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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 燏 黄赵 燏 黄 ((18831883————19601960))，，江 苏 武 进江 苏 武 进

人人。。诗书门第诗书门第，，幼承庭训幼承庭训，，钻研文史钻研文史，，精精

通考据通考据，，曾留心古籍版本曾留心古籍版本、、目录学目录学，，通晓通晓

书画鉴赏书画鉴赏，，擅长搜集古旧书籍擅长搜集古旧书籍、、文玩字文玩字

画画、、名人扇面名人扇面、、函札函札。。清朝末年留学日清朝末年留学日

本本，，东京帝国大学药学科卒业东京帝国大学药学科卒业。。赵燏黄在赵燏黄在

日本留学时日本留学时，，适逢明治维新之后适逢明治维新之后，，亲眼看亲眼看

到日本自维新之后日渐强盛到日本自维新之后日渐强盛。。他渴求新他渴求新

知知，，曾拜名师长井长义博士曾拜名师长井长义博士、、下山顺一郎下山顺一郎

博士博士，，尽得其学尽得其学。。

赵燏黄在赵燏黄在 19111911 年归国后年归国后，，参加孙中参加孙中

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在南京临时政府工在南京临时政府工

作作。。 19131913 年年，，他到北京政府内务部任他到北京政府内务部任

职职。。当时内务部也管卫生工作当时内务部也管卫生工作，，司长为伍司长为伍

晟晟。。时鲁迅亦在北京政府工作时鲁迅亦在北京政府工作，，与他时相与他时相

过从过从。。鲁迅译述植物学方面的资料鲁迅译述植物学方面的资料，，有时有时

常和他研究常和他研究。。之后之后，，赵燏黄即专门从事研赵燏黄即专门从事研

究与教学工作究与教学工作。。从从 19181918 年到年到 19291929 年年，，他他

在杭州医药专科学校任生药学教授在杭州医药专科学校任生药学教授。“。“生生

药药””的名称自宋代起即有的名称自宋代起即有，，但内容上加以但内容上加以

中西贯通中西贯通，，则系赵燏黄所首创则系赵燏黄所首创。。19301930 年年

至至 19341934 年年，，他任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他任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

研究员研究员，，开展生药学研究工作开展生药学研究工作。。19351935 年年

至至 19371937 年年，，任北平研究院生理研究所研任北平研究院生理研究所研

究员究员，，继续以前的工作继续以前的工作，，并培养人才并培养人才，，直直

至抗日战争爆发至抗日战争爆发。。19401940 年至年至 19461946 年年，，他他

任上海新亚药厂华北分厂厂长任上海新亚药厂华北分厂厂长、、总技师总技师，，

从事麻黄素从事麻黄素、、水溶樟脑等的研究设计工水溶樟脑等的研究设计工

作作；；同时兼任北京大学医学院药学系教同时兼任北京大学医学院药学系教

授授、、北京大学医学院中药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医学院中药研究所研究员。。

19461946年至年至 19481948年在北平兼任陆军总医院年在北平兼任陆军总医院

特约研究员特约研究员。。19491949年至年至 19601960年任北京医年任北京医

学院药学系生药学教授学院药学系生药学教授、、中医研究院中药中医研究院中药

研究所顾问等职研究所顾问等职，，对生药学颇有建树对生药学颇有建树。。

一一

赵燏黄著作甚丰赵燏黄著作甚丰，，五十年如一日五十年如一日，，从从

未间辍未间辍，，因几遭变迁因几遭变迁，，论文大部散佚论文大部散佚。。其其

主要著作如主要著作如《《现代本草现代本草———生药学—生药学》》((上上
册册)()(与徐伯鋆共著与徐伯鋆共著))，，19351935年完成年完成，，书前有书前有

