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荨南湖革命纪念馆内重现了

1921 年时沪杭线上的嘉兴站。出席

中共一大的代表们从上海转移到

嘉兴继续会议，就在这里下火车。

▲1919 年底，刚从日本留学回国不久的陈望道，在

浙江杭州接到上海《星期评论》编辑部邀他翻译的约稿

信和一本日文版的《共产党宣言》。他立即回到家乡浙江

义乌县城西的分水塘村，开始秘密翻译《共产党宣言》。
陈望道在翻译这本书时，他的妈妈为他准备了一碟红糖

蘸粽子吃，后来问他红糖够不够，他说：“够甜，够甜了。”
当他妈妈来收拾碗筷时， 却发现儿子的嘴上满是墨汁。
原来，陈望道是蘸着墨汁吃掉了粽子。 纪念馆内复原了

当年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的场景。

▲南湖革命纪念馆圆形序厅总面积 270 平方米，总
高度 9.5 米，主体部分由两层大型浮雕构成。 浮雕采用

上下错落的块状分割组合形式：上层以嘉兴南湖的风景

名胜为主要内容；下层正中，一艘精美的红船雕塑栩栩

如生。 序厅顶部是一块约 100 平方米的超大型屏幕，一
枚巨型党徽投射其上，熠熠生辉。

扬帆前行
———“红船精神”绽放时代光芒

摄影/袁婧 杨晓东

1921 年 8 月初，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浙江嘉兴南湖的
一条游船上胜利闭幕，庄严宣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这条游船因而获得
了一个永载中国革命史册的名字———红船。

红船，见证了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成为中国革命源头的
象征。 从此，中国共产党引领革命的航船，劈波斩浪，开天辟地，使中国革
命的面貌焕然一新。

2005 年 6 月 21 日， 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光明日报发
表文章《弘扬“红船精神” 走在时代前列》，首次提出并阐释了 “红船精
神”，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源头精神。

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
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是“红船精神”的深刻内涵。

90 多年来，“红船精神”一直激励和鼓舞着中国共产党坚持站在历史
的高度，走在时代的前列，勇当舵手，引领航向，不断取得革命、建设和改
革的一个又一个胜利。 “红船精神”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精神，
是中国革命精神之源，昭示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是中国共产党革命
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秀水泱泱，红船依旧。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引
领下，赓续“红船精神”的血脉基因，不畏浮云，击水中流，我们正驶向新
的航程。

荩南湖红船船长 16 米、宽 3 米，分
前舱、中舱、房舱和后舱。中共一大会议

就在中舱继续举行，中舱内陈列一麻将

桌(用于会议时的掩护)、茶具以及凳椅。

荩1959 年，南湖革命纪念馆根据中共一大会议时来嘉兴安排游船的

直接当事人王会悟回忆，仿制了一艘丝网船模型，送到北京请中共一大

代表董必武审定认可。 后按模型原样仿制了一艘画舫，作为南湖革命纪

念船，供群众瞻仰。

荨嘉兴狮子汇渡口。
1921 年 8 月 2 日上午 10
时许，参加中共一大的代

表从这里登上渡船到湖

心，再从湖心转登王会悟

为中共一大预订的游船，
在游船上庄严宣告中国

共产党的诞生。

茛南湖革命纪念馆外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