，讲政治，论战

争”，推出 了 指 导 全 面 持 久 抗 战 的 著 名 论 著———

《论持久战》，并以较大篇幅论述毛泽东的《论持久

战》思想内容，即通过分析中日两国各自实力与优

劣态势，指出整个抗战须经过战略防御、相持和反

攻三大阶段，同时分析了各个阶段的战争特点及

形势任务。

针对目前抗战已进行了三年，进入战 略 相 持

阶段，提 出 当 前 的 主 要 任 务 是“反 妥 协”、“反 分

裂”、“反倒退”，痛批“汪精卫，卖国家，顽固派，遭

摩擦”，“对汉奸”，“杀头目，惩随从”，对顽固派按

“人不犯，我不侵，人犯我，我犯人”原则，与之坚决

斗争。边区人民当前要做好的具体工作是“保边

区，要扩军，送子弟，去当兵”；积极帮扶抗日军属，

“查路条，捉汉奸”，保障社会治安；“多打井，多开

荒”，搞好农业生产，“家道好，出公粮”，全力支持

抗日后勤保障工作。最后叮嘱大家“不光记，还要

行，认真干，不放松”！

　　 （三）毕珩版《绘图新三字经》［５］

该版“三字经”的显著特点是，不仅通俗易懂，

而且配有１５幅插图，图文并茂，与其文字内容相

得益彰，生动活泼，令人喜闻乐见，被称为《绘图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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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字经》，共９００字。

各图的题目分别为：人民救星是毛泽东；婆姨

送饭；米麦菜瓜豆；劝二流子搞生产；变工队除草；

张兴送公粮；当初穷苦图；丰衣足食图；巫神害人；

医生治病救人；调解纠纷；慰劳军队；站岗放哨；加

入合作社；送娃上学校。

从这些插图标题便可以看出，该版“三字经”

主要歌颂毛主席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宣传根据地

大生 产 运 动，教 育 改 造 不 务 正 业 者，倡 导 互 助 合

作，讲究科学，破除迷信，军民互爱互助，保卫边区

及讲卫生学文化等内容，引导边区民众响应共产

党抗日号召，移风易俗，努力搞好生产，把陕甘宁

边 区 建 设 成 一 个 丰 衣 足 食 蒸 蒸 日 上 的 文 明 新

社会。

该版“三 字 经”成 书 年 代 虽 也 是 抗 日 战 争 时

期，也被称为“抗日新三字经”，但其中涉及战争的

具体内容很少，更多是歌颂边区人民在共产党领

导下，实行“三三制”民主制度，谋团结，搞生产，讲

科学，办教育，为边区人民带来新风尚新生活的巨

大影响与变化。

该“抗 日 三 字 经”由 韬 奋 书 店 出 版 发 行，流

传于晋绥边区文 献 资 料 中，有１９４５年４月 新 华

书店第八支店翻印版、１９４５年１２月 再 翻 印 版 和

民国三十 五 年 十 二 月 翻 印 重 绘 版 三 种，韬 奋 书

店总店当 时 位 于 晋 冀 鲁 豫 边 区 河 北 涉 县 索 堡，

分店位于 河 南 林 县 余 涧，新 华 书 店 八 支 店 位 于

山西交 城 五 里 铺，属 晋 绥 革 命 根 据 地。其 作 者

毕珩目前不详。

　　（四）胶东武委会版抗日《新三字经》［６］

该版《新三字经》共６节，９２２句，以“卢沟桥，

炮声隆，日本鬼，真疯狂，进中国，烧杀抢……”开

篇，主要描写了从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爆发后，毛

主席领导八路军建立抗日根据地，经过八年浴血

奋战终于取得抗战胜利，而国民党却挑起内战，到

解放战争 中 国 人 民 解 放 军 大 反 攻 的 整 个 历 史 过

程。不仅涉及抗日战争内容，也有解放战争内容。

其中抗日内容及政治主张，与辛安亭版《抗日三字

经》接近。

该《新三字经》诞生年代较晚，是解放战争时

期胶东军区武委会编写出版的“民兵冬训教材”读

本，未见具体作者姓名。

　　四、太 行 山 文 书 中“抗 日 三 字 经”藏 本

的独特学术价值

　　应该说，上述几种藏本“抗日三字经”是笔者

目前为止能完整窥其全貌的典型版本，具有极大

的代表性。通过上述内容综述可以看出，太行山

文书中的“抗日三字经”，与其同时代的其他四个

主要版本“抗日三字经”相比，具有显著不同之处。

无论其文书自身文物价值的珍贵性，还是其反映

的历史内容独特性，以及历史信息的丰富性，均具

有极大的挖掘价值。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１）该藏本“抗日三字经”文物本身的信息盲