蔡元培序蔡元培序。。这是我国早期出版的生药学这是我国早期出版的生药学

专著专著，，首先将我国固有的中药按现代科首先将我国固有的中药按现代科

学方法加以整理学方法加以整理，，鉴别真伪优劣鉴别真伪优劣，，为现代为现代

““中药鉴定学中药鉴定学””奠定基础奠定基础。。其后其后，，赵之弟赵之弟

子叶三多著子叶三多著《《生药学生药学》》((下册下册))，，为继承及为继承及

补充赵之未竟事业补充赵之未竟事业，，先后辉映先后辉映，，相得益相得益

彰彰。。日本药理学家刈米达夫日本药理学家刈米达夫、、木村康一木村康一

等所编之等所编之《《和汉生药和汉生药》《》《最新生药学最新生药学》》等等，，

均是以赵燏黄著作为主要参考资料编写均是以赵燏黄著作为主要参考资料编写

而成而成。。

赵燏黄的专题著述甚丰赵燏黄的专题著述甚丰，，据不完全据不完全

统计统计，，有有《《中国新本草图志中国新本草图志》》第一集第一集((19321932
年年))、《、《中国新本草图志中国新本草图志》》第二集第二集((19341934年年))、、
《《祁州药志祁州药志》》((菊科及川续断科菊科及川续断科)()(19361936 年年))、、
《《华北药材之实地之观察华北药材之实地之观察》》((19371937 年年))等等。。

