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20 年初春,陈望道回到家乡浙

江义乌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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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1 年 7 月

23 日在望志路 106 号 (今兴业路 76 号) 召

开，出席代表 13 人，大会制定并通过了党的

第一个纲领，宣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上海，一座红色文化浸润的城市。

深厚的革命历史传统孕育出的红色基因，流淌在城市的每一处血脉之中。

上海是党的诞生地。 党的一大在上海召开，而在党的创建过程中，上海诞
生了许多“第一”：中国现存最早的《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陈望道译《共
产党宣言》；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标志中国共
产党创建工作完成的第一部党章———《中国共产党章程》 在上海制定和通过；

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工人运动的第一个总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中
国共产党的第一所培养妇女干部的学校———平民女校。

上海创造出诸多“红色第一”，并非偶然而是历史必然。 有学者说，上海的
地理因素创造了对接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政治发展空间，与此同时，在政
治环境、社会环境和交通通信上，上海也拥有其他城市不具备的比较优势，而
上海城市文化的性格也使得上海具有非常强的包容度和创新性。

今天，回望这些“红色第一”，能让我们更了解这座由红色文化滋养的城市。

荩 《曙光———中国共产党成立 （上海）》 石奇人 绘
作品以艺术笔法定格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重要历史时

刻。 作者根据史料， 如实再现了当时十几位创始人召开会议时环绕长桌而坐的场景。

 1921 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1920 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共产党宣言》诞生
———从一本宣言到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舆论阵地

1899 年，上海《万国公报》在第 121 期刊载了《大同学》一文，首次用中文提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名
字，并引用了《共产党宣言》。 这是马克思主义第一次被中文刊物介绍。

1920 年，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诞生在上海，同年，第一本理论刊物《共产
党》月刊创办于上海。同样在上海，起草了《中国共产党宣言》，《新青年》改组成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
物。此外，上海还有《时事新报·觉灯》《星期评论》《太平洋》《少年中国》《解放与改造》等名刊，构成了传播马
克思主义的舆论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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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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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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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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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版《共产党宣言》已成为非常珍

贵的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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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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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7 年

冬，张人亚秘密回到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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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人家二话没说就答应了。

张爵谦先是把这包东西藏在自家菜园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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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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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苦等儿子的张爵谦，一

直守着秘密直到 195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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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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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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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0 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
———从开天辟地前奏到 “红色第一” 集中出现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是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其影响也最大，它作为党的发起组和联络中心在创建
中国共产党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而也被称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 中国共产党诞生不久，党领
导工人运动的第一个机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就在上海创建。 同样在上海成立的还有党领导的第一个先
进青年的群众组织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所工人学校上海工人补习学校“半日学校”，党第一所培养妇
女干部的学校平民女校等。

数个“红色第一”集中在上海出现，奠定上海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重要位置，成为不可替代的红色基因。

