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繼史料 437

張繼史料

壹、小傳

張繼（1882-1947），字溥泉，河北滄州人。幼入私塾讀書，16歲

隨父張以南前往保定蓮池書院學習，師從桐城派大師吳汝綸，深受儒學

薰陶。18歲留學日本，於早稻田大學學習政治經濟，開始受革命思想

薰習，並結識章炳麟、黃興、孫中山等革命派人士。1905年加入同盟

會，任《民報》編輯兼發行人。1908年赴法國，與李煜瀛等人在巴黎

一起創辦《新世紀》等刊物，宣傳無政府主義。辛亥革命爆發後返國。

民國成立後，同盟會正式改組為國民黨，先生獲選為交際部主任，

負責黨內聯絡及吸收黨員等工作。1913年 4月國會成立，當選為第一

任參議院議長。不久因宋教仁遇刺事件，國民黨人為袁世凱驅逐，赴九

江參加討袁，失敗後追隨孫中山流亡日本，參與建立中華革命黨。袁世

凱死後，國會復會，先生在北京組織憲政商榷會，後改為益友社。孫

中山發動護法運動時，任廣州軍政府駐日代表，後又赴歐美爭取華僑

支持。1920年回國後，先後任廣東軍政府顧問、國民黨北方執行部部

長、國民黨廣州特設辦事處幹事長。

先生一度支持孫中山的聯俄容共政策，且於 1924年 1月在中國國

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當選為第一屆中央監察委員。卻於 6月，和謝

持、鄧澤如等聯名提出「彈劾共產黨案」，為此受孫中山斥責，避走上

海。孫中山去世後，鄒魯、謝持等在北京西山召開中國國民黨一屆四中

全會，先生雖因病並未參加，但簽名表示支持；為此受中國國民黨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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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全國代表大會書面警告。其後又出席了西山會議派的中國國民黨第二

次全國代表大會。1927年寧漢滬三方合組特別委員會，被推為委員。

又與居正代表特別委員會赴漢，促進寧漢合作。並同何應欽赴奉化，勸

蔣中正再起。復北上大連，轉赴日本，勸日本朝野助我北伐。

北伐統一後，先生任南京國民政府司法院副院長兼北平政治分會

主席。後又任中國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國民政府委員及蒙藏委員會委

員。1931年春，視察國民黨北方黨務。5月，聞寧粵分歧加劇，粵方對

中樞頗有微言，赴粵調停，後並向蔣中正提出讓胡漢民外遊之主張。國

民會議開會，擔任主席團主席，通過訓政時期約法。7月，與吳鐵城電

粵釋嫌，團結剿共。

1932年一二八事變起，國民政府遷洛陽辦公，先生任西京籌備委

員會委員長。1933年 2月，任中國國民黨華北辦事處主任。1937年兼

任國民黨中央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央監察委員會常務委

員、國民政府委員等職，除監察業務外，又究心於史料文物之保存。

抗戰軍興，取道南昌、長沙入川，督運開國史料，保藏於重慶。1939

年兼任中蘇文化協會四川分會會長。1940年任國史館籌備委員會主任

委員。1945年，中國國民黨六全大會開會，當選連任中央監察委員。

1946年 6月還都籌備國史館；冬，出席國民大會，任主席團主席。憲

政開始，任憲政實施促進委員會副會長。1947年 1月，任國史館館

長。12月 15日以肝膽宿疾猝發，溘然長逝。享年 66歲。

妻崔震華（1886-1971），字晳雲，天津北洋女子師範學堂畢業，亦

參與辛亥革命，與秋瑾、徐宗漢並稱為「革命三女傑」，歷任制憲國民

大會代表、國民參政會參政員、監察院監察委員等職。

貳、移轉及整理

自民國建立以來，國史編纂機構屢經籌組，惟以時局不穩，或旋立

旋輟，或附設在其他機構之中，無法顯現具體績效，直到 1947年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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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京正式開館，張繼出任館長，內部組織與人員齊備，確定國史館職