他发表的专门论文在他发表的专门论文在 5050 篇以上篇以上；；未完成未完成

的著作有的著作有《《本草新诠本草新诠》，》，初步估计在初步估计在 200200
万字以上万字以上。。

二二

赵燏黄在本草方面做了很多细致的赵燏黄在本草方面做了很多细致的

考据工作考据工作，，令人信服令人信服。。如雷斅的生卒年如雷斅的生卒年

代代：：雷斅为我国古代本草学家雷斅为我国古代本草学家，，对炮炙多对炮炙多

所贡献所贡献，，后人宗之后人宗之。。所谓所谓““雷公炮炙雷公炮炙”，”，也也

就是炮炙创始的意思就是炮炙创始的意思。。但雷斅的生卒年但雷斅的生卒年

代代、、籍贯不详籍贯不详，，自古或称其为隋人自古或称其为隋人，，或称或称

其为宋人其为宋人，，后人引用后人引用，，人云亦云人云亦云，，莫衷一莫衷一

是是。。赵燏黄通过古籍反复考据赵燏黄通过古籍反复考据，，称其为南称其为南

北朝时的南朝刘宋人北朝时的南朝刘宋人，，值得信服值得信服，，近人多近人多

宗其说宗其说。。

关于我国古代制药的发展关于我国古代制药的发展，，赵燏黄曾赵燏黄曾

云云，“，“炮炙炮炙””就是制药就是制药。。但所谓但所谓““遵古炮遵古炮

炙炙”，”，因为不符合事物的发展规律因为不符合事物的发展规律，，所以所以

后人常把后人常把““炮炙炮炙””作为一个贬词来用作为一个贬词来用。。雷雷

斅的斅的《《炮炙炮炙((制制))论论》，》，是一部迷信成份很重是一部迷信成份很重

的制药书的制药书。。赵燏黄说赵燏黄说，，雷斅是炼丹术士雷斅是炼丹术士，，

却改行制药却改行制药((炮炙炮炙))，，这反映了炼丹术向医这反映了炼丹术向医

药方向的转化药方向的转化，，自此以后的医方中自此以后的医方中，，才出才出

现了现了““丹丹””的名称的名称，，这是我国医药及化学这是我国医药及化学

史上重要的发展阶段史上重要的发展阶段。。

宋宋《《履巉岩本草履巉岩本草》》三卷三卷，，瑯琊默菴撰瑯琊默菴撰，，

书成于书成于 12201220 年年，，收药收药 205205 种种，，每种绘成五每种绘成五

彩图彩图。。赵燏黄通过考证极力推崇其绘画赵燏黄通过考证极力推崇其绘画

之精美之精美，，记载之翔实记载之翔实，，并于原版书后作并于原版书后作

跋跋。。该书现存于北京图书馆善本书库该书现存于北京图书馆善本书库。。

赵燏黄精于书籍版本赵燏黄精于书籍版本，，且善收藏且善收藏。。解解

放前北京著名的收藏家放前北京著名的收藏家,,一为傅增湘一为傅增湘，，一一

为董康为董康。。据说赵燏黄的藏书也不算少据说赵燏黄的藏书也不算少，，可可

以称得起收藏家之一以称得起收藏家之一。。但他非常谦虚但他非常谦虚，，常常

说说：“：“我所收藏不过属于本草方面我所收藏不过属于本草方面，，至于至于

文史方面应推陈垣先生文史方面应推陈垣先生、、顾颉刚先生顾颉刚先生，，医医

学方面应推范行准先生学方面应推范行准先生、、丁济民先生等丁济民先生等。。

至于版本至于版本，，也不过喜欢收集同一种书的历也不过喜欢收集同一种书的历

代刊刻之版本代刊刻之版本，，尽量求其齐全尽量求其齐全。”。”如如《《本草本草

纲目纲目》，》，赵燏黄收藏有赵燏黄收藏有 2525 种版本种版本，，而极力而极力

推崇金陵版之优推崇金陵版之优，，并多次建议出版机构并多次建议出版机构，，

如复印该书如复印该书，，应首先考虑排印金陵本为应首先考虑排印金陵本为

好好。。人民卫生出版社后来重印的四厚册人民卫生出版社后来重印的四厚册

《《本草纲目本草纲目》，》，即接受赵燏黄生前建议而即接受赵燏黄生前建议而

排印排印。。

邓拓亦曾走访赵燏黄邓拓亦曾走访赵燏黄，，多次研究版本多次研究版本

之学之学。《。《文物文物》》杂志前主编张楠与赵燏黄杂志前主编张楠与赵燏黄

时相过从时相过从，，探讨文物年代探讨文物年代。。

赵燏黄不仅在国内负有盛名赵燏黄不仅在国内负有盛名，，誉为生誉为生

药学家药学家、、本草考据学家本草考据学家、、药史学家药史学家、、版本版本

鉴定家等鉴定家等，，外国人对他也很推崇外国人对他也很推崇。。如如，，英英

国学者伊博恩国学者伊博恩《《本草新注本草新注》，》，序的开头即序的开头即

提出赵燏黄对中药做了大量研究工作提出赵燏黄对中药做了大量研究工作。。

日本医药学教授木村康一等编的日本医药学教授木村康一等编的《《药学大药学大

全书全书》》中的第二册中的第二册《《和汉药和汉药》，》，着重提出赵着重提出赵

燏黄教授对中药研究的大量贡献燏黄教授对中药研究的大量贡献，，用一节用一节

的篇幅介绍他的篇幅介绍他。。近年南京药学院徐国钧近年南京药学院徐国钧

等主编的等主编的《《药材学药材学》，》，特别提出赵燏黄教特别提出赵燏黄教

授是我国药材学的奠基人授是我国药材学的奠基人。。

赵燏黄从青年时代起赵燏黄从青年时代起，，一直从事中药一直从事中药

研究工作研究工作，，兢兢业业兢兢业业，，从未间断从未间断。。他的研他的研

究能联系实际究能联系实际。。例如例如，，我国大量出口麻我国大量出口麻

黄黄，，进口麻黄素进口麻黄素。。经赵燏黄指导经赵燏黄指导，，自自 4040年年

代起代起，，在国内开始生产麻黄素在国内开始生产麻黄素，，先是自先是自

给给，，后则出口后则出口，，走的是自力更生的道路走的是自力更生的道路。。

