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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時期の雑誌『解放』総目録と解題（３）

井　上　久　士

　前稿に引き続いて、第47期から停刊までの『解放』総目録を掲載する。

第47期（1938年８月１日）

時評
慶祝国民参政会会議的成功	 首道	１-２頁
英法協商（７月23日）	 紅	 ２頁
蘇聯各共和国選挙的初歩総結（７月１日『新華日報』社論）	 ２-３頁
西安的怪現象（７月21日）	 劉雲	３-４頁
延安在文芸上的進歩	 可夫	４-５頁

我們対於国民参政会的意見（７月５日）　①
　毛沢東　陳紹禹　秦邦憲　林祖涵　呉玉章　董必武　鄧穎超	４-５頁
「八一」――反対帝国主義戦争紀念日（７月21日）	 楊松	６-７頁
紀念恩格斯	 列寧　柯柏年訳	８-11頁
紀念中国人民的偉大朋友――恩格斯	 黎平	12-14頁
鞏固部隊的政治工作（続）	 羅瑞卿	15-19頁
論民族（民族殖民地問題講座第１講）	 楊松	20-24頁

第48期（1938年８月８日）

国民参政会首次大会宣言	 １-３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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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評
国民参政会第一次大会的成功（７月16日『新華日報』社論）	２-６頁
縦容侵略者就是禍害自己人民（８月２日）	 黎	 ６頁
国民参政会擁護国民政府実施抗戦建国綱領案（７月12日一致通過）
	 ３頁

陳紹禹同志関於「擁護国民政府実施抗戦建国綱領提案」底説明	４-５頁
世界経済的一般景象――1938年第一季的経済与経済政策
	 瓦爾加　徐冰訳	７-13頁
論在敵人後方工作（７月２日）	 彭雪楓	14-16頁
高爾基逝世二周年（莫斯科通訊）	 小山	14-16頁
「抗大」的過去与現在（６月１日）	 羅瑞卿	17-21頁
論資本主義時代民族運動与民族問題（民族殖民地問題講座第２講）
	 楊松	22-25頁
論保衛武漢及其発展前途（７月６日）	 周恩来	26-28頁

第49期（1938年８月20日）

時評
保衛武漢的緊急関頭（８月12日）	 劉	 １頁
省県国民参政会即将召集（８月13日）	 劉	１-２頁
日寇向蘇聯挑釁的失敗（８月12日）	 松	２-３頁
異哉所謂「収復失地」！（８月14日）	 理	 ３頁

国民参政会之観感	 林祖涵	４-６頁
山東抗日游撃戦争的発展	 黎玉	７-12頁
論資本主義時代民族運動与民族問題（民族殖民地問題講座第２講）
	 楊松	13-18頁
我們対於第三期抗戦中保衛陝西与保衛西北的意見（８月１日）
関烽　楊清　徳生　方晟　初梨　彬如　薛斯　汪鋒　張英　陳煦	19-2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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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0期（1938年８月28日）

時評
共産党員在保衛武漢中的責任（『新華日報』社論）	 １-２頁
動員武漢工友和民衆幇助前線（『新華日報』社論）	 ２-３頁
是誰在故意挑撥磨擦？（８月22日）	 理	 ３頁

保衛武漢中動員民衆的幾個問題	 凱豊	４-５頁
徳国共産党中央対目前形勢決議（５月14日通過）	 徐冰訳	６-９頁
関於知行問題之研究（哲学研究）	 陳伯達	10-14頁
陝甘寧辺区的司法制度（辺区通訊）	 雷経天	15-16頁
劇本創作問題	 張庚	17-18頁
論帝国主義時代民族運動与民族問題（民族殖民地問題講座第３講）
	 楊松	19-24頁

第51期（1938年９月８日）

時評
関於和平妥協的伝説（９月１日）	 劉	 １頁
蔣委員長告淪陥区民衆	 任紅	１-２頁
羅斯福在加拿大的演説	 達	２-３頁
西叛軍拒絶撤退徳意侵略者在西的軍隊（８月27日）	 紅	３-４頁
細菌公佈的図書雑誌審査法（８月20日）	 達	４-５頁

朱総司令在延安各界民衆歓迎大会上的演説	 ４-５頁
冀東的起義

中共冀熱辺区委員会電（８月22日）	 ６頁
中共中央、中共北方局電（９月１日）	 ６頁

我們在晋西北与敵人作戦的経験	 蕭克	７-1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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徳国共産党中央対目前形勢決議（続完）（５月14日通過）	 12-14頁
共産主義者与道徳	 艾思奇	15-19頁
晋察冀辺区底過去和現在（７月７日至11日）	 柳林	20-28頁

第52期（1938年９月18日）

時評
紀念「九一八」鞏固国内団結（９月10日）	 劉	１-２頁
介紹抗日根拠地的晋察冀辺区（『新華日報』社論）	 ２頁
徳国法西斯侵略者対全欧的脅威	 達	２-３頁
西班牙政府軍的新勝利（９月12日）	 林	３-４頁

完成陝甘寧辺区地方民主政治的建設	 高自立	５-６頁
研究中国歴史的意義	 呉玉章	７-９頁
我們在晋西北与敵人作戦的経験（1938年７月）	 蕭克	10-19頁
戦争一年後的日本国民経済（自７月５日莫斯科『新聞報』）
	 焦敏之訳	20-22頁
論帝国主義時代民族運動与民族問題（民族殖民地問題講座第３講）
	 楊松	23-26頁
馬克思恩格斯関於唯物史観的書信

１　馬克思給能科夫（1848年12月28日）	 27-28頁

第53期（1938年９月30日）

共産国際執行委員会給西班牙共産党中央委員会電（専載）	 １頁
時評

向保衛大武漢的軍民致敬（９月24日）	 達	 ２頁
中国国民党「九一八」告同胞書（９月22日）	 史	 ２頁
箭在弦上的欧洲戦争危機（９月24日）	 達	 ３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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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人民英勇奮闘的両周年	 季米特洛夫　徐冰訳	４-10頁
一年余以来的華北抗戦（８月29日在延安抗大的演講）	 朱徳	11-15頁
改革我国地方行政機構的基礎	 黎平	16-22頁
新哲学会縁起（来件）	 22頁
馬克思恩格斯関於唯物史観的書信

２　馬克思給韋得梅葉爾（1852年３月５日）	 23頁
３　馬克思給恩格斯（1857年９月25日）	 23頁
４　馬克思給恩格斯（1866年７月７日）	 23頁
５　恩格斯給史密特（1890年８月５日）	 23-24頁
６　恩格斯給布洛赫（1890年９月21日）	 24頁

第54期（1938年10月15日）

時評
対於国民参政会第二次会議的希望（10月９日）	 松	１-２頁
希望迅速召集省市県参議会（10月１日）	 紅	 ２頁
厳防日寇漢奸的毒害（10月１日）	 紅	 ２頁
関於国聯援華的決議（10月４日）	 任	２-３頁
抗議瓜分捷克的慕尼黒協定（10月４日）	 達	３-４頁

全力援助中国人民反対日本侵略者的闘争（特載）（訳自『共産国際』７月号）
	 ５-７頁
日本経済状況（訳自『国際通訊』第41期）	 瓦爾格　徐冰訳	８-10頁
抗日民族統一戦線中的婦女工作問題	 孟慶樹　11-15、７頁
陝北公学分校的成就――録自「陝公」周年紀念大会上的演講詞
	 羅邁	16-21頁
論帝国主義時代民族運動与民族問題（民族殖民地問題講座第３講）
	 楊松	22-26頁
馬克思恩格斯関於唯物史観的書信

７　恩格斯給史密特（1890年10月27日）	 27-2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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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5期（1938年10月31日）

論目前抗戦形勢（『新華日報』10月７･８･９日社論）	 周恩来	１-５頁
抗戦以来的陝甘寧辺区	 林伯渠	６-８頁
論晋察冀辺区抗日根拠地的政権（10月13日）	 彭真	９-12頁
抗日民族統一戦線在山西（９月８日）	 甘泗淇	13-16頁
冀察熱寧軍区是怎様創造的？	 丘崗	17-19頁
論「保衛祖国」的口号	 張如心	20-23頁
中共中央六中全会致許広平女士電（10月19日）	 24頁
紀念魯迅（10月19日）	 成仿吾	 24頁
魯迅逝世二周年紀念	 陳伯達	 24頁

第56期（1938年11月７日）

蔣委員長告全国国民書（専載）（10月31日）	 １-３頁
時評

抗戦到底、争取抗戦的最後勝利！（10月31日）	 松	 ３頁
捷克被瓜分後（10月20日）	 達	 ４頁

論抗日民族統一戦線的発展、困難及其前途	 博古	５-９頁
動員全体人民参加抗戦	 凱豊	10-12頁
一個偉大的民主主義現実主義者的路――紀念魯迅逝世二周年
	 周揚	13-16頁

☆蘇聯十月革命二十一周年紀念☆
蘇聯十月社会主義革命的二十一周年	 徐冰	17-18頁
在準備和実行十月社会主義革命中的布爾塞維克党	 楊松訳	19-22頁
馬克思恩格斯関於唯物史観的書信