能為中華民國史編纂。雖然在任僅短短一年，即因病逝世，但奠定國史

館基礎之功，及與國史館關係之密切，實無庸置疑。

1957年國史館在臺復館後，對歷任館長史料之蒐集不餘遺力。張

繼史料經過初步徵集，1975年 1月移轉第一批，包括事略、墓表、年

譜、照片冊及紀念文章及報導等資料。1978年 10月，收入夫人崔震

華傳略一篇。2014年 8月，前總統府資政胡為真又捐贈一批，包括信

函、證書、文稿原件等，共計 21卷。這些史料原係張繼之侄、武壇國

術推廣中心創辦人劉雲樵所保管，劉過世前，轉交胡為真代為處理，最

後由胡為真捐贈國史館，不僅豐富了館藏，且極具意義。

參、內容

《張繼史料》包含張繼與夫人崔震華兩人的史料，其中張繼史料年

代起自 1911年辛亥革命至 1947年張繼逝世止，崔震華史料亦始自其參

加革命，至 1971年監察委員任內逝世為止。此全宗可分為文件類、照

片類、證件聘書類、圖書類及雜件類 5大項；茲分述如下：

一、文件類

1992年之前，本館已陸續徵集到張繼部分史料，包括張繼先生事

略、墓表、年譜（抄搞）、張繼個人照片、墨蹟（影本）、相簿等，又

保存一份在張繼逝世二週年，1949年 12月 15日《掃蕩報》出刊的一

張全版張溥泉先生逝世二週年紀念特刊，裡面收有吳敬恆、丁惟汾、林

尹、鄒魯等紀念性文章，和陳誠、閻錫山、于右任等題詞。另加上李猷

所撰，發表於《中華文化復興月刊》14卷第 10期的〈張溥泉先生及其

遺詩〉一文，成為張繼全宗的基本史料。 

至於胡為真所捐贈之文件，內容更為豐富，包括張繼手跡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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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先烈紀念日張繼廣播詞稿、挽陳去病詩四首、「不寐」詩一首、

1946年張繼刊於雲南《展望月刊》之「無題」詩一首、「消夏」詩四

首、抄寫陸游詩十七首拍紙簿、抄寫宋代林鉞撰〈漢雋序〉、明末清初

文人顏元文章篇目與解題（共五頁）、其他抄錄古人詩句等紙九張、寄

存褒城圖書目錄（共十頁）。

由於張繼出生士紳之家，祖父張文紳、父張以南及伯父張以功俱

為文士，自幼接受父祖輩的儒家式教育，在胡為真所捐贈的史料中，有

部分張以南、張以功資料或張繼對父祖輩的紀念性文章，如張以南撰有

〈先考先妣及先繼妣行略〉，張繼本人亦有〈祭祖父母父母及前母〉一

文。在父親張以南逝世後，張繼亦親自撰寫、再請章炳麟加以修改的

〈先府君哀述〉，亦請章炳麟另撰〈張化臣先生傳〉，來紀念父親。

有一部分的文件為張繼父親張以南與師友之文件，如張以南予其

師保定蓮池書院山長張裕釗法書數紙與編印書稿詩文稿計價資料、胡培

系與許達善致張裕釗小箋。有一些抄件，如《中國日報》主筆陳春生撰

「讀總理為楊衢雲死事致謝纘泰函感言」、張介眉（張澍）先生遺稿目

錄、疑似吳敬恆致張靜江、張繼等人信件、抄汪精衛在刑部大獄供詞、

抄章炳麟致陳炯明函等文件。

也保存相當數量的張繼父子與親友間之信函，如張繼致父親及母

親的信件、祖父張文紳予伯父張以功及父張以南家書以及張以南所作壽

序等文章，張以南致師友書信（收信者：中魯、紱臣、韶甫、弼臣、世

臣、汝陳、彭秋、緘古、辟畺、雲門等人）及師友致張以南信件（來信

者：王景濬、吳汝綸等人）、親戚為悼唁張以南去世致張繼函、父張以

南予張繼信件及明信片、伯父張以功與父張以南往來信件、張以功妻蘇

氏致張以南信件等。

張繼之妻崔震華一生事功亦相當可觀。她於 1971年 3月 9日在監

察委員任內逝世，本館亦徵得徐整珊撰〈張溥泉夫人崔監察委員震華女

士傳略〉一文。另外在胡為真所捐贈的史料當中，也有部分崔震華文

件，如崔震華革命勳績及傳略、黨員證書、國民大會代表席次證及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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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報刊關於崔震華當選中國國民黨六全大會監察委員感言及原稿、

