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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鞠 敏

! ! ! !左翼文化运动是由中国共产党领
导，以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坚力量，广大
进步文化工作者积极参与，是中国共
产党成立以后第一次有纲领、有组织
领导开展的革命文化运动，也可以说
是继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新的思想启蒙运动。从此，中国
革命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崭新特点，
即党不但率领武装的军队，而且率领
文化的“军队”，同时向统治中国的黑
暗势力进攻。这在中国现代革命史、文
化史上，不能不说是一个具有深远影
响的重大事件。

!"#$年大革命失败后，一批党的
和党所影响的文化工作者陆续聚集到
上海。他们冲破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高
压，在新开辟的革命的思想文化阵地
上，展开了英勇的战斗。

%"&'年 &月 (日，中国左翼作家
联盟（简称左联）在上海正式成立。随
后，中国社会科学家、戏剧家、美术家、
教育家联盟（分别简称社联、剧联、美
联、教联）以及电影、音乐小组等左翼
文化团体也相继成立。%'月，各左翼文
化团体又共同组成中国左翼文化总同
盟（简称文总）。
在左翼文化运动发展的进程中，左

翼社会科学工作者翻译出版了大量马
克思主义著作。从 %"($年 )月到 %"&$

年 *月，翻译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列
宁、斯大林等人的著作达 %%&种之多。
《资本论》+第 %卷,、《反杜林论》、《政治

经济学批判》、《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
义》等著作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都是
在 ('世纪 &'年代前期问世的。
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左翼

社会科学工作者特别注意宣传介绍辩
证唯物论，这在 ('世纪 ('年代前期着
重介绍唯物史观基础上，又前进了一
步。有些著作能够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
原理作出比较准确的阐释，对于人们正
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并用来总结中国革
命的经验，提供了有益的帮助。还有些
著作注意将马克思主义通俗化，以便让
更多的人了解这些真理。通俗的革命理
论作品启迪了许多青年学生，促使他们
的世界观转向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
物主义，并由此投身革命。

同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开展论
争，是左翼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一项重
要任务。

左翼社会科学工作者在这些宣
传、研究和斗争中，逐步提高了自身的
理论水平。这种提高主要表现在将马
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社会科学研究

的实际逐渐结合上。尽管这种结合还
是初步的-但是已经使社会科学研究出
现了新的面貌。

此外，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
学诸学科也出现了一批马克思主义的
学术论著，成长起一批有影响的马克
思主义理论工作者。

中国共产党在建党前后，始终非
常重视文化宣传工作，形成了党的优
良传统。!"('年 )月，在上海的书店
里，出现了最新出版的《共产党宣言》
中文译本，版权页上写着陈望道的名
字。"月，将五四时期陈独秀创办并主
编的《新青年》，作为小组的机关刊物，
并且建立了新青年杂志社。!!月，又更
加旗帜鲜明地创办了《共产党》月刊。
人民出版社成立后，先后组织出版

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列
宁的《劳农会之建设》等著作，还编辑出
版了共产主义丛书五种，以加大马克思
主义理论的宣传力度。《先驱》半月刊努
力传播和普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成
为中国共产党的宣传阵地之一。

! ! ! ! !"(' 年 ( 月下旬，年仅 (" 岁的
陈望道受《星期评论》主编人戴季陶、
沈玄庐、李汉俊的委托，开始潜心研究
和翻译《共产党宣言》。戴季陶早年在
日本留学时曾买到一本日文版《共产
党宣言》，打算译成中文。可阅读之
后，他放弃了自译的打算。后来《民国
日报》主笔邵力子向戴季陶举荐了陈
望道，认为陈望道可胜任《共产党宣
言》的翻译任务。于是，戴季陶向陈望
道提供了日文版《共产党宣言》，陈独
秀又通过李大钊从北京大学图书馆借
出英文版《共产党宣言》供陈望道对照
翻译。
陈望道在家乡义乌的柴屋里，仅用