８　恩格斯給斯他爾根堡（1894年１月25日）	 艾思奇訳	23-2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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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恩格斯給梅林（1893年７月14日）	 艾思奇訳	 24頁

第57期（1938年11月25日） 
中共拡大的六中全会専刊

中国共産党拡大的六中全会
告全国同胞、全体将士和国共両党同志書（11月６日）	 １-３頁

論新階段――抗日民族戦争与抗日民族統一戦線発展的新階段　①③
	 毛沢東	４-37頁

抗日民族自衛戦争与抗日民族統一戦線発展的新階段（中国共産党拡大的
六中全会根拠毛沢東同志報告通過的決議）（11月６日）　①③④
	 38-42頁

中共拡大的六中全会関於召集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決議（11月６日）　①③④
	 43頁
中国共産党拡大的六中全会通電一束

中国共産党拡大的六中全会致蔣委員長電（11月５日）　④	 44頁
中国共産党拡大的六中全会致東北義勇軍及全体同胞電（11月５日）
	 45頁
中国共産党拡大的六中全会致八路軍新四軍電（11月５日）	 45-46頁
中国共産党拡大的六中全会致日本共産党電（11月５日）	 45-46頁
中国共産党拡大的六中全会致西班牙共産党中央電（11月５日）	 47頁
中国共産党拡大的六中全会致各国共産党電（11月５日）	 48頁

第58期（1938年12月12日）

時評
把六中全会的決議散佈到群衆中去！（11月30日）	 松	１-２頁
欧洲最近的局勢（11月30日）	 達	 ２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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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悼民族老英雄――范築先先生（11月30日）	 達	２-３頁
敵機轟炸延安（11月30日）	 奇	 ３頁

論目前華中抗戦情勢及今後任務（11月14日）	 朱理治	４-６頁
晋察冀辺区漢奸托派的売国罪状（11月７日）	 彭真	７-13頁
一二九運動三周年紀念	 陳伯達	14-19頁
蘇聯共産党取得勝利的経験与教訓	 呉黎平訳	20-24頁

第59期（1938年12月25日）

時評
目前戦局	 劉	 １頁
反対任何的漢奸政府、擁護国民政府！（12月16日）	 松	１-２頁
法徳和平宣言与徳国的外交政策（12月16日）	 松	２-３頁
加緊我国各民族団結保衛西北（12月18日）	 黎	３-４頁
為暴敵惨炸回民区西安回民同胞告全世界伊斯蘭弟兄書（転載）	 ４頁

欧美十一国共産党為反対慕尼黒四強協定及援助西班牙共和国宣言
	 ５-７頁
蘇聯人民戦勝外国干渉者和内部反革命

所給予中国人民争取抗戦勝利的経験教訓	 凱豊	８-10頁
対華侵略戦争中日本経済的危機	 王学文	11-14頁
晋察冀辺区粉砕日寇大挙囲攻中的経験教訓（12月８日）	 化若	15-17頁
在準備和実行十月社会主義革命時期中的布爾塞維克党（続）
	 楊松訳	18-23頁

第60･61期（1939年１月15日）

蔣委員長痛斥近衛声明（転載）	 １-６頁
時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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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二十八年新年献辞	 達	 ７頁
擁護蔣委員長、打倒漢奸汪精衛！（１月６日）	 松	８-９頁
英美対日政策漸趨積極化（１月５日）	 黎	 ９頁

論目前戦局与敵後抗戦的幾個問題	 王稼薔	10-15頁
国際形勢与我国抗戦	 黎平	16-22頁
評陳独秀的亡国論	 陳伯達	23-29頁
列寧関於弁証法的筆記

１　関於弁証法的問題（1916年）	 艾思奇訳	30-32頁
２　弁証法的諸規定
　　――列寧哲学筆記（関於黒格爾論理学）的摘録
	 艾思奇訳	32-33頁
３　黒格爾的弁証法（論理学）的方案	 艾思奇訳	33-34頁

在準備和実行十月社会主義革命時期中的布爾塞維克党（続）
	 楊松訳	35-44頁

第62期（1939年１月28日）

時評
論日本内閣的改組（１月20日）	 松	１-２頁
「一二八」七周年紀念	 達	 ３頁
美国修改中立法的問題（１月20日）	 奇	 ４頁

政治部今後工作（転載）	 ２-４頁
旧陰謀的新花様（１月15日在延安各界民衆抗日討汪大会的演講）
	 陳紹禹	５-11頁
列寧与中国人民解放的事業――為列寧逝世十五周年紀念而作
	 張如心	12-15頁
列寧論戦闘的唯物論底意義

（本文発表於俄文雑誌『在馬克思主義旗幟之下』的第３期）
	 柯柏年訳	16-1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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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産党中央委員会致国民党蔣総裁曁五中全会電　①④	 19頁
世界経済底新危機（12月30日）	 徐冰	20-26頁
追悼青年哲学家――温健公	 西萍	20-22頁
中国古代哲学的開端（中国古代哲学研究史草稿之一）	 陳伯達	27-28頁

第63･64期（1939年２月16日）

時評
敵第七十四屆議会反映了一些什麼？（２月４日）	 松	１-２頁
西班牙人民堅持抗戦（２月２日）	 黎	２-４頁
追悼東北義勇軍領袖－王徳林（２月４日）	 松	 ４頁
全国人民対於国民参政会第三次会議的希望（２月10日）	明	４-５頁

共同防共即是滅亡中国（２月３日）　①	 洛甫	６-12頁
回答破壊統一団結的陰謀（２月７日）	 王稼薔	13-16頁
八路軍一月来的勝利（２月１日）	 蕭向栄	13-22頁
関於蘇聯一国建成共産主義社会的問題	 黎平	17-26頁
老子的哲学思想（中国古代哲学研究草稿之二）	 陳伯達	27-30頁
陝北公学一年来教学的点滴経験（１月21日）	 邵式平	31-35頁
一個戦地工作団的工作経験与教訓	 賀仁	36-38頁
完成社会主義社会建設並実施新憲法的闘争中之布爾塞維克党
	 黎平訳	39-48頁

第65期（1939年２月28日）

慕尼黒協定後的反法西斯統一戦線	 季米特洛夫　呉文燾訳	１-７頁
加緊生産、堅持抗戦――２月２日在延安生産動員大会上的報告
	 李富春	８-13頁
晋察冀辺区粉砕敵人進攻中的幾個重要経験	 陸定一	14-1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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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戦地工作団的工作経験与教訓（続完）（12月20日）	 賀仁	20-25頁
論待人接物問題	 洛甫	26-32頁

第66期（1939年３月８日） 
紀念「三八」与開展婦運特輯

中共中央書記処関於開展婦女工作的決定（２月20日）	 １頁
中共中央婦委関於目前婦女運動的方針和任務的指示信（３月３日）
	 ２-５頁
共産党員与婦女解放運動	 陳紹禹	６-８頁
紀念「三八」与堅持抗戦	 琴秋	９-10頁
中共中央致聯共十八次代表大会賀電（３月２日）	 10頁
紀念「三八」節与辺区婦女	 孟慶樹	11-12頁
在炮火下的冀察晋婦女（通訊）	 范瑾	13-15頁
共産国際執委主席団関於目前国際婦女運動的決議（転載）（1937年７月）
	 16-17頁
紀念馬克思与孫中山	 陳伯達	18-21頁
馬克思墓前演説（1883年３月17日）	 恩格斯　黎平、石巍訳	 22頁
馬克思小伝（1878年）	 恩格斯　黎平、石巍訳	23-26頁
馬克思学説的歴史命運	 列寧　黎平、石巍訳	27-28頁
紀念模範的女革命家――克魯卜斯卡雅（３月３日）	 孟慶樹	29-32頁
克魯卜斯卡雅同志伝略	 32頁

第67期（1939年３月20日）

欧美十六国共産党号召実際援助西班牙共和政府宣言（１月27日）	 １-２頁
中国青年運動的新方向

――在西北青年救国聯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総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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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11月19日至21日）	 馮文彬	３-28頁
致蘇聯婦女電	 延安「三八」節紀念大会	 28頁
致世界婦女和平大会電	 延安「三八」節紀念大会	 28頁
晋察冀辺区粉砕敵人進攻中的幾個重要経験（続完）（１月19日）
	 陸定一	29-37頁
致全国婦女領袖宋何三先生電	 延安「三八」節紀念大会	 37頁
致西班牙婦女電	 延安「三八」節紀念大会	 37頁
延安「三八」国際婦女節大会致全国女同胞書	 38-39頁
致重慶新運総会婦女指導委員会並転全国

