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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充满智慧的!伪装封面"

!"#$年春夏之交，国民党右派发动反革
命政变，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第一次国
共合作失败。在白色恐怖笼罩下，中共报刊出
版工作几乎陷于停顿，毛泽民也随毛泽东参
加秋收起义。为了重建党的宣传阵地，中央常
委会于 %&月 ''日通过出版中央机关报的决
议，定名《布尔塞维克》，由瞿秋白、罗亦农、邓
中夏、王若飞、郑超麟等组成编委会，编辑部
就设在上海亨昌路 (%) 号（今愚园路亨昌
里）。%%月初，党中央急调毛泽民回沪，恢复
党的出版发行工作。
毛泽民首先在派克路秘密创立协盛印刷

所，这是当时最大的秘密印刷机关，发行党内
刊物《中央通讯》和党中央理论刊物《布尔塞
维克》等。“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为
了应对国民党军警和租界密探的严密搜捕，
毛泽民和印刷厂的战友们随机应变，巧妙地
给革命刊物装订上各种伪装封面，如《中国文
化史》《中国古史考》《平民》等，有时还用国民
党机关刊物《中央半月刊》做封面，这些“红色
伪装书”体现了共产党人坚毅卓绝的斗争智
慧，是共产党宣传史上的光辉篇章。

%"')年 %'月，印刷所遇到开办以来最
大的危险。巡捕房密探顺藤摸瓜，找到印刷所
的位置，将全体工人集中关押在一间屋子里，
又在一家旅馆里扣住毛泽民。得知毛泽民被
捕后，党中央立即组织营救，幸好当时毛泽
民的身份没有暴露，最终交了 )&&银元的罚
款，化解了这场危机。%"'"年，毛泽民奉命前
往天津重组地下印刷厂。上海的秘密印刷厂
暂停运营。直到 %"*%年初，中央派遣毛泽民
回沪，与瞿云白、钱之光等人续办印刷厂。经
过一番辗转，印刷厂落户到齐物浦路元兴里
（今安国路口）的两幢楼房，印刷厂对外宣称
是两家，一边是秘密印刷厂，一边是一家绸布
庄，其实是以开设绸布庄作为掩护。在白色恐
怖下，转移印刷厂是很不容易的事，每次转移
时，要先把印刷机和设备搬出来，放到党的地
下转运站里寄存，再搬到新的地方，有时要在中
途转停几个地方，才能搬到目的地。搬迁时，还
得把印刷机拆散装箱，外面用草绳缠好，怕搬
运时碰坏了机器，在木箱上再写上某某商号
收的字样，用板车或其他办法运送。

%"*%年，毛泽民调回上海负责印刷工作
期间，他向党组织请求后，通过
地下交通员带信到长沙板仓，
终于将毛泽东的三个儿子护
送到上海寄养。

绝对忠诚的人
从事过地下工作的老党员钱之光回忆，印刷

厂是最难隐蔽的部门，因为隆隆的机器声很容易
引起怀疑，一旦遭反动军警搜查，笨重的机器和大
量印刷品也很难转移或隐藏，所以秘密印刷厂无
法在一个地方存留较长时间。%"#+年，中共中央
在上海开办印刷厂，直到 %"*#年中央机关迁往江
西苏区，该厂多次遇险，但总是逢凶化吉，创造了
中共宣传战线上的奇迹。

%"#*年中共三大结束后，中央局从广州迁至
上海，为了扩大宣传，中共中央决定派罗章龙、徐
白民、恽代英等组成出版委员会。%"#+年五卅运
动前后，革命高潮迭起，中共中央急需自己的印刷
场所，出版委员会决定在上海开办地下印刷所，专
门印刷秘密刊物和内部文件。经过努力，地下党员
倪忧天等人租下上海北火车站
附近香山路（今象山路）一幢带
有边厢房的石库门房子，办起
第一家地下印刷所———国华印
刷所，印刷设备只有一部对开
机、一部脚踏圆盘机、一副老五
号宋体的铜模和三四号字头的
铅字等。为防不测，倪忧天在房
外特意挂上“崇文堂印务局”招
牌并对外营业，以便把国华印
刷所伪装成崇文堂的加工场。
同年 "月，党员沈选庭送校样
时意外受到外国巡捕“抄靶子”
（搜身），稿件校样遗失，为了安
全起见，国华印刷所不得不紧
急转移别处。

