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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村庄的红色档案》

内容概要

本书共20万字，600幅图片。书稿中这600多份破旧“纸片子”，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晋东南太行山
区根据地的一个小村庄，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所收到的县里、区里等上级政府和部门的通知、指
示、命令，等等。这些文献的内容涉及政权建设、党建、土地革命、支前等方方面面。它展现和记录
了中共所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实践，深深地扎根于整个最底层的农村和农民之中，也记录下“老区”
千百万的乡亲们，为建立新中国所做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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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绪盛，北京市民防局原副局长。30多年来钟情于民国“纸片子”的收藏和民国历史文化的研究。在
《紫禁城》、《北京青年报》等多家杂志和报纸发表关于民国历史文化的研究文章，并出版《西藏纳
唐寺版画遗珍》《故纸堆:我所收藏的民国“纸片子”》《民国记忆:老“纸片子”收藏漫记》等图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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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看完之后，才知道“淮海战役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此言不虚啊！非常有意思，非常精
彩地解答了中国人民是怎样选择中国共产党的，比看过的任何党史都有意思和生命力。历史是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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