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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20年，陈望道回义乌老家
分水塘翻译《共产党宣言》，演绎了
一段“柴房译宣言，粽子蘸墨汁，还
说味道甜”的动人故事。习近平总
书记在2012年11月带领政治局同
志参观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的“复
兴之路”展览时，在陈望道翻译的
第一版《共产党宣言》前驻足，深情
地讲述这个故事：

“一天，一个小伙子在家里奋
笔疾书，妈妈在外面喊着说：‘你吃
粽子要加红糖水，吃了吗？’他说：

‘吃了吃了，甜极了。’结果老太太
进门一看，这个小伙子埋头写书，
嘴上全是黑墨水。结果吃错了，他
旁边一碗红糖水，他没喝，把那个
墨水给喝了。但是他浑然不觉啊，
还说，‘可甜了可甜了’。这人是谁
呢？就是陈望道，他当时在浙江义
乌的家里，就是写这本书（注：指翻
译《共产党宣言》）。于是由此就说
了一句话，真理的味道非常甜。”

在以后多个场合，习近平总书
记曾多次引用这个故事阐述“信仰
的味道”“真理的味道”。探究这个
故事，初看是陈望道对翻译工作的
专注和对信仰、真理追求的痴迷。
深究之下，背后是一代中国先进分
子对救国救民真理的探索和执着。

翻开历史的宏伟画卷，剖析马
克思主义来到中国的时代背景，感
触到的是当时国家前途命运攸关、
民族存亡倒悬一线的艰难时代。拉
开历史纵深，上溯到中国近代史鸦
片战争以来，闭关锁国的大门一经
打开，逐渐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
会的深渊，腐朽没落的晚清政府一
次次进入赔款、割地、签订不平等
条约的怪圈而不能自拔。同时，中
国各个社会阶层代表人士、各方面
仁人志士纷纷登上政治舞台，从虎
门销烟、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

到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最后都没有能
够彻底扭转中国的命运。

在近代西学东渐的大潮中，《共产党宣言》和马
克思主义来到中国。1899年，《万国公报》卷121刊载
了英国学者颉德所作《大同学》一书的节选，译者李
提摩太旨在宣扬改良思想，不经意间将宣言片段与
马克思的思想呈现在了国人的视野之中。而后，包括
朱执信、赵必振等知识分子以不同的方式对宣言的
思想进行了介绍。北洋政府的民国时期，国内上百种
社团、几十种主义思潮蓬勃兴起，但在1917年之前，

《共产党宣言》和马克思主义影响甚小。
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

主义。马克思主义真理在中华大地上迅速传播开来，
为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带来了
希望的曙光。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在反复比
较选择之后，李大钊、陈独秀等一大批中国先进分子
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信仰，陈望道也是代表性人物之
一，他们为当时积贫积弱的中国找到了救亡图存的
真理之路。《共产党宣言》成为中国早期共产党人走
上不同于以往革命道路的一座航标灯。一大批优秀
的知识分子通过阅读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
洞察到了实现民族振兴、人民解放的路径，看到了来
自理论的曙光、感受到了来自信仰的力量。毛泽东、
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邓小平等早期中国共产党人
对这本书有着深厚的感情。毛泽东说，《共产党宣言》

“使我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邓小平坦言，
《共产党宣言》就是他的入门老师。周恩来在全国第
一届文代会上当着代表们的面说：“陈望道先生，我
们都是您教育出来的。”无数中国共产党人正是从这
本书中了解了什么是共产党，并沿着它所指引的方
向，找到了中国革命、建设和发展的正确道路。

经典党史故事就像历史长河中一朵朵精彩夺目
的浪花，而从一朵浪花中又能看到整个大海的境界。
通过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的经典党史故事，透
视历史这扇窗户，不仅能够找到“中国为什么选择马
克思主义”“历史为什么选择中国共产党”的答案，也
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
要时期，始终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答好时代
命题，履行历史担当提供了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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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义乌分水塘到上海石库门