了两个多月时间“费了平常译书的五倍

工夫”，把这部《共产党宣言》全部翻译出
来了。.月下旬，陈望道兴冲冲地带着翻
译好的《共产党宣言》中文译稿连同日
文、英文版书稿一同交给了李汉俊，请他
和陈独秀校阅译文。李汉俊、陈独秀很快
校阅完毕，最后经陈望道再次改定。《共
产党宣言》中译本最早准备由《星期评
论》连载发表，但没有想到译稿完成后
《星期评论》却已被迫停刊。当共产国际
代表维经斯基得知《共产党宣言》中译本
已经译出，决定资助出版。为此，在上海
拉斐德路（今复兴中路）成裕里 %(号，建
起了名叫“又新”的小印刷所。%"('年 )

月，《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终于在上
海问世，所印千余册很快赠售一空。
此外，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出版机

构“人民出版社”于 %"(%年 "月 %日在
上海成立，由当时担任党中央宣传主任
的李达亲自主持。%"(&年 %%月，中国
共产党又成立了第二个出版发行机构
“上海书店”，经销马克思主义著作等革
命书刊并印行党的宣传刊物，上海书店
的经理是毛泽民。

%"(/年，上海书店建立了自己的
印刷所，并在国内外建立了马克思主义
著作和革命书刊的发行网。

直到 ('世纪 &'年代之后，由华
岗、成仿吾、博古等人翻译的不同版本
的《共产党宣言》中译本才又先后问世。
所有这些中译本的出版都对推进马克
思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和发展起
到了重要作用。

! ! !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
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
在中国的传播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
历史阶段，并在上海撒下了无数“红
色基因”———
渔阳里，红色征程的起点。渔阳里

的记忆里闪耀着片片红光：一群觉悟
的青年，以《新青年》《共产党》等刊物
为阵地，把红色思想传向四方。

新渔阳里，在“外国语学社”的招
牌下，其实是为了掩护一批年轻人在

此秘密学习马克思主义。在新老渔阳
里内，曾有一条百米长的连接这两条
百年老弄堂的“马克思主义小道”，来
来往往的都是些忧国忧民、充满理想
的革命青年。

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始群体中，绝
大多数人是信仰坚定、理想执着的共
产主义战士。陈独秀，%"%)年和李大钊
创办《每周评论》，提倡新文化，宣传马
克思主义；毛泽东，%"(' 年 / 月至 $

月，一直寓居上海。这是毛泽东的思想

产生重大变化的时期。期间，毛泽东还
多次拜访了正在酝酿创建中国共产党
的陈独秀，一起探讨马克思主义；李大
钊，一生共 $次来上海。他曾到老渔阳
里 (号与陈独秀会谈建党。

%"(%年 $月 (&日，中国共产党第
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中国
共产党的诞生，从此，在中国出现了以
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和行动指
南、立志彻底改变中华民族历史命运
的中国革命领导力量。

! ! ! !回顾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史，不禁
发现马克思与“阿拉”这座城市有着非
常深的缘分———上海是马克思主义在
中国早期传播的前沿与重镇，在中国传
播史册上的众多“第一个”“第一次”都
在上海发生：
《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全译

本在上海问世。上世纪 ('年代，在上海
燃起的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星星之火”，
使得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诞生成为一
种必然。

%"('年初，陈独秀自北京返回上
海，《新青年》编辑部也迁至上海，《新青
年》成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

%"('年 /月，在维经斯基的帮助
下，陈独秀率先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研
究会。

%"(' 年 ) 月中共第一个早期组
织———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在上海成立
后，更加积极地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宣
传，努力提高工人群众的思想觉悟，同
时与非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斗争，积极
为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鸣锣开道。
据史料记载，最早提到马克思及其