%"#+年冬，毛泽东的大弟毛泽民来到上海，
主持印刷厂工作。他化名杨杰，以印刷厂老板为掩
护，印行党的外宣刊物和内部文件。为了扩大印刷
事业，必须招募一批员工，但这项工作十分特殊，需
要素质极高且无比忠诚的人才能胜任。为此，毛泽
民专门派人到老家韶山，挑选可靠的人员当印刷厂
工人。中共韶山支部特地推荐了毛特夫、毛远耀等
人去沪，配合毛泽民工作。当时，担任上海书店经理
的徐白民负责发行党的公开和半公开进步书刊，毛
泽民则是党中央革命书刊秘密印刷发行的负责人，
形成了“印刷、发行双翼齐飞”的良好局面。

由于环境恶劣，%"#+年至 %"#,年，中共上海
印刷所合计搬了六次家，中兴路西会文路、闸北青
云路青云桥、租界泥城桥鸿祥里以及新闸路新康
里都留下了它的足迹。即便如此，地下印刷厂仍然
发挥出强大的战斗力，它先后承印了共产党和共
青团的机关刊物，如《向导》《中国青年》《中国工
人》《新青年》及其他一些临时性秘密文件，又承印
了全国各大进步书店发行的马列主义书刊，把革
命思想播撒到民众中去。

从1921年到1932年，中共中央机关在上海驻守了十
余年，其间创办了地下印刷厂，因险恶形势，印刷厂前后搬
迁了二十余次，相继出版了《向导》《布尔塞维克》（即布尔什
维克）《红旗》等报刊和多本理论著作。这些书籍报刊犹如一

柄柄火炬，将党的理论和主张传播到大江南北，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
光明和希望。而秘密印刷厂的传奇经历，也为近代上海印刷出版事业留下浓

墨重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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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绸布庄里的红色秘密
齐物浦路元兴里（今安国路口）的两幢楼房，房

子紧紧挨在一起，分上下两层，门牌号是 %(,-%()

号。印刷厂对外宣称是两家，一边是秘密印刷厂，一
边是一家绸布庄，瞿云白负责印刷厂的对内工作，而
钱之光改名为徐志先，表面上打理绸布庄，实则承担
印刷厂的对外联系。新中国成立后，钱之光在回忆录
中写道：“我家住在绸布庄，以夫妻店的形式，经营批
发各种绸缎布匹，以掩护印刷厂的内外活动。绸布庄
里装有电铃开关，电铃安在印刷间。当外面有人进店
铺时，就会按下电铃开关，印刷间的人听到电铃响，
就会停止印刷，以免被人听见印刷机的声音。如有突
发情况，他们也会根据约定的电铃暗号，通知印刷间
采取紧急措施。”
通常，印刷所需纸张都是伪装成绸缎布匹运进

绸布庄，然后再送进印刷厂，印好的文件也是经过伪
装后，再从绸布庄运出去。印刷厂里住着瞿云白夫
妇，房间陈设完全是平常居家的模样，一进房门是个
小天井，往里走依次是客堂、后堂和灶间，这其中后
堂就是作为印刷车间使用的。要强调的是，所谓印刷
厂，最值钱的机器居然只有一台四开的脚踏印刷机，
即便如此简陋，大家还是克服重重困难，为党印制了
不少文件和报刊。
没过多久，钱之光就发现有个叛徒在印刷厂附