各婦女団体電延安「三八」節紀念大会	 40頁
致八路軍新四軍電	 延安「三八」節紀念大会	 40頁
八路軍二月分的勝利	 華	 40頁

第68期（1939年４月４日） 
陝甘寧辺区第一屆参議会特刊

陝甘寧辺区第一屆参議会特刊序言	 編者	 １頁
林主席在辺区第一屆参議会上的開幕詞	 ２-３頁
陝甘寧辺区政府対辺区第一屆参議会的工作報告　①	 林伯渠	４-20頁
致林主席蔣委員長電	 陝甘寧辺区第一屆参議会	 20頁
致重慶国民参政会電	 陝甘寧辺区第一屆参議会	 20頁
陝甘寧辺区第一屆参議会対陝甘寧辺区政府工作報告的決議	 21-22頁
陝甘寧辺区抗戦時期施政綱領　①	 23頁
条例五件

陝甘寧辺区政府組織条例　①	 24-26頁
陝甘寧辺区選挙条例　①	 26-27頁
陝甘寧辺区各級参議会組織条例　①	 27-29頁
陝甘寧辺区土地条例　①	 29-30頁
陝甘寧辺区高等法院組織条例	 30-3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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陝甘寧辺区第一屆参議会所通過的十二件重要提案
１　擁護蔣委員長討伐汪逆精衛案	 33頁
２　根絶漢奸、土匪、拡大地方武装案	 33頁
３　統一抗戦動員案	 33頁
４　発展国防経済建設案	 33-34頁
５　工作人員参加生産運動案	 34頁
６　	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戦線、調整辺区各級政府与隣接友区之関係、	

精誠団結、克服困難、争取抗日民族自衛戦争最後勝利案
	 34-35頁
７　発展国防教育提高大衆文化加強抗戦力量案	 35頁
８　優待抗日軍人家属案	 35頁
９　提高婦女政治経済文化地位案	 36頁
10　培養地方新聞幹部発展辺区新聞事業普遍新聞発行網読者網
　　提高新聞效能以拡大和加強抗戦建国宣伝工作案	 36頁
11　建立辺区衛生工作保障人民康健案	 36頁
12　奨励抗戦建国有功幹部案	 36頁

高議長在参議会上的閉幕詞	 37-38頁
陝甘寧辺区第一屆参議会告辺区同胞書	 39-40頁
致各戦区司令長官及全体将士電	 陝甘寧辺区第一屆参議会	 40頁
致八路軍新四軍電	 陝甘寧辺区第一屆参議会	 40頁

第69期（1939年４月15日）

『聯共（布）党史簡明教程』的歴史意義和国際意義	 凱豊	１-４頁
関於『聯共（布）党史簡明教程』
　１　『聯共（布）党史簡明教程』――布爾塞維主義底一個強有力的

　思想上的武器（1938年９月15日『布爾塞維克』第17･18期）
	 ５-９頁
　２　布爾塞維克的宣伝家（1938年９月20日『真理報』）	 ９-1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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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堅持華北抗戦	 左権	11-19頁
孔子的哲学思想	 陳伯達	20-24頁

第70期（1939年５月１日）

時評
紀念国際五一労動節	 鉄錚	１-２頁
関於斯大林同志和莫洛託夫同志在聯共全会上的報告	 達	２-３頁
英法蘇協定問題	 華	３-４頁
鹿鍾麟違反国策	 冰	４-５頁

中共中央関於開展職工運動与五一工作的決定（４月12日）　①	 ６頁
『解放』二週年紀念	 編者	７-８頁
五四運動　㉔	 毛沢東	 ９頁
論組織民衆的幾個基本原則　①㉗	 劉少奇	10-15頁
関於馬克思学説的若干辯正――読書雑記	 陳伯達	16-25頁
抗大政治部為三週年紀念徴求紀念品啓事（３月12日）	 25頁
青年要発揚五四愛国精神	 喬木	26-28頁

第71期（1939年５月15日）

中国共産党中央委員会為開展
国民精神総動員運動告全党同志書（４月26日）　①	 １-４頁

国民精神総動員口号（５月１日）　①	 中共中央宣伝部	 ４頁
国民精神総動員的政治方向（５月１日）	 毛沢東	５-７頁
艱苦奮闘中的冀南（３月25日）	 鄧小平	８-19頁
一年来的冀南抗日根拠地	 鳴平	８-21頁
中国共産党与道徳	 黎平	20-23頁
中共党務委員会関於開除劉力功的決定（４月19日）	 2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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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各界精神総動員宣誓曁紀念「五一」労動節大会通電	 24頁

第72期（1939年５月30日）

時評
抗戦到底的正確認識	 １-２頁
徳意政治軍事同盟	 ２頁

在敵後方的両個路線（５月15日）	 鄧小平	３-10頁
論最近欧洲的局勢与我国民族抗戦（５月４日）	 楊松	11-16頁
陝北公学的新階段	 成仿吾	17-18頁
党内教育欄

怎様做一個共産党員　①	 陳雲	19-24頁

第73期（1939年６月10日）

時評
汪精衛赴日和開展全国反対汪精衛的群衆運動	 洛甫	１-２頁
反共是日寇漢奸投降派的陰謀	 王明	 ２頁

延安検査工作的総結（５月23日）	 李富春	３-10頁
延安軍事部門検査工作的総結	 譚政	11-15頁
中央書記処関於延安検査工作総括的決定（５月24日）	 15頁
抗大教学的経験	 羅瑞卿	16-18頁
党内教育欄

支部	 陳雲	19-22頁
為什麼要開除劉力功的党籍（５月23日）	 陳雲	23-2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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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4期（1939年６月25日）

在第十八次党代表大会上関於聯共（布）中央工作的総結報告
	 斯大林	１-28頁

第75･76期（1939年７月７日）

中国共産党中央委員会
為抗戦両周年紀念対時局宣言（７月７日）　①④	 １-３頁

「七七」紀念特輯
当前時局的最大危機（６月30日）　㉔	 毛沢東	４-５頁
我們一定要勝利	 朱徳	５-６頁
堅持抗戦国策克服投降危険	 王明	６-８頁
抗戦両年（７月３日）	 周恩来	 ８頁
反対投降妥協堅持抗戦到底	 洛甫	８-９頁
抗戦両週年紀念献詞	 博古	 ９頁
目前抗戦的政略与戦略的中心問題（６月27日）　①	王稼祥	９-11頁
鞏固団結粉砕敵人的陰謀	 劉少奇	 11頁
堅持団結才能獲得最後勝利	 鄧発	11-12頁

十八集団軍彭副総司令談堅持河北抗戦与鞏固団結（５月20日）　⑥
	 彭徳懐	13-22頁
八路軍新四軍抗戦両年来的戦績（６月20日）	 蕭向栄	23-25頁
中国共産党十八週年紀念特輯

在民族自衛戦最前線的崗位上	 洛甫	26-29頁
論共産党的階級立場与民族立場的一致（３月25日）　①⑤
	 洛甫	30-36頁

八路軍全体将士為抗戦両週年紀念通電　①	 朱徳・彭徳懐等	 2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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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7期（1939年７月20日）

共産国際「五一」宣言	 共産国際執行委員会	１-４頁
社会主義国家及国際無産階級的闘争	 季米特洛夫	５-11頁
共産国際二十週年	 庫西寧	12-15頁
社論：擁護蔣委員長与中共中央的宣言（７月10日）	 16-17頁
「七七」抗戦二週年紀念致中国工人們　㉗	 劉少奇	18-19頁
荒唐的藉口危険的陰謀	 黎平	20-24頁

第78期（1939年７月28日）

聯共（布）駐共産国際執委代表団在聯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的報告
	 曼努伊爾斯基	１-24頁

第79期（1939年８月５日）

社論
敵政府及漢奸汪精衛的荒謬声明	 １-２頁

一二〇師抗戦両年来的総結（６月19日）	 賀龍	３-５頁
我們要学習什麼？怎様学習？（６月１日）	 羅邁	６-10頁
西方慕尼黒会議的厳重教訓	 徐冰	11-13頁
随感録	 陳伯達	14-15頁
関於「聯共（布）党史簡明教程」出版後党底宣伝的決議
	 聯共（布）中央決議（徐冰訳）	16-23頁
西北青年救国聯合会致三民主義青年団書（５月４日）	 24-2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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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0期（1939年８月15日）

関於発展蘇聯国民経済之第三個五年計劃
　――在聯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的報告和結論（３月14日和３月17日）
	 莫洛託夫	１-46頁

第81期（1939年８月20日）

用国法制裁反動份子　㉔	 毛沢東	１-３頁
関於平江惨案的談話	 周恩来	 ４頁
致軍委政治部陳部長電（７月22日）	 周恩来	 ５頁
在平江惨案被難諸烈士追悼大会上的演説	 張鼎丞	６-７頁
延安各界追悼平江惨案大会致全国通電（８月１日）	 ７頁
擁護真三民主義反対假三民主義（７月29日）	 洛甫	８-11頁
論共産党員的修養（一）（７月８日）　①㉖㉗㉘	 劉少奇	12-19頁
粉砕日寇的誘降政策	 陳昌浩	20-23頁
陝甘寧辺区各県的生産運動	 依平	24-26頁
斯大林与世界共産主義運動	 曼努伊爾斯基（楊松訳）	27-32頁