点最多，不像其他版本“抗日三字经”那么流传较

广，广为人知，其作者或编者、出版机构、版本、来

源、用 途、流 传 途 径、地 域 及 对 象 等 信 息，尚 不 明

朗，作 为 新 史 料 本 身，有 待 进 一 步 研 究 价 值 和 意

义。目前能确定的是，该版“抗日三字经”创作于

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初期的１９４０—１９４１年期间，由

中国共产党所属的华北抗日根据地某机构所编，

流行于“太行山文书”分布地区，属晋冀鲁豫抗日

根据地的可能性最大。除邯郸学院藏本外，该版

“抗日三字经”暂未发现其他藏本或版本存世。在

尚未发现其他藏本或版本之前，该藏本就显得愈

加珍贵，其自身的文物和文献价值就更大，是研究

“抗日三字经”不可多得的珍贵民间史料，具有官

藏史料不可替代的文献价值。

（２）该藏本“抗日三字经”内容独特，目前具有

唯一性，是唯一讲述抗日时期民主政权诉求与明

确主张的民 间 历 史 文 献，是 其 他 版 本“抗 日 三 字

经”所不具 有 的 内 容，具 有 不 可 替 代 的 独 特 文 献

价值。

其他同类“抗日三字经”，要么单纯讲述战争

内容，如老向版《抗日三字经》；要么单讲共产党抗

战业绩及“论诗久战”思想，如辛安亭版《抗日三字

经》；要么是歌颂抗日根据地移风易俗新风尚新面

貌，如毕珩版《绘图新三字经》；要么是赞扬中国共

产党辉煌革 命 史，如 胶 东 武 委 会 版 抗 日《新 三 字

经》。唯独该藏本“抗日三字经”的主要内容是抗

日民主政权建设及其主张，而且观点鲜明，内容详

实，论述全面。既有民主政权建设的远期奋斗目

标，又有近期要达到的现实目标与策略，更有当前

的具体行动方案和步骤，堪称抗日民主政权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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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简明读本和操作手册，非常宝贵！无论是对中

