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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变法资料辑——日本外务省档案选译（一）  
本资料是选译的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所藏的有关戊戌变法的档案史料。郑匡民、茅海建选译。  

锡良镇压河口起义来往电文选 
  该资料选辑的是锡良任云贵总督时的来往电文，内容主要为与清廷密谋镇压黄兴等人领导的云南河口起义的经过，对于辛亥革命史研究有相
当的参考价值。金字整理。  

中国海关十年报告(1902——1911)关于清末禁烟运动资料 
  这里选译的是《海关十年报告》(Decennial Reports on the Trade, Industries, Etc., of the Ports to Foreign Commerce, and on th
e Condi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reaty Port Provinces)中有关1902—1911年间各口岸禁绝烟毒的资料，这一时期恰值清政府推行新
政，作为新政重要内容之一的禁烟运动成效卓著，报告以较为详细的文字记述了各地禁烟的措施和成效，是全面了解清末禁烟的可靠资料。张志
勇译，郭大松校。  

天徒自述（节录）  
  秦毓鎏（1880－1937），字冕甫，号效鲁，入狱后自号天徒，晚号坐忘，江苏无锡人。1901年入江南水师学堂；1902年东渡日本，入早稻田
大学政治科，曾发起组织青年会；1903年任《江苏》杂志总编辑，并组织拒俄义勇队，后改为军国民教育会；1904年在长沙与黄兴等人组织华兴
会，为副会长；1907年参加镇南关起义，事败赴上海；旋任《神州日报》编辑。1911年11月在无锡起义，成立锡金军政分府，被推为总理，继称
总司令。后任南京临时政府秘书、同盟会（后为国民党）无锡分部部长。二次革命时，与黄兴等起兵，讨伐袁世凯，曾被捕入狱。1924年，国民
党改组，任江苏党部执行委员等职。《天徒自述》系其在二次革命失败被囚苏州狱中时所写的自传， 分甲、乙两篇，叙述自清光绪五年（1879
年，该年阴历12月为1880年）至中华民国24年（1935年）的经历。这里节录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至民国二年（1913年）秦在辛亥革命前后的
活动情况，对于研究秦毓鎏其人以及辛亥革命圴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秦毓鎏撰，周新国、 刘大可点校。  

盛宣怀遗产分析史料汇编 
  盛宣怀身前曾积累了巨额的财富，但其详情一直不为世人所知。1916年盛宣怀去世后，由其好友、亲信、亲属等人员组成遗产清理小组，对
其遗产作了全面的梳理并进行了财产分割。财产清单以及遗产清理处的会议记录等原始文件已佚，复旦大学档案馆保存的这些文件的抄本，是迄
今为止发现的有关盛氏财产情况最完整的记录，对今人研究中国近代经济、金融及房地产等情况，有较高的参考价值。丁士华整理。 复旦大夏
联合大学西迁史料汇编 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教育部指示复旦、大同、大夏、光华四所大学组织临时联合大学内迁。大同、光华两
所大学因经费无法落实而退出，复旦、大夏则组成复旦大夏第一联合大学西迁。联大分为二部，第一部以复旦为主体迁往江西、第二部以大夏为
主体，迁往贵阳。11月，联大第一部决定转道重庆，内迁贵阳，但遇联大第二部挡驾，而四川各界则欢迎第一部留在重庆。1938年2月两校分
立，大夏在贵阳，复旦在重庆北碚分别建校。本资料辑选整理部分这两所大学西迁的档案史料予以发表，对于抗战时期高等教育史研究具有一定
的参考价值。复旦大学档案馆供稿。 伪满时期殖民地教育口述史料选   本资料系伪满时期曾经在伪“满洲国”不同学校学习过的学生的口述
资料，这些资料涉及伪满教育建制、学科设置、教学内容、教育特点以及日伪对中国学生的压迫和学生的反抗斗争等内容，较为生动具体地反映
了伪满殖民地教育的概况。齐红深等采访整理。  

抗战时期日军军事工程要塞幸存劳工口述资料 
  本资料是在日军占领东北时期曾经被日军强征的幸存的中国劳工的口述资料。这些劳工曾经为日军修筑军事工程。这些口述资料，反映了日
军残酷奴役和屠杀劳工的暴行。李秉刚、高嵩峰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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