上海新亚制药厂生产麻黄素的方法即为上海新亚制药厂生产麻黄素的方法即为

赵燏黄所设计赵燏黄所设计，，之后之后，，大同麻黄厂亦沿大同麻黄厂亦沿

用用。。又如又如，，做药酒的五加皮做药酒的五加皮，，一直被认为一直被认为

五加科植物五加科植物，，赵进行实地调查证明赵进行实地调查证明，，我国我国

北方制五加皮药酒所用的原料北方制五加皮药酒所用的原料，，不是五加不是五加

科科，，而是萝蘑科植物杠柳皮而是萝蘑科植物杠柳皮，，它的用量不它的用量不

能过大能过大，，常用量为常用量为 00..88至至 11..55克克，，过量容易过量容易

中毒中毒。。赵燏黄尊重现实的精神赵燏黄尊重现实的精神，，常为后人常为后人

所称道所称道。。

三三

我国现代知名的药学家大半出于赵我国现代知名的药学家大半出于赵

燏黄门下燏黄门下，，如黄鸣驹如黄鸣驹、、黄鸣龙黄鸣龙、、王殿翔王殿翔、、李李

承祜承祜、、管光地管光地、、叶三多叶三多、、王雪莹王雪莹、、关克俭关克俭、、

谢宗万谢宗万、、萧培根等萧培根等，，均先后受其教益均先后受其教益，，虽虽

然各有不同方面的成就然各有不同方面的成就，，但其基础的奠但其基础的奠

定定，，都同赵燏黄的启发教育及谆谆教导分都同赵燏黄的启发教育及谆谆教导分

不开不开。。

赵燏黄常常鼓励学生要到产药地区赵燏黄常常鼓励学生要到产药地区

和药肆去和药肆去，，脚踏实地脚踏实地，，刻苦钻研刻苦钻研，，不会就不会就

学学，，学了就干学了就干，，干就干个彻底干就干个彻底。。他常说他常说，，

搞学术一定要搞学术一定要““打破砂锅问到底打破砂锅问到底”，“”，“追到追到

它的娘家它的娘家”。”。对于一个字的读法对于一个字的读法、、字义字义，，

一定耍弄通弄懂一定耍弄通弄懂，，来不得半点马虎来不得半点马虎，，要追要追

究它的来龙去脉究它的来龙去脉，，一丝不苟一丝不苟。。要会查要会查《《说说

文解字文解字》《》《康熙字典康熙字典》《》《文苑英华文苑英华》《》《韵语辞韵语辞

典典》《》《太平御览太平御览》》等书等书，，必弄通反切必弄通反切、、正音正音、、

释义释义、、出典出典、、应用而后快应用而后快。。为了考据一个为了考据一个

问题问题，，写好一篇文章写好一篇文章，，建立一个观点建立一个观点，，他他

常连续工作几昼夜常连续工作几昼夜，，废寝忘食废寝忘食。。关于书籍关于书籍

版本版本，，赵燏黄常教导学生说赵燏黄常教导学生说：：南宋版与北南宋版与北

宋版不同宋版不同，，要看书口要看书口、、纸张纸张、、版心版心、、刻工刻工、、

字数字数、、行数行数，，要多看要多看，，仔细玩味仔细玩味，，反复推敲反复推敲

对比对比，，辨别真伪辨别真伪，，不能为书贾所乱不能为书贾所乱。。

赵燏黄说赵燏黄说：“：“攻本草学要对于文史之攻本草学要对于文史之

学有所了解学有所了解，，文字要学梁启超文字要学梁启超《《饮冰室全饮冰室全

集集》》秀丽的文笔秀丽的文笔；；史学要学章学诚史学要学章学诚《《文史文史

通义通义》》之渊博论述之渊博论述、、正确的品评正确的品评；；小学小学((文文
字字、、音韵音韵))要学章太炎要学章太炎；；考据考据、、校雠要学王校雠要学王

国维国维，，等等等等。”。”他还对学生说他还对学生说：“：“不能数典不能数典

忘祖忘祖，，学问总是渊源有自的学问总是渊源有自的，，除了做学术除了做学术

研究研究、、打基础功夫要向书本学习外打基础功夫要向书本学习外，，还要还要

向有学问的人学习向有学问的人学习，，学习他们活的经学习他们活的经

验验。”。”并说并说：“：“我初考本草学就是向锤观光我初考本草学就是向锤观光

老师学习的老师学习的。。锤老的著述是锤老的著述是《《本草纲目拾本草纲目拾

遗的拾遗遗的拾遗》。”》。”赵燏黄踵继其志赵燏黄踵继其志，，继往开继往开

来来，，有所发挥有所发挥，，有所前进有所前进。。赵燏黄终生所赵燏黄终生所

做的工作做的工作，，仍旧是仍旧是《《本草纲目本草纲目》》的继续的继续。。

中共革命题材邮票发行的五个中共革命题材邮票发行的五个““第一第一””
□□ 郑学富

珍珍 赏赏

1942年2月7日，中共山东分局和山东战时推

行委员会在沂南县双泉峪子村正式成立山东战时

邮务总局（以下简称山东战邮总局）。在烽火岁月

里，山东战邮总局还发行了战时邮政邮票，从1942
年7月1日发行首版“山东地图”邮票开始，至1949
年5月共发行各类邮票24种110枚，发行免资、有

资封片14种24枚。这些邮票、邮品的发行，除作

为邮资凭证外，还宣传了我党的革命斗争史，讴歌

了红军浴血奋战的英勇事迹，展现了人民群众踊

跃支前的风采，起到了宣传教育和鼓舞士气的巨

大作用。山东战邮总局在当时的邮票发行上创造

了“五个第一”，记录了如火如荼的峥嵘岁月。

第一版毛泽东像邮票

1944年 3月，这套由山东战邮总局印制发行

的邮票，史称“第一版毛泽东像邮票”。全套共 3
枚，无齿孔，图案相同，为毛泽东正面标准像。邮

票右侧与上下边以一束麦穗作装饰，主图下方为

阳文“山东战邮”，右下角为阴文汉字面值，币值为

山东抗日根据地北海银行发行的北海币。其面值

和颜色分别为：伍分(蓝色)、壹角(绿色)、伍角(棕
色)。

这套邮票刚开始印量不大，之后，山东抗日根

据地又印制了第二版毛泽东像邮票，并改为石印，