陈望道《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诞生的

陈望道早期曾用过一个“春华女
士”的笔名。百年前蕴含马克思主义
真理的《共产党宣言》，通过陈望道的
笔端萌发“春华”，引燃信仰的火种成
燎原之势，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下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
来”“强起来”的伟大转变。聚焦到陈
望道故里，也孕育成就了令人瞩目的
改革发展硕果。这可谓是陈望道故里
的“春华秋实”效应。

“春华”从何而来？回眸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和地方乡土历史文化深处，
便可彰显出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
言》的人文之选。义乌始于秦时郡县制
建县，2200多年间，在这一方“七山二
水一分田”的土地上，文明薪火相传，
人民勤劳智慧。陈望道的家乡分水塘
处于义乌、浦江交界，交通不便，给人
印象似乎是穷乡僻壤，实际上周近都
是人文沃土。目前，义乌市及所在地城
西街道结合乡村振兴工作，由点到线
规划打造“望道信仰线”，纳入义乌和
美乡村建设10条精品线路之一。“望道
信仰线”纵横十余公里，邻近周边有着
星罗棋布的人文遗珍：义乌历史最悠
久的人类活动遗址——距今约9000年
的新石器中晚期桥头文化遗址；南宋
理学家徐侨，南宋“永康学派”陈亮称
谓“乌伤四君子”中喻良能、喻良弼的
历史踪迹；元代义乌大儒黄溍，元末明
初文化名人宋濂、方孝孺在圣寿古寺
交游讲学的史料记忆；明代中叶抗击
倭寇、修守长城的“义乌兵”重要将领
楼大有、吴惟忠之故里……

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陈望道从
幼时起就在无形之中受到了影响和
浸润。从少年时期“教育救国”“科技
（实业）救国”到谋求社会变革，最终
选择马克思主义信仰，承担译介《共
产党宣言》的重任，怀抱救国之志、不
懈探求真理的“望道之路”，显然根植
于故里深厚悠远的人文土壤。甚至陈

望道对于修辞学的研究，回忆小时候有两位擅长诗文
的长辈至亲，一位辞藻华丽，一位言简意赅，遂成为领
悟和定位积极修辞学、消极修辞学的肇始。

曾在这一带盛行的“永康学派”“金华学派”，知行
合一、义利并行的“事功学说”，不仅能从20世纪40年代
陈望道在复旦大学新闻系训讨论时一锤定音为“好学力
行”中找到渊源端倪，显然也给义乌现当代商贸业发展
注入活力。改革开放40年间，义乌从马路市场起步崛起
为一座得到习近平总书记称誉的世界“小商品之都”。
2006年浙江省委办公厅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
中，总结6个方面的内容，“秉承深厚的文化传统，弘扬
独特的人文精神……”的“丰厚底蕴”是其中之一。

与此同时，养育陈望道成长的家乡故里，传承着文
明薪火和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伴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深入实践，在新时代的发展与治理
中特色鲜明、成绩斐然，堪称当代中国发展的一个剪影。
沿着“望道信仰线”，一条现当代发展脉络溯源而上。从
2006年6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召开座谈会总结推广“义
乌经验”的横塘村，到展示“一带一路”倡议早期成果的

“义新欧”中欧国际货运班列始发站，到展示基层社会治
理体系的“全国党建示范村”七一村，到展示通过“一株
薰衣草启动乡村振兴”样板故事的“无中生有”何斯路
村，再到陈望道品尝“真理的味道”、翻译《共产党宣言》
引燃“红色火种”的分水塘村……陈望道故里牵引贯穿
的“望道信仰线”，正在示范性地成为新时代全面展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窗口。