老渔阳里 2 号， 改变中国历史 “开天辟

地”的前奏，正是在这里完成：第一个共产党早

期组织在这里诞生，一大召开后，这里则成为

党中央机关的所在地。

随着陈独秀南下上海， 五四新文化运动

和中国现代文化思想史上最重要的刊物之

一———《新青年》 编辑部也随之由北京再迁回

创刊地上海。 据史料记载， 从 1920 年 4 月到

1922 年 10 月，《新青年》在老渔阳里 2 号共出

9 卷 54 号， 事实上担任了上海共产党早期组

织机关刊物的角色。

仿佛有着神奇的磁力，这里先后聚集了李

汉俊、俞秀松、邵力子、沈玄庐、陈望道、李达等

一批新文化运动者和早期共产主义者。 1920

年 4 月， 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经李大钊介

绍，在老渔阳里 2 号会见陈独秀，共同商讨建

立中国共产党。 经酝酿筹备，1920 年 6 月，中

国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在老渔阳里 2 号成

立，当时暂名“社会共产党”，8 月定名为“共产

党”。 因其在党的创建中发挥了组织发起的作

用，史称中国共产党发起组。 在中共上海发起

组的联络指导下，仅用大半年的时间，武汉、北

京、长沙、广州、济南各大城市，以及旅日、旅法

华人中纷纷成立了早期共产党组织。

毛泽东曾经在 1920 年来上海时到此拜访

陈独秀，他在延安接受斯诺采访时曾说：“我与

他（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

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

能是关键性的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

如果说，老渔阳里孕育了党的诞生；新渔

阳里则孕育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诞生。 1920

年 8 月 22 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新渔阳

里 6 号发起成立，俞秀松担任了上海社会主义

青年团书记。1920年 9月，这里挂出了“外国语

学社”的招牌，对外称：“本学社拟分设英法德俄

日本语各班，现已成立英俄日本语三班……”其

实， 这是党开办的第一所培养革命干部的学

校，用学外国语掩护革命活动。当时，学员主要

由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或青年团推荐，每月的

生活费只有五元六角，条件十分艰苦，但他们

内心富足、信仰坚定，有时节衣缩食，五个人分

吃四个人的饭菜，用省下的那一份饭钱购书买

报。半年后，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肖劲光等

20 多位学员分赴苏联学习， 他们日后都成了

中国革命的骨干。 1920 年 10 月 3 日，上海机

器工会在新渔阳里 6 号举行发起会，一个多月

后正式成立。 从此，中国工人阶级有了第一个

群众组织。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是党的初

心之地。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孕育、诞生。说到孕

育， 渔阳里无疑是其中最为关键的历史交汇

点。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徐建刚认

为，如果说中共一大会址是中国共产党的“产

房”，那么，渔阳里则是“十月怀胎”之地。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于 1921 年 8 月

在北成都路 19 号 C (今成都北路 899 号)

成立。 作为党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总机关，

它是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前身。

 1921 党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第一个

指挥机关成立

1922 年 7 月 16 日， 党的第二次全国

代表大会在南成都路辅德里 625 号 (今老

成都北路 7 弄 30 号) 召开， 会议通过了我

党第一部党章。

 1922 第一部党章在党的二大上通过

1925 年 1 月 11 日至 22 日， 党的第四

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今虹口区东宝兴路 254

弄 28 支弄 8 号召开。

大会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

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和工农联盟

问题 。

 1925 第一次明确提出领导权问题和

工农联盟问题

中央特科是我党的第一个政治保卫部

门，1927 年至 1935 年在上海设立， 由周恩

来直接领导，专职开展隐蔽战线上的斗争。

中央特科先后成立了四个科，其中最有

名的要数第三科“红队”，也叫“打狗队”，主

要工作是采用暗杀方式惩处叛徒。这是一支

精锐的小型武装部队，成员主要来自过去工

人纠察队的骨干， 参加过上海工人武装起

义，还有些来自北伐军，都有过战斗的经历，

其中有不少人是神枪手或爆破的能手。

在 1929 年下半年，“红队” 的力量发展

到顶点，拥有的 40 多名行动队员，每人都是

神枪手，都会驾驶汽车。 他们的装备除了各

种型号的手枪，还有化学手榴弹。 这种手榴

弹会让人流泪睁不开眼，如遇追击，可以阻

滞敌人。 此外，“红队”还可以从外面调动武

器，甚至机抢，因为当时特科的情报科在国

民党军队驻浦东的炮兵营中建立有联系。

 1927 党的第一个政治保卫部门

“中央特科” 创立

1935 年，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 《义勇

军进行曲》首次在上海唱响。 作为影片 《风

云儿女》 的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引起轰

动传遍全国。

1949 年 9 月，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召开，《义勇军进行曲》被确定为代国歌。

 1935 《义勇军进行曲》 首次唱响

荨淮海中

路 567 弄 6 号，

原霞飞路渔阳

里 6 号原为戴

季陶寓所，1920

年春戴季陶迁

出后，共产国际

代表维经斯基

和上海共产主

义小组成员杨

明斋曾在这里

筹设“中俄通讯

社”， 这是建党

前夕上海共产

主义者重要的

活动场所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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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第一”为上海红色文化
注入奔腾不息的理想动力

本报记者 李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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