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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红色基因 革命老区巡礼

铭记光辉历史，不忘初心使命。义乌是省定革命老区市，在这方具有悠久革命历史传统的
热土上，镌刻着令人难忘的红色印记。为迎接“七一”建党99周年，本报特开设《传承红色基因
革命老区巡礼》栏目，追寻先辈足迹，挖掘红色故事，重温那段峥嵘岁月，传承和弘扬以爱国主
义为核心的红色文化，让革命先烈伟大的精神力量继续激励我们，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大道
奋勇前行。

▢ 全媒体记者 王月 文/摄

6 月 11 日 ，“ 色 彩 与 感
情”——乃比·艾力个人油画
展在义乌市图书馆一楼翰邦
美术馆举行。本次画展共展出
乃比·艾力近年绘制的人物、
风景类油画作品54幅，大多带
有强烈的民族特色风格。

乃比·艾力是一名维吾
尔族画家，1981 年 6 月出生在
阿克苏市乌什县一个艺术家
庭。爷爷和父亲是当地颇有
名气的民间艺人，在这样的
家庭文化氛围熏陶下，乃比
从小对艺术有着浓厚的兴趣
和独特的天分。他先后向北
京、广州、浙江等地的多名画
家 、书 法 家 拜 师 学 艺 。2008
年，乃比来到义乌，不断与义
乌当地书画家们学习切磋。
近年来，他的油画、墙面艺术
作品逐渐受到义乌书画界人
士的赏识，名气渐显。其中，

“门”系列的油画作品是他的
代表作，其中一幅描绘老式
木门的写实油画是他的倾心
之作，灵感来源于佛堂老街
的一处角落。一次，他迷路时

无意间用手机拍下了这幅画
面，觉得意境颇深，遂绘制成
画。此画一出便受到义乌众
多书画名家的赞赏。

“我所画的油画带着浪漫、
真实的特点，它代表着我的真
实情感，是一种顺其自然、得心
应手的感觉。”乃比说，自己也
一直努力在绘画中追求更逼
真、更新颖的视觉效果。

乃比·艾力
个人油画展开展

▢ 全媒体记者 王月

6月9日，我市首次文化走
亲活动“众志成城——抗疫防
疫复工复产专题美术作品邀请
展”在丽水市美术馆正式开幕。

本次邀请展由浙江画院、
浙江省中国人物画研究会、丽
水市委宣传部、丽水市文旅局、
义乌市文旅局主办，将持续至
6月23日。该展曾于4月29日-
5月17日在义乌市七墨美术馆
首站展出，收获不俗反响，延展
至5月28日才正式撤展。

展出的 80 余件美术作品

生动再现了抗疫防疫、复工复
产一线的动人画面和故事，进
一步凝聚起众志成城、共克时
艰的强大精神力量。广大医务
工作者、人民解放军以及各行
各业干部、人民群众以团结奋
斗、不畏艰难的力量，与疫情
展开殊死战斗，谱写了庄严、
洪亮的生命之歌，体现了中华
民族不屈不挠的伟大精神。

《众志成城之英雄有名》《抗疫
组画》《心系苍生》《天使在人
间》……一幅幅画作生动展现
了抗疫防疫和复工复产中的
感人事迹。

“文化走亲”

义乌书画作品走进丽水

“来到这里，我就到望道红色主题
邮局写了封信，加盖红色邮戳，寄给读
高中的儿子，让他也了解红色文化，品
味信仰的味道。”昨天上午，正在陈望
道故居参观的游客陈先生说。

为了让“信仰的味道”传播得更
远，这些年，义乌着力打造望道信仰
线。该线起于城西街道横塘村，经七一
村至何斯路村，止于分水塘村，全长约
13公里。

望道信仰线从自然景观提升、产
业植入、文化发掘等多个方面入手，用
红色文化、山水景观、人文历史串起各
个小村落，将《共产党宣言》诞生，海外

宣传、国内宣传的历史过程，以景观小品
形式布置在各个重要节点，形成以《共产
党宣言》为主题的红色文化之路，让游客
在红色旅游中品味信仰的味道，感受信
仰的力量。

“现在游客越来越多，最多的一天来
了36批团队。”望道故居资深讲解员陈
华仙说，游客来自全国各地，最远的来自
新疆，最大的一个团队有 600 多人。据
悉，2018年，陈望道故居参观人数达10.5
万人次，接待各单位集体宣誓、上党课活
动760余次，游客同比增长75%。