从义乌分水塘到上海石库门，从乡野农村到繁华
都市，百年前陈望道翻译传播《共产党宣言》，怀揣强国
富民的愿望和梦想，正从历史远处走向现实，并将走向
更加遥远的未来。透过陈望道《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
本的“四重之选”，在“真理的味道非常甜”的生动情境
中感悟历史选择的必然性，感受中国近现代先进分子
拯救国家民族于危亡之际的家国情怀、责任担当和求
索精神，领略华夏文明的根深叶茂与马克思主义真理
的磅礴力量，进一步体味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
化、大众化的强大生命力和丰富内涵。《共产党宣言》中
文全译本的红色印迹，必将启迪着一代代中国共产党
人沿着先驱和先辈们的足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继
续前进。 本文作者单位：中共义乌市委党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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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时代的，才可
以叫做真理”，翻译《共
产党宣言》的前一年，陈
望 道 在 1919 年 8 月《浙
江潮》第 3 期上发表《致
仲 九》通 信 中 如 是 说 。

《共产党宣言》这一马克
思主义经典著作引入中
国，产生了犹如一场甘
霖洒播引发春潮涌动的
景象，这得益于陈望道
的翻译之功。

在陈望道之前，中国
国内对《共产党宣言》有
不少片段式、章节式的
摘译，以生涩难懂的文
言文居多。陈望道翻译
的《共产党宣言》译本，是
白话文，文辞简练优美，
读者易懂易接受，许多语
言文字与现在版本很接
近。1920 年 8 月面世后非
常受欢迎，读者一抢而
空，9月再版。到1926 年5
月一共印了 39 版次，平
民书社一家就印了 17 版
次，成为当时传播最广、
影响最大的一本马克思
主义经典著作。

正如成仿吾在 1978
年《共产党宣言》新译本
的《译后记》中所写的那
样：“陈（注：指陈望道）
译本……对于革命风暴
前的中国革命干部和群
众起了非常重要的教育
作用，仅仅‘有产者’‘无
产者’‘阶级斗争’以及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
来！’（注：此句应为‘万
国 劳 动 者 ，团 结 起 来
呵 ！’）这 样 的 词 句 ，就

给了在黑暗中寻找光明的革命群众难
以估计的力量。”

前中央编译局的专家和领导认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道门槛，就是
马列经典著作的编译事业。要实现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首先要学习和研究马克
思主义，而这就需要阅读马克思主义经
典作家的著作。经典著作编译工作做好
了，才能有效地开展马克思主义的学习、
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译
介传播，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源头活
水。《共产党宣言》是世界性的文本，蕴含
的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让《共产党宣
言》说“中国话”，是将这一普遍真理与中
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步。陈望道翻
译的《共产党宣言》，正像毛泽东同志指
出，“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
义的书”。

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于 1920 年
夏秋之交创办外国语学社。这是党领导
下第一所培养革命骨干的学校，刘少
奇、任弼时、罗亦农、萧劲光等都是这里
的学员，每位学员都发一本《共产党宣
言》，由陈望道亲自讲授。刘少奇新中国
成立后回忆，“当时我把《共产党宣言》
看 了 又 看 ，看 了 好 几 遍 …… 从 这 本 书
中，我了解了共产党是干什么的，是怎
样的一个党，我准不准备献身于这个党
所从事的事业，经过一段时间的深思熟
虑，最后决定参加共产党，同时也准备
献身于党的事业。”

《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本被称为
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史上
的“开山鼻祖”。陈望道在《共产党宣言》
的翻译和传播过程中，交出了一份马克
思主义经典著作时代化、大众化译介表
达方式的完美答卷，这也代表着早期中
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
化、大众化的初步尝试、探索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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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
全译本翻译者陈望道，在早年
求学历程中，就踏上了寻求救
国救民真理的求索之路。幼儿
时期到青年时期，陈望道“农
村读国文，绣湖学数学，金华
攻理化，之江习外语。到了日
本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无
不涉猎。”十六岁离开家乡分
水塘到义乌绣湖书院求学，立
志“教育救国”；尔后到金华求
学，向往“实业救国”“科技救
国”；1915年留学日本之后，接
触了日本早期社会主义者山
川均、河上肇的马克思主义学
说，逐渐接受了社会革命的思
想。求学期间三次思想上的转
变，对真理的求索矢志不移、
初心不改。