「中央監察委員分赴收復區各地視察暫行辦法」、崔震華演講稿、呈蔣

中正有關北平學校缺煤事、呈李宗仁有關宏仁職業學校校地事、「知識

婦女下鄉去」之廣播詞稿、有關當選監察委員證書公函、推選崔震華為

監察院副院長文宣、崔震華赴香港出入境許可與聯絡人資料、各方致崔

震華信件（來信者：楊振法、章炳麟妻湯國梨、黃侃之妻黃樸、虛雲和

尚、黃穉荃、安懷音、李治中、張忠建等）、崔震華皈依牒、八十壽誕

各方電報與賀函等。

張繼與崔震華育有一子張琨和兩女張瑛與張琳。1945年 2月，成

都發生一青年被棄屍於荒野命案，死者即為張繼之子張琨，因張繼對張

琨死因懷疑，要求徹查，成為喧騰一時的一宗命案，在胡為真捐贈史料

中，有張琨法國中學教育學士學位證書、張繼予張琨信件、張琨命案剪

報兩則以及張繼為張琨之事致賴景瑚信件等。史料中亦保存有張繼與妻

崔震華予長女張瑛信件、張繼與崔震華為張瑛留學法國事致方太太信

件、張繼與崔震華往來信件、次女張琳致崔震華信件、某人為張繼夫婦

同遊昆明賦贈之詩（作者不詳，應

作於 1946年）等。

身為黨國要員，全宗保存了

一部分張繼與其他黨國要員的重要

信函與文件，值得進一步研究，如

致吳鐵城函、致于學忠函、中國國

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員會調查統計局

有關中共召開七全代表大會通報、

為癸卯學社紀念碑撰文往來函件及

碑文等。另外，任桐、馬衡、黎翔

鳳、霍濟光、歐陽竟無、陳誠、黃

如璋、李耀鼎、許世英、屈映光、 

黃國樑、林耕宇等各方人士均曾致張繼致于學忠函



國史館現藏重要檔案文物史料概述442

函張繼，由這些信函，或可觀其人際網絡。

全宗亦存有張繼有關故宮訟案發表之談話，因為 1932年 8月，擔

任全國文物管理委員會主席並兼故宮博物院副院長的張繼，與夫人崔

震華聯手控告故宮博物院院長易培基與擔任秘書長─易培基的女壻

李宗侗盜賣故宮文物，引發轟動的

「故宮盜寶案」，雙方的訟案交鋒

不斷，並成為時人關注的焦點。

而有關國史館的籌設，張繼

史料有一份籌備委員會總幹事朱希

祖呈主任委員張繼之「增進效率原

則」文件。對充實國史館圖書文獻

方面，亦曾徵詢圖書文獻前輩、山

東圖書館館長兼國史館籌備委員會

總幹事王獻唐提供國史館擬購書目

的推薦書單及張繼交下購書收據清

單，又有一份皮箱及樟木箱所裝書

籍清單、南京國史館陵園小築館長

室書籍登記冊及雜物登記表等資

料。另有一份國民政府委員及隨從

官吏生活補助費清單等。

二、照片類

《張繼史料》之照片有 4卷，一為 1947年任中國國民黨中央監察

委員、國民黨黨史會第二屆會長及國史館館長時之照片；一為 1905年

日本東京成立同盟會時擔任司法部判事兼民報發行人及軍政府孫大元帥

委派之駐日外交代表；一為墨蹟影本，是張繼於 1931年書「有完整之

歷史，乃有完整之國運，前人之功業愈表彰，後人之德力愈發揚。克強

張繼等提案改國史籌備委員會為 
國史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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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上總理書。」