国共产党早期民主制度探索的相关研究，还是对

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民主”理念践行与理

解，以及国家未来民主政治文明探索实践，最终实

现中 华 民 族 复 兴 梦，均 有 重 要 的 历 史 借 鉴 价 值。

历史与现实意义，二者兼备。

（３）该藏本“抗日三字经”内容相当丰富，历史

信息量大，既有自近代以来直至抗日战争时期的

历史渊源背景，又有抗战相持阶段的战争形势与

特点，更有对旧时代广大民众所遭受的腐朽专制

统治与日本侵略者双重压迫与剥削的极大关注与

同情，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为苦难深重的劳苦大众

翻身解放，争民权，争人权，实现民主、宪政，指明

了斗争方向，奋斗目标，以及采取的具体步骤和措

施。无论是对中共党史研究，还是中国近代史研

究，都为我们了解那个时代历史背景，把握那个时

代脉搏，提供了极其丰富的生动历史信息，不失为

一件宝贵的民间历史文献。

（４）该藏本以“三字经”这一艺术方式，阐释宣

传当时还相当空洞抽象的民主宪政思想与主张，

其形式新颖独特，别具一格，浅显易懂，群众喜闻

乐见。这对那个时代文化程度普遍不高的工农大

众而言，其宣传动员效果可想而知。为我们研究

那个时代中国共产党抗日动员与民众教育方式，

提供了鲜活的历史案例，同样有待深入研究。

（５）该藏本以“三字经”为表现形式，主要阐述

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权建设思想内容。这样“抗日

三字经”就可与“抗日民主政权建设”结合在了一

起，同 时 该 藏 本 又 是 太 行 山 文 书 中 的 重 要 藏 品。

这就可以将“抗日三字经”与“抗日根据地民主政

权建设”和“太行山文书”结合起来研究，丰富扩大

了研究资源及范围，克服了“抗日三字经”系统研

究资源短缺难题。在根据地民主政权建设领域，

研究资源颇为丰富；在太行山文书研究领域，也取

了一定的初步成果。将这些学术要素资源整合交

叉研究，互为借鉴，可实现学科交叉，创新研究方

法，拓宽学科体系，弥补官藏正史档案史料不足，

有利于发现新史料、新观点，推出学术新成果，这

样对于改变学界“抗日三字经”领域研究不足，大

有裨益。

此外，在进行上述系列研究的同时，还可以对

该时期各种版本的“抗日三字经”进行分类对比研

究。根据目前已有的藏本线索，继续追踪搜集那

些尚未掌握的“抗日三字经”藏本，同时发现新的

藏本线索，扩大藏本数量种类，深挖各版本内容、

主旨及其背景，进行分类对比，深入剖析，可以研

究不同地域、不同作者版本之间的异同，尤其是对

国共两党主 编 的“抗 日 三 字 经”展 开 对 比 分 析 研

究，意义更为重大。从中可以看出国共两党在抗

日战争这一宏达历史背景下的各自政治主张、阶

级立 场、抗 战 策 略、手 段 及 功 绩 等 原 生 态 历 史 信

息，为我们感性认识那段历史提供生动鲜活的历

史素材。

总之，该藏本“抗日三字经”作为珍贵文物本

身，其大量的未知信息，值得关注研究；作为民间

特殊历史文献，其内容独特，信息丰富，形式新颖，

同样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这就为我们从民

间文书角度“自下而上”研究那段历史原貌，补缀

正史宏大之疏，丰富民间文献之缺，开辟一个独特

的研究领域，其意义在于：从“太行山文书”研究抗

日战争，学术领域独特；以民间文书为素材研究抗

日战争，文献资源独特；以“三字经”方式研究抗日

战争，研究视角独特；尤其抓住其民主政权建设为

重点进行研究，研究对象意义独特。其历史与现

实意义二者兼具，是研究与纪念抗日战争不可多

得的历史素材与课题。

附：太行山文书中“抗日三字经”原文：
大中华　好河山　人口多　地 方 宽　南 印 度　北 苏 联　
小日本　在东边　从满清　末 朝 年　外 国 人　打 进 关　
割土地　赔银钱　国不固　家 不 安　最 可 恨　清 政 权　
既混蛋　又野蛮　见洋人　心 胆 寒　对 百 姓　施 凶 残　
先总理　孙中山　起革命　在 华 南　把 满 清　终 推 翻　
立民国　倡民权　老百姓　闻 此 言　人 人 喜　个 个 欢　
不估量　没几天　军阀们　把 权 专　争 势 利　夺 地 盘　
拉锯战　又连年　兴杂税　派 苛 捐　征 粮 秣　要 银 钱　
老百姓　遭摧残　受饥饿　无 人 怜　粮 出 尽　地 卖 完　
拿不起　挨皮鞭　泪咽在　心 里 边　向 谁 人　去 诉 冤　
苦经验　教训咱　除痛苦　要 民 权　国 家 事　与 官 员　
和民主　紧相关　官不好　民 不 安　国 事 坏　是 祸 端　
大混乱　二十年　民间苦　难 尽 言　内 乱 生　外 患 连　
小日本　逞凶蛮　东四省　强 占 完　领 凶 兵　打 进 关　
我民族　总动员　打日本　已 三 年　敌 遭 到　大 困 难　
陷入了　深泥潭　往前进　力 用 完　气 发 喘　汗 流 干　
乱和我　在今天　正处在　相 持 间　这 阶 段　多 困 难　
靠进步　过难关　打顽固　除 汉 奸　行 宪 政　首 当 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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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主　真民权　和欧美　不 一 般　资 本 家　专 政 权　
压平民　万万千　少饭吃　没 衣 穿　冻 饿 死　没 人 管　
表面上　讲民主　实际上　把 人 骗　也 不 是　像 苏 联　
劳动者　执政权　无阶级　人 人 欢　好 虽 好　还 太 早　
要实现　等明天　我中国　在 目 前　须 实 行　真 民 权　
国家事　大家管　非一党　把 权 专　顽 固 派　不 向 前　
想投降　求苟安　开倒车　向 后 转　违 背 了　孙 中 山　
说训政　还没完　把时间　再 推 延　行 专 制　夺 人 权　
我们要　促一番　开大会　发 宣 言　打 电 报　到 四 川　
不论他　多么顽　反潮流　必 被 淹　在 华 北　敌 后 边　

实际干　别迟延　非完固　非 汉 奸　谁 都 有　参 政 权　
一选举　二罢免　选好官　去 坏 官　第 三 是　创 制 权　
制法律　也由咱　还有件　复 决 权　坏 办 法　能 推 翻　
这武器　要保全　打日本　不 费 难　铲 顽 固　除 汉 奸　
胜利果　定属咱　先改造　村 政 权　细 心 选　参 政 员　
对抗日　心志坚　为大家　不 怕 难　这 种 人　能 当 选　
参政会　可健全　村长副　也 要 选　挑 举 那　人 品 端　
不自私　不贪钱　肯为公　耐 劳 烦　村 民 主　弄 完 善　
区县省　就好办　好比咱　盖 房 院　先 要 把　根 基 建　
我们要　实际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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