学说的是广学会（英国伦敦布道会在上
海创立的出版机构）的传教士韦廉臣于

%))$年创办的《万国公报》，“马客偲”
和“恩格思”就是迄今所知的马克思和
恩格斯的最早译名，该报还介绍了《共
产党宣言》中的部分思想观点。

据专家考证，马克思的名字最早出
现在中国的时间是 %)")年。这年夏天，
上海出版了一部系统讲解各种社会主
义学说的著作《泰西民法志》，这是中国
人接触马克思学说的开始。%"'(年 %'

月，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 %)号上发
表了《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一文，
对马克思及其学说也作了简要介绍。
%"'&年 &月，上海广智书局出版了赵
必振翻译的日本人福井准造著的《近世
社会主义》。这是近代中国第一本较系
统地介绍社会主义学说的译著，书中称
马克思为“一代之伟人”。

%"')年 %月，《天义报》最早刊发
了上海译者民鸣根据日文版《共产党宣
言》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第一章中文译
本。在此前后，中国一批先进的知识分
子先后在《民报》《译书汇编》《近世社会
主义》《德意志革命家小传》《新世界》等
书报刊物上介绍了《共产党宣言》及其
主要理论观点。由此，马克思主义这个
“共产主义的幽灵”开始了在中国大地

的“徘徊”，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逐
步接受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

%"%"年 .月，在陈独秀主编的《每
周评论》第 %*期上发表了介绍《共产党
宣言》的文章。%"%"年 /月《新青年》出
版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这期专号
上，李大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一文，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和
《共产党宣言》的基本思想作了比较系
统而简明的介绍。当时由国民党人主办
的《建设》杂志、《星期评论》和《民国日
报》副刊《觉悟》，也都是当时研究、介绍
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

%"%"年至 %"((年间，中国共产党
创党前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传播马克
思主义的书籍有 ('余种。这些书籍大
致可分为三类：一是马克思的经典著
作；二是诠释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三是
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介绍“新俄国”
的著作。%".&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陈
瘦石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完整本，除陈
望道较早的译本外，这是 %"."年以前
《共产党宣言》* 个版本中唯一由非共
产党人翻译、在国统区出版发行的版
本。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重
镇———商务印书馆当之无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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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一个世纪以来"#阿拉$对这位熟悉的#陌生人$是越来越熟悉% 今天"我们仍然身处

在由马克思所打开的历史空间中"是什么原因使得我们在 !"世纪风云激荡的历史长河

里仍需聆听他的言说与奥义"正如习近平同志强调"与时代同步伐"与人民共命运"关注

和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课题"是马克思主义永葆生机活力的奥妙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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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宣言$中译本沪上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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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理论成为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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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翼文化运动助推传播发展

传承红色基因

今天，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纪念日。如何
记住马克思的生日，政治课老师习惯是这么教学
生的“一巴掌一巴掌打得资本主义呜呜哭”（即
1818年5月5日）。说到马克思，人们就自然会
想到恩格斯，想到《共产党宣言》，想到发表时这
对睿智又充满激情的伟大学者还不满30岁。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

荡&&”这是《共产党宣言》的开卷之语，激昂中
带有诗意，作者是德国人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
里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从1848年2月21
日在伦敦第一次以单行本问世，170年过去了，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了最好的实践，中国共产
党是《共产党宣言》精神的忠实传人。
一个世纪以来，马克思可以说是中国人最熟

悉、最亲切的“陌生人”，这位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
动人民的伟大导师，无产阶级的精神领袖，国际共
产主义运动的先驱，至今依然被公认为“千年第一
思想家”，他的学说著作深深打动中国人，并被广
泛学习运用。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中国一步步朝
着马克思理想中的社会前行。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全党学习运用《共产党宣

言》，就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要深化经典著作
研究阐释，推进经典著作宣传普及，让理论为亿万
人民所了解所接受，画出最大的思想同心圆。”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永远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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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耸立在上海复兴公园的马克思和恩格斯雕像

本版摄影 本报记者 张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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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年

“千年第一思想家”与“阿拉”城市的渊源
!!!上海被誉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传播最早的前沿重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