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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选编了陈独秀在各个历史时期各种文体的作品890余篇。
全书作六卷：第一卷（1897-1918），第二卷 （1919-1922），第三卷 （1923-1925），第四卷
（1926-1931），第五卷（1932-1942），第六卷为音韵学文字学卷。
按发表时间收入了陈独秀1897年—1942年发表和未发表的各类主要论著。
包括六卷280万字，所选文章均依据权威资料和《新青年》、《向导》、《安徽俗话报》等重要报纸的
影印件精心编选和严格校对，最大限度地保证了内容的权威和准确性。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第六卷收入了陈独秀文字学音韵学著作，尤其是收入了从未在大陆正式出版的陈
独秀语言学代表作《小学识字教程》（系从台湾手描版整理而来），并影印了他的部分信札。
本稿可以说是目前涵盖面最广、收入文章最全的陈独秀文章汇编，具有极高的文献保存和学术研究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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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陈独秀著作选编 第1卷 1897-1918：扬子江形势论略按一统舆图，自江口至四川长寿县以东，日扬子江
。
自长寿县以西至叙州府以东，日大江。
自叙州以西渐折转而南以及云南，又折转而北以至塔城关，日金沙江。
自四川边界至扬子江口，以水道计之，约一万里。
扬子江由长寿县东，流迳夔州府与湖北宜昌府交界，其地巫山诸峡，俯瞰江流，且千崖悬壁，无路可
缘，江如悬瀑，迥异常流，斯固一人守御，万夫莫伐矣。
又东至荆州，荆州居中国之中，为荆吴之咽喉，自昔争中原者，必首争荆州为得失，以其居长江之上
游也。
宋赵鼎谓荆襄左顾川陕，右控湖湘，下瞰京洛，三国所必争。
宜以公安为行阙，而屯重兵于襄阳，运江浙之粟，资川陕之兵，经营中原，计无出此。
迨襄樊既失，蒙古将阿里海涯日：荆州西眺梁益，南控交广，据江淮上游，欲得湖南，不得不下荆州
也。
于是宋之湖南、两粤无全城矣。
蒯越说刘表日：南据江陵，北守襄阳，荆州八郡可传檄而定。
武侯谓先主日：用武之国也。
鲁肃说孙权日：帝王之资也。
晋杜预举荆州而吴之沅湘不保。
宋初荆南归命而南唐南汉遂不支。
靖康既失中原，而荆南无恙犹得藉以图巴蜀襄宛，国朝亦为重镇，设将军驻防于此。
然地势平衍，无险可扼，襄阳不守则北危，夔陕不固则西病，若萧梁元帝、后梁萧琮、十五国之萧铣
，有明验矣。
且府城在江东岸，地形恃水为防，德祐初，一旦水涸，蒙古来攻，江陵遂陷。
江道不甚宽，地又沙渚，每蜀江涨，辙圯水少又涸，万一襄夔不守，不获已而论荆州江防城守之要，
是宜开浚江道，驻以重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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