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望道在翻译《共产党宣言》时，因为太投入，以致“蘸着墨汁吃粽子，还说味道很甜”

看最早的《共产党宣言》是如何翻译和保存的

简介： 1925 年秋， 李大钊在北京为了开展革命工作,向
好友吴弱男借用这台打字机长达一个月。 在此期间,李大钊
为了与共产国际代表和苏联驻华代办齐齐林 (音译) 经常保
持联系,正是用这台打字机打印了不少秘密文件。

这台打字机见证了许多重要的历史时刻。 最早， 这台
英文打字机是吴弱男在英国购买的， 吴弱男为同盟会早期
会员 ,曾任孙中山的秘书。 1913 年袁世凯企图复辟称帝 ,伦
敦 《泰晤士报》 和上海 《字林西报》 纷纷载文附和袁的恢
复帝制主张,孙中山即在东京召集同盟会会员大会发表演说,
痛斥袁世凯。 会后孙中山请吴弱男将反袁演说用这台打字
机打印成英文电报稿,并嘱用吴弱男的名义发表在伦敦 《泰
晤士报》 上,以正视听。

1964 年 7 月,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通过上海市政协向
吴弱男征集到这台打宇机,这台打字机现为纪念馆馆藏国家
一级文物。

李大钊使用过的英文打字机
年代 1925 年

位于上海市兴业路 76 号
的中共一大会址， 是一座饱经
沧桑的石库门建筑。 96 年前，
1921 年 7 月 ， 中 国 共 产 党 第
一 次 全 国 代 表 大 会 在 这 里 举
行 ， 会 议 的 主 要 议 程 是 成 立
中 国 共 产 党 。 1952 年 9 月 ，
中 共 一 大 会 址 修 复 并 对 外 开
放 ， 在 繁 华 的 现 代 化 都 市 中
庄严肃穆。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里 ，
陈列着建党时的文物， 并复原
了一大召开时的情景， 在中共
一 大 会 议 室 原 址 ， 18 平 方 米
的房间按照当年会议场景复原
布置。

重温建党时的文物故事 ，
回顾建党时的情景。 让我们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

简介： 《共产党》 月刊是上海共产党早期
组织创办的半公开性刊物。 它以先进青年和共
产主义知识分子为主要宣传对象 。 1920 年 11
月 7 日创刊至 1921 年 7 月停刊， 共出版六期，
每期发行 5000 份 ， 由李达主编 。 月刊以大量
篇幅介绍了共产国际和共产党的知识,并特设专
栏着重报道俄国共产党的经验和列宁学说。 此
外,月刊上还发表了一批由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撰写的探讨党的基本理论的文章， 他们十分注
重理论联系实际， 注重工人运动和农民问题的研究,尤其是该刊第三号发表的 《告中国的农民》
一文已含有工农联盟的思想， 这在早期中国共产主义文献中是非常罕见的。

在当时， 《共产党》 月刊己成为国内外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不可或缺的读物。 它为传播马克
思主义的建党学说， 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作出了重要贡献。 现为馆藏国家一级文物。

《共产党》 月刊创刊号
年代 1920 年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中的中共一大代表群像浮雕。 视觉中国

简介： 《劳动界》 周刊， 1920 年 8 月 15 日
由陈独秀、 李汉俊发起创办。 这是一份面向工人
的通俗刊物， 先后共出版了 24 册， 于 1921 年终
刊， 每册一万字左右。

内容设有国内劳动界 、 国外劳动界 、 演说 、
读者投稿等专栏。 《劳动界》 以简明通俗的语言、
形象生动的比喻， 向工人阐明了劳动者谋求解放
必须进行社会革命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以达
到启发工人觉悟,推动工人运动的目的,同时它也
是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从事工人运动的具体实践。