第82期（1939年８月30日）

社論
粉砕敵人「掃蕩」計劃堅持華北抗戦	 １-２頁

国際形勢与蘇聯的外交政策（５月30日）	 莫洛託夫（彦訳）	３-６頁
英法蘇三国協定談判的分析（６月30日『真理報』）
	 日丹諾夫（朔望訳）	７-８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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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共産党員的修養（二）（７月８日）　①㉖㉗㉘	 劉少奇	９-15頁
怎様研究辯證法唯物論	 艾思奇	16-19頁
墨子的哲学思想	 陳伯達	20-23頁
斯大林与世界共産主義運動（続）	 曼努伊爾斯基（楊松訳）	24-26頁

第83･84期（1939年９月20日）

関於目前国際形勢与中国抗戦的談話　②㉔	 毛沢東	１-３頁
伏羅希洛夫同志的談話	 ４頁
為完成中華民国的真統一而奮闘（８月７日）	 洛甫	５-７頁
論共産党員的修養（三）（７月８日）　①㉖㉗㉘	 劉少奇	８-20頁
新四軍在抗戦烽火中成長着	 張鼎丞	21-24頁
抗議英日談判（８月18日）	 徐冰	25-28頁
聯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与国際工人階級（『共産国際』1939年４月号）
	 何錫麟訳	29-40頁
関於列寧著『俄国資本主義的発展』一書

――聯共（布）党史研究資料之一――
	 西道羅夫（戈宝権訳）	41-44頁

第85期（1939年９月30日）

第二次帝国主義戦争講演提綱（９月14日）　②	 毛沢東	１-６頁
陝甘寧辺区生産運動的初歩総結（９月10日）	 李富春	７-９頁
葉青的假三民主義就是取消三民主義	 黎平	10-16頁
随感録	 陳伯達	17-18頁
社会主義与戦争	 列寧（楊松・袁維訳）	19-23頁
俄国為什麼廃除了農奴制度？

――聯共（布）党史研究資料之二――	 拝爾興（戈宝権訳）	24-26頁



比較法文化　第24号（2020）174

第86期（1939年10月10日）

我們対於過去参政会工作和目前時局的意見（９月８日）　②
	 毛沢東　陳紹禹　秦邦憲　林祖涵　呉玉章　董必武　鄧穎超	１-５頁
国民参政会第四次大会声討汪逆兆銘電	 ５頁
国民参政会第四次大会所通過之召集国民大会実行憲政案	 ５頁
時評

紀念双十節	 ６頁
擁護第四屆国民参政会的正確決議	 ６-７頁

与中央社記者劉先生、掃蕩報記者耿先生、新民報記者張先生的談話
（９月16日）　㉔	 毛沢東	８-９頁

蘇聯利益与人類利益的一致（９月28日）　㉔	 毛沢東	10-13頁
関於三民主義与共産主義（９月25日）	 王稼祥	14-18頁
怎様展開延安在職幹部的学習（８月30日）	 羅邁	19-21頁
関於蘇徳互不侵犯条約的報告（８月31日）	 莫洛託夫	22-25頁
社会主義与戦争（続）	 列寧（楊松・袁維訳）	26-29頁
「労動解放」社――聯共（布）党史研究資料之三――
	 伏林（戈宝権訳）	30-32頁

第87･88期（1939年10月30日）

中共中央関於目前形勢与党的任務的決定（10月10日）　②④㉔	 １頁
関於堅持山西抗戦克服危険傾向宣言（10月10日）
	 中国共産党山西省委員会	２-３頁
中国共産党晋察冀辺区党

第二次代表大会告全辺区同胞書（９月３日）　②	 ４-５頁
中国共産党晋察冀辺区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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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代表大会告辺区周囲淪陥区域同胞書（９月３日）　②	６-７頁
時評

慶祝南北交輝的勝利（10月14日）	 化若	 ８頁
鞏固敵後抗日根拠地（７月６日）	 彭徳懐	９-13頁
新四軍怎様与大江南北的民衆共同堅持抗戦（８月13日）	張鼎丞	14-17頁
陝甘寧辺区区長大会的成功	 高自立	18-20頁
論共産主義者対三民主義関係的幾個問題	 陳伯達	21-29頁
統一和闘争	 艾思奇	30-33頁
魯迅逝去三週年紀念	 蕭三	34-35頁
西班牙抗戦暫時失敗的厳重教訓	 容鐘　呉文燾	36-39頁
什麼是烏託邦社会主義？――聯共（布）党史研究資料之四――
	 『布爾塞維克』雑誌（戈宝権訳）	40-41頁
西班牙共産党宣言	 西班牙共産党中央委員会（世綸訳）	42-44頁

第89期（1939年11月７日）

目前国内外形勢与参政会第四次大会的成績（９月20日）　⑦
	 陳紹禹	１-14頁
十月革命二十二週年紀念特輯

十月社会主義革命与馬克思列寧主義	 陳伯達	15-17頁
十月社会主義革命与革命転変問題	 黎平	18-25頁
十月革命与蘇聯底和平政策	 許之楨	26-28頁
社会主義革命与知識份子	 艾思奇	29-32頁
十月革命四週年紀念	 列寧（楊松・袁維訳）	33-36頁

第90期（1939年11月20日）

論抗戦相持階段的形勢与任務（10月24日）	 洛甫	１-８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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陝甘寧辺区党的工作	 李富春	９-13頁
論正義戦、非正義戦与保護祖国口号（10月17日）	 楊松	14-18頁
関於蘇聯外交政策評論摘輯

真理報関於蘇聯外交政策的評論	 19-20頁
消息報関於蘇聯外交政策的評論	 20-21頁
消息報与紅星報論蘇徳締結新約	 21頁
真理報論蘇愛互助協定	 22頁
消息報論蘇拉互助協定	 22-23頁
真理報論蘇立互助協定	 23-24頁

中国共産党中央委員会電賀蘇聯十月革命二十二週年紀念	 24頁
関於普列漢諾夫的「我們的分岐」一書

――聯共（布）党史研究資料之五――
	 葉高羅夫（戈宝権訳）	25-26頁

第91･92期（1939年12月11日）

社論
如何才能真正実行憲政	 １-３頁
擁護共産国際宣言	 ４頁

論堅持冀中平原游撃戦争	 関向応	５-９頁
中国共産党中央委員会電悼白求恩大夫（11月21日）	 ９頁
「掃蕩」与反掃蕩的一年（９月11日）	 左権	10-22頁
晋察冀辺区政府工作的成就（摘録自晋察冀辺区行政委員会的報告）
	 23-26頁
甘粛近況（通訊）（10月20日）	 雲衢	27-29頁
消息報論蘇芬互助協定	 29頁
論蘇聯外交政策（10月31日）	 莫洛託夫	30-36頁
革命的民粋派和自由主義的民粋派

――聯共（布）党史研究資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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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羅斯拉夫斯基（戈宝権訳）	 37-40頁

第93期（1939年12月20日）

促進憲政運動努力的方向	 王明	１-３頁
堅持華北抗戦両年中之八路軍的戦績	 ３頁
克服目前政局主要危険堅持華北抗戦（10月25日）	 彭徳懐	４-12頁
論我後方的群衆運動（11月15日）	 関烽	13-19頁
一年来冀東人民的游撃戦争	 姚依林	20-25頁
紀念我們的国際友人――白求恩同志

中国共産党中央委員会電悼白求恩大夫電（11月21日）	 26頁
中国共産党中央委員会慰問白求恩大夫家属電（11月23日）	 26頁
国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団軍朱彭総副司令慰問白求恩大夫家属電
（11月23日）	 27頁
延安各界追悼白求恩大夫大会慰問白求恩家属電（12月１日）	 27頁
白求恩同志給聶司令等的信（７月１日）	 28-29頁
紀念諾爾曼・白求恩博士	 馬海徳	30-31頁

抗大、陝公、魯藝、青訓班及八路軍衛生学校等五校全体同学
　為斥責民族敗類楊傑等宣言（11月15日）	 32頁

第94期（1939年12月25日）

関於聯共（布）党章修改的報告
――在聯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	 日丹諾夫	１-37頁

関於聯共（布）党章修改的決議――根拠日丹諾夫同志的
報告聯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一致通過的決議（３月20日）
	 38-4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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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5期（1939年12月30日）

共産国際為紀念十月革命二十二週年宣言　⑤
	 共産国際執行委員会	１-４頁
美国共産党為反対第二次帝国主義戦争宣言
	 美国共産党中央委員会	５-７頁
慶祝全世界人民偉大領袖斯大林同志六十大壽

中共中央致電祝賀斯大林同志六十大壽（12月21日）	 ８頁
中国共産党陝甘寧辺区第二次代表大会

	 祝賀斯大林同志六十大壽（12月20日）	 ８頁
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　㉔	 毛沢東	 ９頁
中国軍人心目中的斯大林（12月15日）	 朱徳	 ９頁
斯大林伝	 呉玉章	10-14頁
蘇聯最高蘇維埃以社会主義労動英雄銜加贈斯大林同志	 14頁