另一卷是一本裝訂及整理得十分完好的相片冊，有張繼家族成員照

片，如張繼不同年紀照片多幀、先人先世遺像、夫人崔震華獨照、崔震

華 1946年 2月至太原宣慰播音攝影、兒子張琨、女兒張瑛、張琳照片

等。亦有張繼與家人之合影，如 1939年張繼全家合影、張繼與崔震華

合影、1941年張繼與崔震華於華清池合影、1946年張繼夫婦與長女張

瑛及外孫合影、1947年張繼與親友於南京中山陵合影等。

照片集裡保有數量不少張繼個人於各地參訪活動的照片，尤具史料

價值，如 1939年組成中央北路慰勞團接受第五戰區各機構歡迎大會、

1940年與中央派遣留學同志合影、1945年參觀蔡家坡紡織廠及各地

遊訪照片、1946年中國新聞專科學校全體師生歡迎董事長張繼蒞校照

片、赴青島宣慰照片、參加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結業典禮、參加河北平津

國民大會代表聯歡紀念照片、1946年於北平民國大學所攝照片、在國

民黨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中與羅家倫及李文範之合照、於國民政府委員

會改組成立之照片等。

照片集有一批與歷史事件相關的照片，如 1932年擔任西京籌備委

員會委員長，張繼就任後開始著力於西北建設，照片集收有隴海鐵路咸

同段及寶天段工程兩組照片，咸同段是隴海支線，為抗戰時期為開採同

官煤礦，而鋪築之鐵路輕便支線，建於 1939年 4月，完成於 1942年，

對於抗戰時期隴海沿線工礦企業之供煤貢獻很大。寶天段為隴海西段寶

雞至天水的鐵路，1939年設寶天段工程處辦理修築事宜，值抗戰物資

與人力兩缺之時，沿路又多石方，需建築隧道，工程十分艱鉅，仍能於

1945年完工通車，實屬不易。兩組工程照片有沿途地形地勢、築路實

況、所經之各地勝蹟等，對照後來的開發與史蹟的破壞，這些被留存下

來的影像紀錄彌足珍貴。

除了兩卷西北鐵路建設工程，因與張繼任職西京籌備委員會職務相

關，而被保存下來之外，照片集亦翻拍一張孫中山致黃宗仰信件、1933

年故宮博物院文物遺失案文電、明朝史可法墨跡、九江國民黨歡迎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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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等照片。

三、證件聘書類

在證件聘書部分，張繼史料在影印件部分有國民大會代表名條與

國民政府特別出入證、國民大會代表領費憑證、乘車證及其他選任狀聘

書等。在實物方面有 1912年張繼與崔震華之結婚證書、1936年張繼之

中國國民黨黨員證書、1946年 12月 18日張繼任國史館館長特任狀、

1947年 4月 18日張繼為國民政府委員選任狀、同年 10月 2日任抗戰

遺族學校名譽董事聘書、11月 22日張繼為國民大會籌備委員會委員兼

副主任委員特派狀等。

四、圖書類

張繼史料有一部分圖書，如張繼抄存父親張以南文章一冊（線裝，

封面內有張繼手跡「父書子繼敬識」及「張繼印信」、「溥泉」印文二

方）、褒城存書目錄一冊（線裝本）、謝氏出售書目及雜鈔（線裝本）、

房地產清冊一本（布面線裝）、張繼等提「改國史館籌備委員會為國

史館案」一本（含「國史館組織條例草案」）、滄州張氏家譜稿本（不

全）、族居記、吳毓麟編著「中國革命史料集（總目）」、黃克強先生生

平事蹟及年表等。

五、雜件類

張繼史料較特別的是有一批關於地產地契或文書資料，如南京淮海

路中國鹽業公司房地產平面圖（應為國史館館址）、曹士澂及周一夔為

南京厚載巷租房事致張繼信件、南京陵園小築傢具清單、國史館向陵園

小築借用鐵床等物啟、國父陵園管理委員會開立租金及收到陵園新村領

地證收據、陵園新村地段圖、張繼與崔震華家族財產資料：李貴賣地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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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顧久成租地契、祭田七段與其他田產清單、張繼友人孫尚容致崔震華

有關佃租收入及購地等費用清單、任萍致崔震華有關保管產業事宜函、

周少石與溫良儒為楊虎城賣與張繼西安市房地事致崔震華函與合同、北

京市內慈慧殿壹號等房地產三處清單、硬木家具器具等清單一冊、張瑛

書寫存放銀行保險箱財物備忘一紙、匯款與張瑛等人記錄、木器書籍清

冊、第一號房庫存儲登記表（中英文本）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