这本 《劳动界》 周刊创刊号由上海共产主义
小组创建人之一俞秀松父亲俞韵琴捐献， 现为馆
藏国家一级文物。

《劳动界》 周刊创刊号
年代 1920 年

简介： 《天问》 周刊， 由湖南在沪各界人
士所创办， 彭璜任主编 ， 1920 年 2 月 10 日
在上海出版， 同年 7 月 1 日出至第 24 期停刊。

五四运动后， 湖南人民开展了驱逐军阀张
敬尧的斗争。 当时以毛泽东为主的新民学会和
长沙学联共同组成驱张代表团， 分别派员到各
地宣传驱张和请愿活动。 上海的工作由彭璜主
持。 《天问》 就是在这场运动中应运而生的。
该刊曾载有毛泽东的 《湖南人民的自决 》 一
文。 同年 6 月,张敬尧被迫下台,各地代表团撤回湖南, 《天问》 也因此停刊。

馆藏的 《天问》 周刊由上海旧书店出售给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 现为馆藏国家一级文物。

《天问》 周刊

年代 1920 年

简介： 1927 年 10 月 24 日， 中共中央机
关刊物 《布尔塞维克》 周刊在上海秘密创刊。

由瞿秋白 、 罗亦农 、 邓中夏 、 王若飞 、
郑超麟五人组成编委会 ， 瞿秋白任主任 。 该
刊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 、 屠杀工农
民众的罪行， 号召人民群众起来推翻国民党
的反动统治。 根据斗争需要 ， 该刊先后改为
半月刊、 月刊， 并多次采用伪装封面等办法
坚持出版发行。 1932 年 7 月停刊， 共出五卷
52 期。 这本 《布尔塞维克》 创刊号现为馆藏
三级文物。

《布尔塞维克》 周刊创刊号

年代 1927 年

躲在老家柴屋里翻译 “宣言”
陈望道在翻译 《共产党宣言》 时 “蘸着墨

汁吃粽子， 还说味道很甜”， 说这是 “真理的

味道”， 这则故事如今已传为佳话。 在中共一

大会址纪念馆中， 有一件十分重要的展品———
1920 年的 《共产党宣言 》 中文译本 ， 这是中

国现存最早的 《共产党宣言》 中文全译本， 由

陈望道翻译。
《共产党宣言》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第一个

纲领性文献，由马克思执笔写成。 1848 年 2 月，
《共产党宣言》在伦敦第一次以单行本问世。

我国对 《共产党宣言》 的最早介绍出现在

1899 年 2 月至 5 月，由上海广学会主办的 《万

国公报》上，当时连载英国人颉德所著《社会演

化》前几章，其中就讲到了《宣言》中的内容。
20 年后的 1919 年 6 月，《星期评论》 周刊

在沪创办。 《星期评论》编辑部深感尽快把马克

思主义经典著作完整地译成中文 “已是社会之

急需 ，时代之召唤 ”，急切希望译出 《共产党宣

言》全文。此时，邵力子推荐了陈望道，因为陈望

道不仅思想进步、精通日文和英文，而且具有一

定的马克思主义学识。
陈望道是回到家乡浙江义乌分水塘村开始

秘密翻译工作的。 为了躲避敌人的搜捕,他避开

亲友邻居, 躲在老家柴屋里,在泥地上铺几捆稻

草当作凳子,再将一块铺板搁在两条长板凳上，
既当书桌又当床， 专心致志地投入翻译工作之

中。 陈望道根据《共产党宣言》日译本、英译本，
并借助《日汉辞典》和《英汉辞典》翻译。 翻译期

间，陈望道十分忘我，母亲递给他粽子和红糖，
他竟然错将墨汁当红糖蘸粽子，吃得满嘴漆黑。
1920 年 4 月底 ，陈望道完成了翻译任务 ，一部

经典的《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全本终于问世。
很快，在上海辣斐德路成裕里 12 号（今复

兴中路 221 弄 12 号）的“又新印刷所”，开始了

《共产党宣言》的印刷工作。 负责印刷所的郑佩

刚曾回忆：“建立‘又新印刷所’（即‘日日新又日

新’之意），第一次印刷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

宣言》。 ”
1920 年 8 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

最早中译本在上海问世。 它竖排平装， 略小于

32 开本，全书共 56 页 ，用 5 号铅字排印 ；封面

为浅红色，有马克思半身坐像，印着“马格斯、安
格尔斯（即马克思恩格斯）合著”“陈望道译”“社
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字样。 首版本的售价