去年，习近平总书记讲述的“真理的
味道非常甜”的故事广为流传，陈望道故

居获得了更多关注。2019 年，接待团队
超1000批次，参观人数超过16万人次。

越来越多的孩子前来接受爱国主义
教育，激发爱国热情；越来越多的单位组
织预备党员来到故居庄严宣誓入党；还
有越来越多的老党员来到这里重温入党
誓词……这里已经成为省级文物保护单
位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获得了包括省
级红色旅游教育基地、中国民主同盟传
统教育基地、金华市干部教育现场教学
基地、金华市党史教育基地、金华市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等在内的多项荣誉，并且
与上海复旦大学、浙江大学等知名学府
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

让“信仰的味道”历久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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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媒体记者 左翠玉 文/图

翻开风云激荡的红色篇

章，义乌，这片流淌着红色基

因的热土上，每座山都有故

事，每条河都有传奇。

100 年前，在城西街道

分水塘村的一间柴房里，一

位 29 岁的青年在忽明忽暗

的油灯下，把《共产党宣言》

一字一句变成了方块字。这

本仅万余汉字的小册子，影

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

人。这里就是《共产党宣言》

的诞生之所——陈望道故

居，2019 年 10 月 7 日，入选

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名单。

村因塘得名。
陈望道故居所在地——分水塘的

村名早在清代已有文献记载，在这个
四面环山、风光秀丽的小山村边，有一
口不大的水塘，此塘中的水从两边分
流出去，东南一路留在义乌，西北一路
流入浦江县境内，分水塘因此而名。

抗日战争时期，分水塘村是中国
共产党领导创建的金（华）义（乌）浦
（江）兰（溪）抗日根据地中心区域，也
是抗日武装第八大队主要活动地区
之一。

村因人而扬名。
陈望道的祖祖辈辈耕种于斯，生

存于斯。直至祖父辈，仍以务农为主，
但同时开始兼营靛青的制作和买卖，

又从事染坊行业。由于经营有方，积攒了
一些家产。陈望道的父亲陈君元读书不
多，思想却非常开明。他变卖田产让子女
走出山村求知问学，不仅送三个儿子上
了大学，还不顾村里守旧派的非议，毅然
将女儿也送到县城女子学校去读书。他
克勤克俭，购田置业，在清宣统元年建造
了一幢楼房，也就是现在的陈望道故居。

陈望道故居为前廊式天井院结构的
砖木建筑，坐北朝南，呈“凹”字形布局，
一进五开间，前设弄堂，左右各两间厢
房，中间是一个小天井，天井用条石铺
地。南面山墙为一字形照壁，照墙上开石
库门，上方横匾题“桂馥兰馨”，门外立一
通小影壁，以防气直通堂屋。宅前有个小
花园，园路铺鹅卵石，四周围墙，南面门

庑开院门。由汪道涵题写的“陈望道故
居”匾额挂在大厅中央。

故居内“陈望道生平事迹展”用大量
的珍贵图片和文字资料，展示了陈望道
辉煌的一生。正中央是一个大屏幕，上书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两旁有习近平等
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共产党宣言》一书的
评价。屋后的宣誓广场上塑有一面鲜艳
的党旗，基座上书着入党宣誓词。

西厢房西面有柴房一间，陈望道在
这柴屋中首译了《共产党宣言》中译本。
后来，柴屋焚于火中，而他翻译的经典著
作，却为中国革命“盗取”了“天火”，照亮
了革命者的道路。现今柴屋已经按照当
年的原样修复，里面陈列着陈望道用过
的桌椅、一盏煤油灯和一个简易的书架。