为壹角和伍角两种面值，有齿孔，印刷色差较大，

还出现加盖“暂作”改值邮票。再版邮票在抗日根

据地更加广泛地流通，随后，华北的晋察冀、晋绥

边区和东北、华中等抗日根据地也纷纷印制毛泽

东像邮票。从1944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全国

解放区共发行毛泽东像邮票200多枚，这在中外邮

票史上是史无前例的。从1951年至今，全世界有

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发行了400余枚纪念毛泽东的

邮票。

第一枚党的七大纪念邮票

1945年 7月 30日，《山东战邮报》第 36期封

面，刊登了《中共七代大会纪念邮票》的设计图稿，

一是庆贺大会召开，二是向大家征求意见。这种

做法在解放区邮票发行史上也是“破天荒”。

《中共七代大会纪念邮票》全套1枚，绿色，四

周饰以花边。主图为毛泽东正面半身像；上端横

书邮票名称“中共七代大会纪念”，中间有五星；下

端是邮票铭记“1945，山东战邮”，两端是面值伍分

（北海币）。邮票全张36枚，用白报纸，锌版印制。

这枚邮票印成后未打齿孔，但为出售方便，有些邮

局曾自行在邮票上凿了齿孔，故有部分有齿票存

世。因油墨的问题，还有部分刷黄绿色者。这套

邮票不仅是第一枚庆祝党的七大胜利召开的纪念

邮票，也是中国邮票史上首次以发行邮票的形式，

记载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

第一套朱德像邮票

1945年 9月，山东战邮总局发行以朱德像为

图案的邮票，主图为朱德身着八路军军装像，威严

庄重，左右两侧为麦穗装饰，上方印有“山东战时

邮局”，下方左右两角分别标有阿拉伯和中文北海

币面值。邮票全张 100枚，白纸，石印。全套 10
枚，无齿孔和有齿孔两组各5枚，分别为面值5分

（浅蓝）、1角（淡绿）、5角（灰绿）、1元（橘黄）、3元

（紫棕）。这套邮票是我国人民邮政发行的第一套

朱德像邮票。

最早的建军节纪念邮票

为纪念人民军队建军18周年，1945年10月，

山东解放区发行了“中共八一建军纪念”邮票一套

一枚。票面为白底浅蓝色，背景为人民子弟兵高

举迎风飘扬的红旗；主图是朱德总司令的头像，他

头戴军帽，目光深邃，炯炯有神，直视前方，显得威

武庄严而又随和慈祥；左下方有“中共八一建军纪

念”“1927—1945”和“山东战邮”字样；右下角是面

值壹角（北海币），上方两端是面值10分。邮票采

用锌版印刷，无齿孔。这枚邮票反映了人民军队

在革命战争中英勇顽强、前仆后继的大无畏精神，

体现了山东解放区人民对朱德总司令和人民军队

的热爱和崇敬之情。

第一套抗战胜利纪念邮票

1945年12月，山东战邮总局发行了“抗日民族

战争胜利纪念邮票”一套4枚。面值分别为壹元、伍

元、拾元、贰拾元，其中，贰拾元票为解放区首次彩

色套印，由山东北海银行印钞厂胶版白纸印制。邮

票中心图案是：毛泽东挥舞左手指向前方，各族人

民高举红旗和青天白日旗，勇往直前；前方是高楼

大厦，光芒四射，象征着光明富强的新中国；邮票上

端中间文字是“抗日民族战争胜利纪念”，左右两端

文字是“中华”“邮政”；邮票下部是抗战胜利纪念日

期：“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三日”，即1945年8
月13日。这里将纪念日期“八·一五”误印为“八·

一三”，发行后才发现错误，所以也没有纠正。

1934934年年1111月月77日日，，陕甘边区苏维埃政陕甘边区苏维埃政

府成立大会在荔园堡隆重召开府成立大会在荔园堡隆重召开。。大会选大会选

举产生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举产生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陕甘边区陕甘边区

革命军事委员会革命军事委员会。。习仲勋当选为陕甘边习仲勋当选为陕甘边

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志丹当选为陕甘边刘志丹当选为陕甘边

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辖区各

县革命委员会或办事处等临时性红色政

权相继转变为正式的苏维埃政府。各级

苏维埃政府的成立，标志着陕甘边区形成

了由边区、县、区、乡、村各级政权组成的

完整系统的红色政权体系，党在陕甘边区

领导的革命斗争进入了新阶段。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下设土地、劳

动、粮秣、财政、肃反、工农监察、文化、妇

女和保卫大队以及《红色西北》编辑部。

受到1931年12月11日在江西瑞金创刊的

中国红色政权第一份中央报纸《红色中

华》的启发，早在1934年2月，陕甘边区革

命委员会成立不久，在南梁四合台村的刘

志丹就对习仲勋讲到：“政府工作安排好

了，要着手办一张报纸。有了报就等于我

们增加了一个师。”