大洋一角，印数 1000 册，很快售罄。 9 月，又印

行了第二版，封面马克思肖像的底色改为蓝色。
这两版《共产党宣言》已成为非常珍贵的文物。

藏在衣冠冢里保存下来的“宣言”
这本 1920 年 9 月印刷出版的 《共产党宣

言》中文译本，是由一位共产党人的老父亲放在

衣冠冢中保存下来的。 这位共产党人叫张人亚。
张人亚原名张守和，字静泉，“人亚”是他参

加革命后用的名字。 1898 年，张人亚出生在宁

波市霞浦镇，16 岁时来到上海，在老凤祥银楼当

金银首饰制作工人。 1921 年加入当时的上海社

会主义青年团， 也就是后来的中国共产主义青

年团，当年加入共产党。
1927 年 4 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

政变，白色恐怖笼罩着上海。 张人亚想到党的文

件和马克思主义书刊的安危。 经过再三考虑，他
决定冒险将手中的文件书刊从上海秘密带到宁

波镇海的乡下，托父亲张爵谦秘密保管。
1928 年冬， 张人亚秘密回到老家， 对父亲

张爵谦说， 他在上海的住所要搬迁了。 张人亚

的侄子张时华后来回忆说， 爷爷张爵谦是个普

通农民， 但生性耿直， 机智勇敢， 对革命有觉

悟， 对伯父的革命工作很支持。 在一个冬日的

午后， 伯父带着一大包文件书刊， 悄悄地来到

爷爷的房间。 果 然 不 出 所 料 ， 老 人 家 二 话 没

说就答应了 。 伯父张人亚于是 马 上 悄 悄 地 返

回上海。
同样根据张时华的回忆，那日傍晚，张爵谦

先是把这包东西藏在自家菜园里。 隔了几天，他
向邻居佯称：不肖二儿子静泉长期在外不归，又

毫无音信，恐怕早已死了。 接着为二儿子和他早

逝的妻子修了一座合葬墓穴。 张人亚一侧的墓

是衣冠冢，放置的是空棺。 张爵谦就将文件书刊

用好几层油纸包扎好，藏进空棺埋入墓内。 由于

大革命中牺牲了不少同志， 加上张人亚自从妻

子去世后，已有好几年没有回家了，所以邻居们

都深信不疑。
1932 年 12 月 23 日，张人亚带病从瑞金赴

福建长汀检查工作， 途中因旧疾复发无法救治

殉职，时年 34 岁。 直到 2005 年，张人亚的亲属

们才得知张人亚的下落。 而在这之前，苦等儿子

的张爵谦，一直守着秘密直到 1950 年。 他估计

儿子很有可能已经牺牲，自己则已是耄耋之年，
党委托保管的东西，一定要交还给组织。

于是， 老人打开衣冠冢， 将文件书刊取出

来。 之后， 将三儿子张静茂从上海叫到镇海乡

下，向他讲述了 20 多年前的这个秘密，并要他

把这些文件书报带回上海，交给党组织，了却 20
多年来的心愿。 张静茂回沪后专门去刻了两枚

纪念章。 长方形的纪念章上书“张静泉‘人亚’同
志秘藏山穴二十余年的书报”18 个字，正方形纪

念章上刻有“张静泉‘人亚’同志秘藏”九个字，
盖在各种文件书刊上。

如今，这批文物分别由中央档案馆、国家博

物馆和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珍藏。 其中包括《中
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决议案》 《中国共产

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决议案及宣言》， 以及由陈

望道翻译的 《共产党宣言》。

（根据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介绍和相关材料
编写）

简介： 1920 年初春,陈望道
回到家乡浙江义乌分水塘村进行
《共产党宣言》 的翻译工作。 4 月
下旬， 陈望道终于完成这部经典
著作的翻译工作。 经陈独秀、 李
汉俊校对 ， 同年 8 月, 《共产党
宣言》 初版印刷 1000 册 （红色
封面）， 9 月份再版 1000 册 （蓝
色封面 ）。 由陈望道翻译的 《共
产党宣言 》 的出版,有力推动了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

其中， 陈望道译 《共产党宣
言 》 1920 年 8 月初版本全国仅
发现 11 本， 十分珍贵。

陈望道译
《共产党宣言》
年代 1920 年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 由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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