布爾塞維主義之有力的思想的武器（『真理報』９月９日社論）
	 （蕭三訳）	15-17頁
対新華日報記者之談話（12月12日）　⑥	 彭徳懐	18-19頁
中国共産党陝甘寧辺区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彙輯

抗戦新階段中陝甘寧辺区的任務（11月15日）　②⑩	 高崗	20-30頁
中国共産党陝甘寧辺区第二次代表大会

　　　　告辺区全体党員書（12月10日）　②⑩	 31-35頁
中国共産党陝甘寧辺区第二次代表大会

　　　　告全辺区民衆書（12月10日）　②⑩	 35-37頁
大会致中共中央賀伝　⑩	 37頁
大会致八路軍新四軍電　⑩	 38頁
大会決議
　　大会的総決議　⑩	 39頁
　　関於擁護和拡大八路軍的決議　②⑩	 39-4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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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関於発展辺区経済改善人民生活的決議　②⑩	 40頁
　　関於辺区徴収農業税与商業税的決議　②⑩	 40頁
　　関於発展辺区教育提高辺区文化的決議　②⑩	 41頁
　　関於開展衛生保健工作的決議　②⑩	 41-42頁
　　関於深入郷村工作的決議　②⑩	 42頁
　　関於審査党的成份的決議　②④⑩	 42-43頁
　　関於党内幹部教育問題的決議　②⑩	 43-44頁
　　関於開除蔡子偉、鮑立道、艾印三党籍的決議　②⑩	 44頁

第96期（1940年１月20日）

駁斥某戦区司令長官部造謡的談話	 毛沢東	 １頁
通電全国反対槍口対内進攻辺区　②⑥
	 朱徳　彭徳懐　林彪　賀龍　劉伯承　蕭勁光　林伯渠　高崗	 ２頁
斯大林論列寧	 ３-７頁
紀念反対帝国主義戦争的戦士――李卜克内西与盧森堡（１月10日）
	 黎平	８-12頁
我們需要的憲政	 林伯渠	 13頁
論敵寇之所謂「治安粛正」	 楊尚昆	14-19頁
新四軍戦績	 19頁
関於法幣問題（12月５日）	 王思華	20-23頁
晋察冀辺区八路軍二十個月的戦績	 23頁
我們是一支新的労動軍――中央直属機関学校十個月生産運動総結
	 王首道	24-31頁
随感録 西安市上的投降邪設	 允中	32-33頁
第一国際――国際工人運動研究	 趙毅敏	34-35頁
書報評論　関於『八路軍軍政雑誌』	 蕭向栄	36-38頁
英国共産党中央対時局宣言	 39-40頁
『真理報』論美国在太平洋的政策	 4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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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星報』論日本侵華戦争之困境	 40頁

第97期（1940年１月30日）

八路軍致林主席蔣委員長等電	 １-２頁
八路軍戦闘統計	 ２頁
社論

投降就是亡国	 ３-５頁
汪逆之醜劇	 ５頁
戦争与諸資本主義国家裏的工人階級	 季米特洛夫（楊松訳）	６-９頁
従物価高漲説到抗戦中的民生問題（１月20日）	 左健之	10-17頁
日本的米荒	 傅弭	18-21頁
随感録（１月20日）	 黎平	22-23頁
在闘争中的冀察晋辺区工人（通訊）	 24-26頁
慶祝呉玉章同志六十大壽

中共中央祝賀呉玉章同志六十大壽（１月15日）	 27頁
向一位老戦友致敬	 林伯渠	 28頁
壽呉老六十	 伯渠	 28頁

十月革命二十二週年	 莫洛託夫	29-30頁
法国共産党底宣言（10月14日）	 31-32頁

第98･99期（1940年２月20日）

中共中央関於目前時局与党的任務的決定（２月１日）　②⑨	 １-２頁
相持階段中的形勢与任務（２月１日）　②㉔	 毛沢東	３-７頁
朱彭総副司令電呈蔣委員長反対汪逆売国密約	 ７頁
延安民衆討汪擁蔣大会通電　㉔	 ８-９頁
参政員毛沢東等致国民参政会電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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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沢東　陳紹禹　林祖涵　呉玉章	 10頁
新四軍張参謀長再電呈衛司令長官懲兇雪冤	 張雲逸	 10頁
時論

冀察晋辺区粉砕敵人冬季「掃蕩」的勝利	 11-13頁
八路軍某師創造魯西抗日根拠地	 13頁
二七特輯
「為自由而戦！為人権而戦！」	 康生	14-16頁
紀念「二七」的意義	 張浩	17-21頁

新民主主義論（１月15日）　②	 毛沢東	22-40頁
戦争与諸資本主義国家裏的工人階級（続）	 季米特洛夫（楊松訳）	41-44頁
評五五憲草	 何思敬	45-54頁
随感録	 黎平	55-56頁

第100期（1940年２月29日）

社論
站在中華民族解放事業的前進崗位上――紀念解放報出版一百期
	 １-４頁

列寧論党報的作用	 ４頁
力争時局好転克服時局逆転	 王明	５-９頁
在「二七」紀念大会上的報告	 鄧発	10-16頁
晋西北之今昔　⑫	 賀龍	17-20頁
八路軍一二九師両年半戦功総結	 20頁
蒙古民族与抗日戦争	 関烽	21-26頁
共産国際二十一週年	 蕭三	27-3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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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1期（1940年３月８日）

中共中央為「三八」節工作給各級党部的指示（２月１日）	 １頁
延安各界憲政促進会宣言　②⑱	 呉玉章等	２-３頁
山東憲政促進会通電全国正式成立	 ３頁
延安各界憲政促進会対於国民大会代表

選挙法之修正案（２月20日）　⑦⑱	 ４-５頁
更正	 解放社校対科	 ５頁
延安各界憲政促進会対於国民大会組織法修正案（２月20日）　⑱	 ６頁
新民主主義的憲政（２月20日）　㉑㉔	 毛沢東	７-10頁
消息報論汪逆之失敗	 10頁
社論

我們要求真正民主的憲政	 11-13頁
関於目前憲政運動基本問題的意見　②⑱	 陳伯達	14-19頁
延安婦女界憲政促進会致宋慶齢何香凝先生函	 19頁
関於竹溝事変　㉒	 彭雪楓	20-22頁
八路軍戦績（１月５日-２月５日）	 22頁
十月革命二十二週年（続）	 莫洛託夫	23-28頁

第102期（1940年３月31日）

中共中央致蔡孑民先生家属唁電（３月９日）	 １頁
悼蔡元培呉承仕両先生	 １-２頁
中国工人与憲政　⑱	 鄧発	３-５頁
在延安各界憲政促進会成立大会上的講話　⑱	 呉玉章	６-10頁
陝甘寧辺区政府林主席関於辺区問題呈程主任電（３月14日）
	 林祖涵	 1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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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東南的迫切的減租減息問題	 黄遠	11-14頁
墨子哲学思想（中篇）（続第82期）	 陳伯達	15-21頁
大後方的学生（通訊）	 喬木	22-25頁
列寧為創立共産国際而奮闘	 雅魯斯拉夫斯基（文燾訳）	26-34頁

第103期（1940年４月10日）

時評
粉砕汪精衛傀儡政府	 １-２頁
蘇聯和平政策的新勝利	 ３-５頁

消息報評論蘇外交政策的勝利	 ５頁
抗戦以来中華民族的新文化運動与今後任務（１月５日）　⑪	 洛甫	６-21頁
陝甘寧辺区自然科学研究会宣言	 21頁
兵役動員的現状及今後改善之辦法	 蘇明	22-30頁
毛沢東論抗戦的政治動員	 30頁
巴黎公社（研究）	 柯柏年	31-34頁
陝甘寧辺区文化協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　⑧	 35-36頁

第104期（1940年４月20日）

抗戦以来的新四軍	 項英	１-６頁
陝甘寧辺区民主政治的特点及其在郷的具体実施　⑲	 左健之	７-15頁
新四軍張参謀長致電蔣委員長等請制止進攻新四軍	 15頁
英国的反蘇陰謀	 呉文燾	16-18頁
『真理報』論蘇芬和約	 18頁
墨子哲学思想（下篇）	 陳伯達	19-25頁
徳国共産党宣言――録自去年徳国共産党中央委員会

対此次欧洲大戦的声明	 （呉文燾訳）	 26頁



比較法文化　第24号（2020）184

第105期（1940年４月30日）

八路軍新四軍討汪救国通電　②	 朱徳　彭徳懐　葉挺　項英	 １頁
迎接偉大的「五一」国際労動節	 鄧発	２-４頁
論国際共産各支部内「聯共（布）党史簡明教程」底伝佈与研究

以及馬克思列寧主義底宣伝
――訳自８月24日徳文『国際通訊』第８巻第45期	 （景林訳）	５-12頁

長期被圧迫与長期奮闘的回回民族	 羅邁	13-15頁
評「県各級組織綱要」	 蘇明	16-22頁
晋察冀辺区各団体電請中央任命朱副司令長官主持冀省軍政	 22頁
関於蘇聯外交政策的報告（３月29日）	 莫洛託夫	23-28頁