为广泛宣传陕甘边区党的各项方针

政策，进一步团结教育边区工农群众支持

革命斗争、保护革命成果，1934年秋，陕甘

边区革命委员会创办了政府机关报《红色

西北》，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创办了党内刊

物《布尔什维克的生活》，并成立了《红色

西北》编辑部。编辑部主编是先后担任陕

甘边区革命委员会文化委员长兼政府秘

书长、民政部部长等职的蔡子伟，中共陕

甘边区特委宣传部长龚逢春主编《布尔什

维克的生活》，席德仁负责刻写蜡板和油

印；撰稿人有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习

仲勋、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刘志

丹、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委员惠子俊、陕甘

边区红军干部学校教员马文瑞、列宁小学

校长霍建德、列宁小学教员张景文等，使

根据地文化建设进入了欣欣向荣、蓬勃发

展的崭新阶段。《红色西北》宣传的内容主

要有：陕甘边党政军领导机关的一些决议

和号召性文件；反映陕甘边苏区的政治、

经济、军事、文化建设等消息；大量报道红

军的战讯等。《布尔什维克的生活》主要刊

发提高党员政治水平、总结党的经验教

训、改进党的工作方法、激发党员工作积

极性等理论文章，正如在《发刊词》（写在

本刊的前面）中提出的那样，该刊的办刊

宗旨是：“为了使广大党员群众在马克思

列宁主义坚定的把握上铁一般的团结起

来，为了加强党的战斗力量……提高每一

个党员的政治水平，传达党的经验教训，

交换党的工作方法，并转达一切政治及群

众斗争的消息，以引起党员的工作积极性

……”“……英勇的来领导千百万广大劳

苦群众的斗争，争取西北以至全中国苏维

埃革命的最后胜利。”

《红色西北》和《布尔什维克的生活》

都是八开二版、油印、不定期出版的报

刊。在《红色西北》编辑部员工的辛勤操

劳下，报纸的字迹刻写得工整漂亮，版面

编排也很精巧，用红、蓝、黑三色油墨套

印，美观而庄重。刘志丹、习仲勋、惠子俊

等党政军领导干部，经常为报纸撰写稿

件，还派人设法从西安购买了油印机和质

地较好的有光纸、蜡纸和油墨，保证了印

刷质量，使报刊在艰苦的战争环境里，办

得新颖活泼，图文并茂，深受党政工作者、

红军指战员和根据地人民群众欢迎。

《红色西北》首次出报，边区机关干部

拿到后争相传阅。《布尔什维克的生活》第

一期于1935年1月20日出版，共刊登了3
篇文章，分别是：《写在本刊的前面》《法西

斯主义战争危险与各国共产党的任务（翻

印）》《关于国际十三次全会提纲的决定

（翻印）》；《红色西北》刊登了陕甘边区革

命委员会布告等。

这两个报刊在边区人民群众中，乃至

在国民党阵营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1935年3月，蒋介石命令陕、甘、宁、青、晋

五省军阀集中 5万兵力对陕北和陕甘边

革命根据地进行围攻。4月，马鸿宾部侵

占南梁革命根据地前夕，《红色西北》和

《布尔什维克的生活》被迫中断出版，迁往

陕北。6月，《红色西北》在洛河川下寺湾

（今陕西省甘泉县境内）恢复出版。此时，

该报由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教育部长冯

玺玉兼任主编，席德仁、李郁负责缮写和

印刷工作。10月，王明“左”倾路线的执行

者在西北根据地内进行所谓“反对右倾取

消主义”的斗争和错误的肃反。冯玺玉、

席德仁、李郁均遭诬陷被捕，刚刚恢复出

版不久的《红色西北》也被迫停刊。

这两份报刊的创办期间，正是以南

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不断巩固

发展时期,刊登了大量红军反“围剿”捷

报、土地革命和经济文化建设的成就，同

时还刊登有宣传马列主义理论、介绍中

央苏区经验和世界大事等时事要闻等，

对推动革命根据地建设和武装斗争发挥

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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