近的安国路菜场转悠，党组织决定马上转移。相关人
员先分散到几家旅馆，由钱之光再寻落脚点，他很快
看中梅白克路（今新昌路 ""号）一幢新式红砖三层
楼房，房子外面有一道横拉开关的铁杆门，里面还是
一道木板门，钱之光租到后，又加了一道铁栅栏，这
三道门就如同三重保险，把印刷厂隐蔽得严严实实。
现在，新昌路 ""号的建筑是唯一完好保存的中央秘
密印刷厂旧址，现被列入上海市一级保护文物。
钱之光之所以看上这幢房子，是因为不远处是

正在盖的国际饭店，机器声、打夯声、号子声整天不
绝，加上这里靠近繁华的南京路，交通四通八达，进
退十分方便。印刷厂搬过来后，规模越做越大，人员
也多起来，国民党特务万万没想到共产党竟在自己
眼皮底下摆开这么大的阵仗。落户梅白克路的日子
里，印刷厂添置了一台两相电动机，把脚踏印刷机改
成半自动的电动印刷机，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印刷
厂大量翻印苏区的文件、文章，印制有关宣传形势、
罢工斗争情况的传单，同时还曾印制《党的建设》《红
旗周报》《布尔塞维克》《实话》等刊物。
地下印刷厂的平静岁月总是短暂的。%"*%年 (

月，知晓大量党内秘密的顾顺章叛变投敌，国民党根
据他提供的线索在上海滩展开大搜捕，幸亏打入敌
人内部的钱壮飞等人及时通报，党中央提前采取了
隐蔽、转移等措施，身份暴露的毛泽民也紧急转移到
香港，印刷厂改由左觉农、钱之光等人领导。

! ! ! !纪律高于一切
印刷厂能在上海白区长期坚持，严格的纪律是必不可少的。当时，相关

人员按规定不能和家人通讯，要断绝一切社会关系，不能随意上街，也不能
参加集会、结社、游行等活动，目的就是为了更有利于隐蔽活动。当时还规
定，外出执行任务要带自卫武器，所谓“自卫武器”，就是酒瓶、小铁器之类的
东西，外出带着它们，一旦遇到叛徒和其他不测，可以用来抵挡一阵子。

%"*'年夏，印刷厂又搬到麦特赫斯脱路（今泰兴路）*),号的三层楼房
子里，这几乎是印刷厂待得最短的地方，原因是调试机器时，工作人员会到
房子周围去测听机器声响，结果发现噪音很大，无法隐蔽。后来才得知，这幢
房子是整体设计的钢筋混凝土结构，很容易传声，钱之光等人想尽办法来隔
音，但效果都不理想，无奈之下，只好放弃了这个地方。
下一个去处是武定路 %)%弄 %'-%(号的一幢西式洋房，房子质量很好，

装饰也很讲究，况且印刷厂搬进豪宅，一般人不大会起疑心。可是印刷厂运
转没几天，钱之光就发现新安排的交通员老是擅自行动，尤其是夜里常常外
出，很晚才回来，不知道干些什么，让人很不放心。对地下工作者来说，擅自
行动是绝对禁止的。为了避免意外，印刷厂不得不再度搬迁。%"*'年冬，印
刷厂搬到北京西路张家宅路 $*弄 ()号。这段时期内，根据国内外形势以及
苏区宣传需要，厂里印刷了党的文件和《红旗周报》《党的建设》《实话》《布尔
塞维克》等机关刊物，还配合了上海工人斗争。%"**年春夏之交，考虑到钱
之光等人在上海时间较长，熟人太多，容易暴露，党组织将钱之光等人转移
到中央苏区。
因白区斗争环境进一步恶化，%"*+年 '月，地下印刷厂向外地转移，完

成了它在上海的光荣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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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昌里 !!号!现在被命名为中央秘密印刷厂旧址

" 上海书店旧址

" 毛泽民
" "红旗周报# 一期伪装

成"平民$

" %红旗周报$第 "#期伪

装成"时时周报$

" "红旗周报$第 $%期伪装

成"光明之路$

"

钱
之
光
及
其
主
持
印
刷
过
的
部

分
刊
物

壹

肆

贰 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