第106･107期（1940年５月15日）

社論
堅持団結抗戦反対分裂陰謀	 １-４頁

斯大林与国際無産階級	 季米特洛夫（師哲訳）	５-11頁
生産運動総結与新的任務（２月18日）	 李富春	12-16頁
八路軍一二九師三月份的戦績	 16頁
長期被圧迫与長期奮闘的回回民族（続）	 羅邁	17-22頁
中国青年的当前任務

――為第二屆中国青年節和西青救成立三週年紀念而作
	 馮文彬	23-27頁

張参謀長致電林主席請求停止進攻新四軍	 27頁
評「国民大会代表選挙法」	 允中	28-34頁
卡爾・馬克思伝略	 許之楨摘訳	35-36頁
馬克思回憶録	 拉発格（王石巍訳）	37-4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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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蔭梧之真面目（通訊）（１月22日）	 柳君廉	46-50頁
憶××県国大代表選挙（通訊）（２月底）	 斉鳴	51-52頁

第108期（1940年５月30日）

中国抗戦的厳重時機和目前任務（３月）	 周恩来	１-７頁
欧洲九個月的帝国主義戦争（５月26日）	 蕭林	８-16頁
侯如墉在冀西的罪悪行動（通訊）	 張心光	17-19頁
社会的存在与社会的意識	 尤琴（博古訳）	20-28頁

第109期（1940年６月16日）

時論
半年来華北反掃蕩戦争	 １-４頁

民族危機加深与怎様争取時局好転（４月15日）	 彭徳懐	５-10頁
回回問題研究（４月）	 羅邁	11-22頁
馬克思的読書方法	 柯柏年	23-28頁
石友三在冀南	 李樹青	29-31頁
関於列寧的『什麼是「人民之友」和他們如何反対

社会民主派』一書	 Ｆ・耿金娜（博古訳）	32-39頁
斯大林――列寧事業的継承者	 莫洛託夫（呉文燾訳）	40-44頁
法国共産党宣言――我們控訴	 45-46頁

第110期（1940年７月１日）

共産主義底偉大理論家――斯大林	 曼努伊爾斯基（師哲訳）	１-６頁
在延安在職幹部学習週年総結大会上的講話	 朱徳	７-８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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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路軍四五両月份戦績	 ８頁
在延安在職幹部学習週年総結大会上的講話	 任弼時	９-10頁
延安在職幹部一年来学習経験総結（６月６日）	 羅邁	11-17頁
日本革命的無産階級底目前任務	 波川	18-20頁
冀中平原游撃戦争（３月４日）	 呂正操	21-30頁
列寧的『進一歩退両歩』一書

――『聯共（布）党史』研究資料之十九
	 Ｅ・布爾若洛夫（戈宝権訳）	31-33頁

研究『聯共（布）党史』名詞詮釈	 許之楨摘訳	34-36頁

第111期（1940年７月16日） 
抗戦三週年紀念特輯

中国共産党中央委員会為抗戦三週年紀念対時局宣言　②⑩	 １-３頁
団結到底	 毛沢東	３-４頁
鞏固全国抗日軍的団結争取最後勝利	 朱徳	４-５頁
為澈底実現抗戦建国綱領而闘争	 任弼時	５-６頁
抗戦勝利的唯一保証	 王明	６-８頁
克服困難争取抗戦最後勝利	 康生	８-９頁
渡過困難危険争取抗戦勝利（７月１日）	 王稼祥	９-10頁
処在厳重困難的関頭（７月１日）	 鄧発	 11頁
欧戦新形勢与中国抗戦	 洛甫	 12頁
為争取抗戦最後勝利而奮闘	 朱徳	12-16頁
用自我批評来紀念我党十九週年和抗戦三週年	 呉玉章	16-23頁
抗戦三年来八路軍的英勇戦績	 蕭向栄	24-3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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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2期（1940年８月１日）

朱総司令在延安幹部会議上的報告　②⑫	 朱徳	１-６頁
社論

堅持団結克服困難争取抗戦最後勝利	 ７-10頁
宣伝家的列寧	 潘克拉多娃（呉文燾訳）	11-15頁
亟待改革的教育（６月）	 羅邁	16-22頁
法国毀滅的残酷教訓	 黎平	23-26頁
法蘭西帝国主義的崩潰	 蕭林	27-34頁
第一次世界帝国主義戦争的総結

――『聯共（布）党史』参考資料之七
	 Ａ・耶路撤林姆斯基（戈宝権訳）	35-41頁

関於『磨擦従何而来』――書報評論	 健之	42-44頁

第113期（1940年８月16日）

社論
読蔣介石先生「告国民党全体党員書」感言（７月15日）	 １-３頁

論抗戦中的民生問題	 鄧発	４-９頁
朱彭総副司令致電林主席蔣委員長（７月７日）	 ９頁
日本統治階級内部的矛盾与近衛新内閣的成立（７月28日）
	 王学文　李初梨	10-14頁
真理報評日内閣之更動	 14頁
共産国際雑誌論日内部之分岐	 14頁
愛拉立比布人民的解放	 允中　健之	15-19頁
英帝国主義在印度的統治与印度民族解放運動	 呉文燾	20-25頁
美国共産党対当前時局問題的態度	 景林訳	26-2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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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共産党宣言	 呉文燾訳	28-29頁
莫洛託夫略伝	 師哲訳	30-34頁

第114期（1940年９月１日）

共産国際「五一」宣言	 共産国際執行委員会（袁維訳）	１-４頁
蘇聯外交政策（８月１日）	 莫洛託夫	５-７頁
近衛内閣的特点及其対外政策（８月７日）	 王学文　李初黎	８-11頁
論目前国際形勢（８月８日）	 楊松	12-19頁
論孫中山先生及其学説――『三民主義概論』増訂版序論	 陳伯達	20-26頁
抗戦三年来敵我在教育戦線上的闘争（７月７日）	 温済沢	27-32頁
列寧如何研究馬恩底著作	 実甫	33-36頁

第115期（1940年９月16日）

「八一三」三週年紀念日蔣委員長告淪陥区民衆書	 １-３頁
時評

加強援助淪陥区的工作	 ４頁
八路軍在華北反掃蕩的百団大戦	 ５頁
無産階級和無産者底政党――関於党章底第一条問題
	 斯大林（師哲訳）	６-９頁
晋察冀辺区的形勢（２月28日）	 聶栄臻	10-15頁
在冀中平原上我們怎様和敵人闘争（８月７日）	 孫志遠	16-24頁
論孫中山先生及其学説（続）――『三民主義概論』増訂版序論
	 陳伯達	25-30頁
列寧如何研究馬恩底著作（続）	 実甫	31-35頁
意大利共産党宣言	 36-39頁
売国賊託洛茨基的可恥結局（『真理報』社論）	 4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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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6期（1940年10月１日）

反対帝国主義戦争的闘争	 季米特洛夫（景林訳）	１-９頁
拡張百団大戦的偉大勝利	 朱徳	10-11頁
延安各界紀念九一八九周年慶祝八路軍百団大戦勝利大会通電

致国民政府軍事員会電	 11頁
致朱彭総副司令電	 11頁

「百団大戦」戦績初歩総結（９月14日）
	 第十八集団軍総司令部野戦政治部	12-13頁
彭副総司令談百団大戦的偉大意義　②	 14-16頁
蔣委員長嘉奨八路軍「百団大戦」電	 16頁
衛司令長官賀八路軍「百団大戦」電	 16頁
論堅持晋察冀抗日根拠地的任務及方針　⑫	 舒同	17-22頁
淪陥九年来的東北有了収復的把握（９月18日）	 李延禄	23-24頁
論孫中山先生及其学説（続完）――『三民主義概論』増訂版序論
	 陳伯達	25-29頁
日本帝国主義積極南進下的荷属東印度群島問題	 呉文燾	30-32頁
世界人民公敵托洛茨基的可恥的死亡	 允中	33-36頁
法国共産党宣言	 呉文燾訳	37-38頁

第117期（1940年10月16日）

社論
論目前時局（９月30日）	 １-６頁

十八集団軍総司令部関於「百団大戦」的通告	 ６頁
晋察冀辺区抗日民主政治発展上的重大事件	 ７頁
中国共産党晋察冀辺区党委所提擬之「晋察冀辺区施政綱領」	 ７-８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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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〇師抗戦三周年	 賀龍	９-14頁
従「百団大戦」説起	 蕭向栄	15-20頁
消息報論蘇聯共産主義青年団員之参加共産主義社会建設	 20頁
敵後反掃蕩的勝利	 陳漫遠	21-22頁
欧洲帝国主義戦争対於一九三九年資本主義世界経済之影響
	 瓦爾加（楊松摘訳）	23-29頁
越南的民族解放運動	 黄越（呉文燾訳）	30-32頁
真理報論徳意日軍事同盟協定	 32頁
西班牙人民戦争的教訓――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九年
	 狄亜士（余光生訳）	33-41頁
真理報論『聯共（布）党史』出版二周年紀念	 41頁
徳国共産党宣言	 （呉文燾訳）	42-43頁
英国共産党宣言	 （呉文燾訳）	 44頁