1919 年五四运动后学成
回国，在浙江第一师范任教，
成为推行新文化运动的主将，
受到保守派和反动分子的仇
视打击，在“一师风潮”的斗争
中一时成为风云人物。由于浙
江一师新文化运动和“一师风
潮”的实践锻炼，更加坚定了
陈望道思想上的最后转变。他
在《五四运动和文化运动》一
文中回忆，通过“一师风潮”的
斗争，“更加认识到所谓除旧
布新并不是不推自倒、不招自
来的轻而易举的事情”，对于
各种事物“不久就有了更高的
判别的准绳，也有了更精的辨
别”，“这更高的辨别的准绳，
便是马克思主义”。正是此时，
翻译《共产党宣言》的历史机
遇来到了陈望道面前。

五四运动后，涌现了一批
如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具
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

知识分子，陈独秀呼吁《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和
出版是“社会之急需，时代之召唤”。在陈望道

《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出现之前，梁启超、李
大钊、张闻天等都曾在文章中摘译、引用过《共
产党宣言》片段，但一直没有全文的翻译。宣言
文本内容博大精深，恩格斯曾经说过，翻译宣言
是一件异常困难的事情。

1920年初，上海《星期评论》杂志社想要连
载《共产党宣言》。由于当时条件所限，翻译工作
难度相当大。推敲翻译宣言的条件，至少要具备
三个方面：一是熟悉马克思主义学说；二是精通
一两门外语；三是有深厚的本国语言文学素养。

在物色翻译人选时，邵力子推荐了陈望道。
陈望道不负所望，“费了平常译书的五倍功夫”
完成翻译工作，得到了鲁迅的高度评价：“这个
工作做得很好，现在大家都在议论什么‘过激主
义’来了，但就没有人切切实实地把这个‘主义’
真正介绍到国内来，其实这倒是当前最要紧的
工作。望道在杭州大闹了一阵之后（注：指“一师
风潮”），这次埋头苦干，把这本书翻译出来，对
中国做了一件好事。”

陈望道通过翻译《共产党宣言》，终于确立
了马克思主义信仰，随后参与创建上海的早期
共产党组织并热情工作，在党的“一大”后担任
了上海地方党组织书记。由于当时党还处在幼年
时期，以及当时党的领导人身上表现出来的一些
家长制作风等因素，陈望道等部分人员先后离开
了党组织，但他明确对沈雁冰说“我信仰共产主
义终身不变”。此后的陈望道，作为一名进步学者
专注于学问和教育的同时，始终团结和凝聚在党
的外围，积极推动社会变革和文化教育事业的进
步，被后人称为是一名党外特殊的“布尔什维克”。
新中国成立后，担任复旦大学校长的陈望道表达
了重返党组织的愿望，毛泽东主席表态，陈望道
什么时候想回到党内，就什么时候回来，不必写
自传，不必讨论，可以不公开身份。1957年6月，中
共中央组织部批示同意上海市委关于接受陈望
道入党的请示报告，当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
长的邓小平在文件上署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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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小锋

今年是《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诞生100周年。
1920年春，陈望道在家乡分水塘的简陋柴房完成《共产党
宣言》翻译工作之后，应邀前往上海担任报刊编辑工作。从
而频繁穿梭在上海法租界的石库门建筑里，参与、发起中

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一系列活动。《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
译本随之付印，《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称之为“马克思
主义在中国传播史上的一件大事”，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提
供了重要思想理论准备。从分水塘到石库门，探析《共产党宣
言》中文全译本的历史渊源，留给后人的是一笔丰厚的精神
文化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