第118期（1940年11月１日）

時論
帝国主義戦争在走向世界戦争的路上	 １-２頁
中国面前臨着重大的新危機（10月10日）	 ３-４頁

三年抗戦与八路軍	 彭徳懐	５-29頁
第十八集団軍後方留守主任蕭勁光同志致蔣委員長等電	 29頁
欧洲帝国主義戦争対於一九三九年資本主義世界経済之影響（続完）
	 瓦爾加（楊松摘訳）	30-34頁
最近日本戦時経済的悪化	 『敵国彙報』９期時評	35-36頁
捷克斯拉夫共産党人之態度	 （柯柏年訳）	37-39頁
『真理報』論紅軍戦術演習	 39頁
墨西哥七七選挙的経験教訓	 狄昂里司阿・恩其那	 4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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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9期（1940年11月16日）

時論
偉大十月社会主義革命的二十三週年	 １-２頁
独立的中国必要站在両大帝国主義陣線之外	 ３-４頁

列寧反対社会民主主義	 曼努伊爾斯基（景林訳）	５-９頁
什麼是社会主義	 費煦（兪光生訳）	10-21頁
在社会主義国家裏的母親們	 21頁
関於晋察冀辺区目前的施政綱領	 彭真	22-25頁
徐向前将軍従談山東抗戦現状及其前途	 26-27、25頁
朱彭総副司令電蔣委員長説明韓徳勤部万五千人大挙進攻新四軍詳情	 28頁
関於陝甘寧辺区農村経済的幾個問題	 謝覚哉　左健之	29-35頁
智利共産党号召建立人民陣線全国代表大会	 36頁

第120期（1940年12月１日）

為顧全大局挽救危亡朱彭葉項覆何応欽白崇禧佳電（11月９日）　②
	 朱徳　彭徳懐　葉挺　項英	１-２頁
社論

目前時局的厳重危機	 ３-６頁
百団大戦九月份在晋察冀的勝利	 ６、38頁
什麼是社会主義（続完）	 費煦（兪光生訳）	７-17頁
電気化在蘇聯的進展	 17頁
晋察冀軍区抗戦三年来的政治工作（10月15日）	 舒同	18-24頁
現時大後方的物価問題	 東風	25-31頁
論敵寇在華北的宣伝教育政策	 孫泱	32-38頁
陝甘寧辺区新文字協会成立縁起	 3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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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青年反対帝国主義戦争	 喬木	40-44頁
紅星報論国際形勢	 44頁
馬列主義論戦争及其起源	 蕭林訳	45-48頁

第121期（1940年12月16日）

社会民主党怎様了解民族問題	 斯大林（師哲訳）	１-９頁
朱彭質問何応欽通電　②	 朱徳　彭徳懐	 ９頁
蘇北事件真相	 10-20頁
日本的「新政治体制」是什麼？	 『敵国彙報』第12号時評	21-26頁
漢奸托洛茨基份子破壊抗戦的罪行	 夏印　允中	27-33頁
蘇聯人民紀念基洛夫逝世六週年	 33頁
美帝国主義与帝国主義戦争	 允中　健之	34-38頁
蘇聯第三個五年計劃可能四年中完成	 38頁
百年来英帝国主義在中国――鴉片戦争百年紀念（11月18日）
	 韋文	39-44頁

第122期（1941年１月１日）

社論
反対「日汪条約」、開展反汪運動（12月５日）　②	 １-４頁

論敵後抗日根拠地的政治、経済、文化的建設	 郭洪濤	５-22頁
美帝国主義与帝国主義戦争（続完）（11月20日）	 允中　健之	23-27頁
関於帝国主義的戦時宣伝	 呉文燾	28-30頁
恩格斯伝略（一八二〇年――一八九五年）	 允中訳	31-32頁
関於『共産党宣言』（書報介紹）	 柯柏年	33-35頁
為石逆伏法罪状前後紛歧事王主任電政治部張部長明令公佈罪状以正視聴
	 3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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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審判	 托列士（余光生）	36-40頁

第123期（1941年１月16日）

紀念列寧逝世十七週年
関於列寧的逝世――1924年１月26日
　在第二次全蘇蘇維埃代表大会上的講演	 斯大林（允中訳）	１-３頁
掌握創造性的馬克思主義
　――為紀念列寧逝世十七週年而作（12月29日）	 実甫	４-11頁

敵後抗日根拠地的財政経済建設（報告提綱）（９月25日至27日
在中共北方局高級幹部会上報告提綱之第二部分第４章）　⑳

	 彭徳懐	12-16頁
論敵後抗日根拠地的政治、経済、文化的建設（続）	 郭洪濤	17-26頁
提倡民族気節的必要	 范文瀾	27-29頁
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統一的、整個的学説
	 Ｇ・加克（博古訳）	30-41頁
八路軍指戦員新年電党中央致敬	 41頁
関於『共産党宣言』（続）（書報介紹）	 柯柏年	42-46頁

第124期（1941年２月１日）

中共中央発言人対皖南事変発表談話　②	 １-２頁
中国共産党中央革命軍事委員会発表命令与談話　②	 ３-５頁
新四軍将領就職通電（１月23日）	 ６頁
新四軍将領声討親日派通電（１月24日）	 ６頁
社論

抗議無法無天之罪行（１月16日）	 ７-８頁
論抗日根拠地的各種政策（１月15日）　⑯	 ９-1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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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彭葉項抗議皖南包囲通電（１月13日）	 ８頁
論敵後抗日根拠地的政治、経済、文化的建設（続完）	 郭洪濤	11-16頁
新四軍江北游撃縦隊一九四〇年戦闘勝利統計	 16頁
欧戦一年余来資本主義国度的人民生活（１月15日）	 唐喬	17-20頁
関於辯証法論理学認識論的一致性	 艾思奇	21-26頁
斯大林是聯共（布）党底歴史家	 耶魯斯拉夫斯基（師哲訳）	27-36頁

第125期（1941年２月16日）

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会命令（２月７日）
軍政委員会条例	 １頁

中共中央為「三八」節工作給各級党委的指示（２月５日）	 ２-３頁
聶栄臻等電賀新四軍将領就職（26日）	 ３頁
帝国主義戦争与第二国際的崩潰	 柯普蘭尼（余光生訳）	４-11頁
旧劇新演	 范文瀾	12-14頁
賀龍等電賀新四軍将領就職	 14頁
在冀中平原游撃戦争中政府怎様堅持工作	 孫志遠	15-21頁
蕭勁光等電賀新四軍将領就職	 21頁
斯大林底早年的哲学思想――読書剳記（１月15日）	 実甫	22-26頁
冀中八百万人民抗議皖南惨案	 26頁
斯大林是聯共（布）党底歴史家（続完）
	 耶魯斯拉夫斯基（師哲訳）	27-33頁
関於『共産党宣言』（続完）（書報介紹）	 柯柏年	34-42頁

第126期（1941年３月31日）

毛沢東同志覆美洲洪門総幹部監督司徒美堂先生等電（３月14日）	 １頁
共産党七参政員致国民参政会公函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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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沢東　陳紹禹　秦邦憲　林祖涵　呉玉章　董必武　鄧穎超	 ２頁
共産党参政員董必武鄧穎超致国民参政会公函　②	 ２-３頁
共産党七参政員覆函参政会重申不能出席本屆会議理由　②
	 毛沢東　陳紹禹　秦邦憲　林祖涵　呉玉章　董必武　鄧穎超	 ３頁
社論

擁護我党七参政員拒絶出席本屆参政会	 ４-５頁
辺区文化界慰問洪深先生電	 ５頁
共産国際及其各支部底宣伝活動（提綱）	 ６-12頁
論華北現状	 楊尚昆	13-16頁
帝国主義争逐下的泰国（３月15日）	 呉文燾	17-19頁
斯大林対於馬列主義哲学底偉大貢献	 米丁	20-24頁
十八次代表大会後聯共党員数量飛速増長	 24頁
辯証法唯物論怎様応用於社会歴史的研究	 艾思奇	25-31頁
消息報論列寧全集第四版	 31頁
巴黎公社研究指導

関於巴黎公社的講演提綱	 列寧	32-33頁
巴黎公社七十週年	 季米特洛夫（陳龍訳）	34-36頁

蘇聯一九四〇年経済成長成績和一九四一年国民経済発展計劃
	 伏士尼辛斯基	37-42頁
関於日本問題一般知識的簡明教程――『日本便覧』出版了！	 42頁

第127期（1941年４月30日）

中国共産党対蘇日中立条約発表意見　②④⑬	 １頁
中国工人階級当前的任務（４月10日）	 鄧発	２-３頁
列寧斯大林与五一労動節	 ４-10頁
批評国民党両面政策――抗日反共	 葉剣英	11-13頁
在毛沢東同志的旗幟下前進（４月15日）	 張如心	14-21頁
学習特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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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来的延安在職幹部教育	 曹軼欧	22-27頁
　　附：延安在職幹部教育第三期計劃（３月15日）	 27-29頁
関於研究哲学応注意的問題	 艾思奇	30-32頁
略談学習馬列主義的方法	 景仁	33-37頁

毛沢東同志致電白労徳同志抗議美大理院対美国人民的階級判決	 37頁
白労徳同志覆電	 37頁
馬克思之為人（４月14日）	 柯柏年	38-42頁

第128期（1941年５月15日）

中共陝甘寧辺区中央局関於発佈新的施政綱領的決定（４月30日）　②	 １頁
陝甘寧辺区施政綱領（５月１日）　②⑭	 １-３頁
辺区中央局発佈施政綱領	 ３頁
蘇日条約之偉大意義	 ３頁
時論

全国人民団結起来反対日本帝国主義的進攻（４月28日）	 ４頁
略論時局（５月12日）	 ５-６頁

戦争中的第二個五一節	 艾佛林（岳鴻訳）	７-９頁
蘇日条約所改変的和没有改変的	 喬木	10-12頁
反蘇反共是没有出路的	 12頁
英属馬来亜概況（４月18日）	 余光生	13-21頁
由封建的中国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	 伯達	22-27頁
斯大林同志与『聯共（布）党史簡明教程』
	 雅魯斯拉夫斯基（心清訳）	28-32頁
蘇聯出版事業的発展	 32頁
関於『聯共（布）党史簡明教程』一書与馬克思列寧主義底宣伝
	 楊松	33-36頁
阿根廷共産党的五一宣言	 36頁
発展是対立底統一和闘争	 Ｄ・列本金（允中訳）	37-40頁



延安時期の雑誌『解放』総目録と解題（３） 197

蘇北文協開第一次大会	 40頁

第129期（1941年５月31日）

中国共産党中央委員会通知（５月25日）　②	 １頁
中共中央関於党員参加経済和技術工作的決定（５月１日）　②	 １頁
社論

謡言与煙幕	 ２-３頁
請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	 ３-５頁

延安評論家評羅斯福爐辺閑話	 ５頁
為実現陝甘寧辺区新的施政綱領而闘争（５月26日）	 高崗	６-８頁
延安評論家之対美在将来願放棄在華治外法権之評論	 ８頁
戦争期間資本主義底変化	 瓦爾加（何錫麟訳）	９-13頁
晋察冀辺区民主政治的新建設（通訊）	 克寒	14-19頁
山城雑色（重慶通訊）（４月15日）	 毅甫	20-24頁
馬克思主義的哲学唯物論	 巧爾諾夫（博古訳）	25-38頁
蘇聯在一九四〇年的経済成果与一九四一年的国民経済発展計劃

――聯共第18次全聯邦代表会議対於伏士尼辛斯基同志
報告之決議	 （柯柏年訳）	39-40頁

第130期（1941年６月15日）

抗戦中両条経済路線的闘争（５月30日）	 林伯渠	１-３頁
新的東方慕尼黒的危険（６月３日）	 健之	４-６頁
蘇聯底体外政策（６月１日）	 実甫	７-13頁
山東八路軍四月份戦績	 13頁
新四軍第三師三四両月戦績	 13頁
蘇聯紅軍軍事訓練的新改組	 修可夫（石味訳）	14-1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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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星報論蘇聯紅軍之訓練	 17頁
太平洋風波中的菲律浜（２月20日）	 雲賓	18-24頁
晋察冀辺区民主政治的新建設（通訊）（続）	 克寒	25-29頁
怎様研究「資本論」	 王思華	30-39頁
季米特洛夫伝略	 蘇聯国家年鑑（宗彦訳）	 40頁

第131･132期（1941年７月７日）

中共中央為抗戦四週年紀念宣言（７月７日）　②⑮	 １-３頁
中共中央関於反法西斯国際統一戦線的決定（６月23日）　②④	 ３頁
紀念「七七」特輯

八路軍新四軍抗戦第四週年	 朱徳	４-７頁
正面的相持与敵後的「掃蕩」（６月28日）
　　――八路軍在艱苦的抗戦第四週年	 蕭向栄	８-９頁
抗戦四年来陝甘寧辺区的建設（６月16日）　⑰	 高崗	10-16頁
抗戦四年来的中国財政	 宣中材	17-21頁

本年一月至四月八路軍粉砕敵「掃蕩」経過
	 ７、16、22、25、31、40、51頁
莫洛托夫同志為反対法西斯徳国侵蘇広播演説	 22頁
斯大林同志号召蘇聯人民反抗法西斯徳国侵犯蘇聯的演説	 23-25頁
蘇徳戦争的爆発与為援蘇而闘争（６月28日）	 健之	26-31頁
蘇聯紅軍概況（６月30日）	 景仁	32-40頁
論創造性的学習（５月30日）	 張如心	41-45頁
晋察冀辺区民主政治的新建設（通訊）（続完）（１月６日）　㉓
	 克寒	46-51頁
列寧怎様研究馬克思	 告魯普斯卡雅	52-57頁
蘇聯工業及運輸業領域内党組織底組織任務	 石味訳	58-59頁
伸出的手（詩）	 艾青	 6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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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3期（1941年７月31日）

社論
一切為着希特勒主義之死亡
　　――論当前戦争性質与行動口号（７月16日）	 １-４頁

英共産党中央号召建立反法西斯民族統一戦線	 ４頁
論蘇徳戦争及反法西斯的闘争（６月28日）　②⑮	 周恩来	５-８頁
十八集団軍抗戦四週年戦績総結（７月７日）	 ８頁
青年学習問題（７月12日）	 凱豊	９-15頁
蘇徳実力対比（７月15日）	 健之	16-21頁
抗戦中大後方的農村経済概況（６月16日）	 韋文	22-31頁
皖南事変以来新四軍堅持抗戦偉績	 31頁
対於学習中国歴史的幾点意見（６月16日）	 葉護生	32-36頁
実践在認識上的作用	 奈鳥謨瓦（博古訳）	37-40頁

第134期（1941年８月31日）

斯大林同志広播講演（７月３日）	 １-４頁
小資料	 ４頁
我們堅決的方針与不可動揺的政策	 聶栄臻	５-８頁
当前各抗日根拠地青年運動的基本方向（８月10日）	 馮文彬	９-14頁
法西斯蒂鉄蹄下被奴役民族的血和涙

希特勒統治下的人間地獄	 15-20頁
在徳国佔領者的鉄蹄之下	 高富曼	21-22頁
巴黎在徳国法西斯蒂践踏下	 愛倫堡	23-24頁
希特勒主義的匪幇在華沙	 托利亜・巴爾利斯卡亜	 25頁
法西斯蒂在南斯拉夫的掠奪	 Ｍ・彼得里契	26-2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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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西斯蒂鉄蹄下被奴役民族的反抗闘争	 28-30頁
実践在認識上的作用（続完）	 奈鳥謨瓦（博古訳）	31-39頁
怎様写歴史	 師哲訳	40-46頁

邦訳についての注
　①	日本国際問題研究所中国部会編『中国共産党史資料集』第９巻、勁

草書房、1974年。
　②同上第10巻。
　③	満鉄調査部『抗日民族統一戦線運動史―国共合作に関する政治資

料』1939年。
　④	郭華倫著・矢島鈞次監訳『中国共産党史論』第３巻、第４巻、春秋

社、1990年。
　⑤『情報』第14号、1940年３月15日、興亜院政務部。
　⑥『情報』第15号、1940年４月１日、興亜院政務部。
　⑦『情報』第16号、1940年４月15日、興亜院政務部。
　⑧『情報』第17号、1940年５月１日、興亜院政務部。
　⑨『情報』第23号、1940年８月１日、興亜院政務部。
　⑩『情報』第25号、1940年９月１日、興亜院政務部。
　⑪『情報』第34号、1941年１月15日、興亜院政務部。
　⑫『情報』第38号、1941年３月15日、興亜院政務部。
　⑬『情報』第45号、1941年７月１日、興亜院政務部。
　⑭『情報』第47号、1941年８月１日、興亜院政務部。
　⑮『情報』第50号、1941年９月15日、興亜院政務部。
　⑯『情報』第53号、1941年11月１日、興亜院政務部。
　⑰『情報』第57号、1942年１月１日、興亜院政務部。
　⑱	『特調班月報』第２巻第１号、1940年10月、上海日本総領事館特別

調査班。
　⑲	『特調班月報』第２巻第２号、1940年11月、上海日本総領事館特別

調査班。
　⑳	『特調班月報』第３巻第５号、1941年５月、上海日本総領事館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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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査班。
　㉑	『通訊』第１巻第１期、1940年９月５日、上海日本総領事館特別調

査班。
　㉒	『通訊』第１巻第２期、1940年９月15日、上海日本総領事館特別調

査班。
　㉓	『通訊』第２巻第18期、1941年７月10日、上海日本総領事館特別調

査班。
　㉔『毛沢東選集』第２巻、新日本出版社、1966年。
　㉕同上第３巻。
　㉖『劉少奇論文集』浅川謙次訳、第三書房、1952 年。
　㉗『劉少奇著作集』第１巻、三一書房、1952 年。
　㉘『劉少奇選集』外文出版社、1985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