点燃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

▢ 全媒体记者 王月 文/摄

昨日上午，全国第四个文
化和自然遗产日义乌主场庆祝
暨义乌市非遗馆开馆活动在义
乌市文化广场举行，丰富多彩
的文化活动为前来参观的市民
提供了一场视听盛宴。

当日上午 9 点，记者来到
市文化馆下沉广场，早有市民
在广场看台区有序就座，等待
演出开始。东洲大鼓、走高跷、
曹村龙虎大旗等多项义乌本土
大型非遗展演活动陆续上演。
此外，还有市文化馆特邀的永
康市非遗表演精彩献映，永康
九狮图及十八蝴蝶表演带给观
众新颖的视觉体验。受疫情影
响，许久未观看大型文娱演出
的市民激动不已，纷纷用手机
拍摄精彩的演出瞬间，还不忘
呼朋引伴邀约亲友一同观看。

广场的另一边，义乌白糖、
梨膏糖、麻糍、东河肉饼等美食
类非遗项目展示区飘来阵阵香
气。香甜可口的红糖糍粑、皮薄
肉多的东河肉饼、醇厚香浓的
丹溪酒等各式义乌特色美食令
市民一饱口福。

除了精彩的大型展演，义
乌非遗馆开馆活动也是当天
的重头戏。143 项义乌非遗项
目在馆内一一展现，小锣书、
义乌道情、婺剧、古琴等非遗
展演轮番上演，更有来自义乌
和永康两地的 20 多位手工技

艺非遗传承人亲临现场，为市
民提供零距离体验非遗制作
技艺的机会。

“这个木头怎么雕刻成凤
凰的？”木雕技艺展位区，吸引
了众多小朋友的目光。义乌木
雕技艺传承人周孝金正在雕刻
一件半立体凤凰。只见十余把
刻刀在他手中翻飞，厚实的东
北椴木在他苍劲的刀下宛若柔
顺的面团，不一会儿便有了凤
凰的雏形。“我也来试试！”围观
的孩子家长在旁跃跃欲试。在
周孝金手把手指导下，家长张
先生拿起刻刀学习雕刻，不一
会儿便放弃了，“看着师傅雕刻
感觉很容易，自己动手才发现
刻刀力度和方向都不好掌握，
很容易发生偏差。”

义乌市文旅局非遗中心办
公室主任叶英立介绍，义乌市
非遗馆 13 日起正式对市民开
放，每周一闭馆，每周二至周日
上午9点到下午5点对外开放。

“与其他地区‘博物馆式’的静
态展现方式不同，义乌非遗馆
通过图片文字、实物展示、历史
影像、场景还原、视听播放、手
工体验等多元表现形式，让非
遗‘活起来’‘动起来’，具有生
动贴切的真实感。”

据悉，义乌市非遗馆还将
不定期举行各类非遗表演、医
生坐诊及手工技艺体验等活
动，让非遗真正走进生活、融入
群众。

义乌市非遗馆开馆
迎全国“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义乌木雕技艺展示吸引了众多目光。

置身此处，仿佛进入时光隧道，重
回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1919 年，五四运动爆发，陈望道
从日本启程回国，应聘任杭州省立第
一师范国文教员。在因从事语文课程
改革而引发的震惊全国的“一师风潮”
中，他得到了锻炼和洗礼。

1920年初，陈望道收到邵力子的
一封信，说《星期评论》请他翻译《共产
党宣言》，同时还捎给他一本日文版

《共产党宣言》和李大钊从北大图书馆
借来的英文版《共产党宣言》。

精通日语、英语，又有出色汉语功
底的陈望道，当仁不让地接下了这份
重任。陈望道后来回忆：“当时社会上
有各种思潮，因为我信仰马克思主义，
所以就答应翻译了。”

随后的日子，陈望道把自己“关
进”了老家的柴房。时值早春，天气还
很寒冷，到了夜晚，刺骨的寒风袭来，
冻得他手足发麻，但他始终废寝忘食
地翻译全文。一日三餐和茶水等，则常
常由母亲送过来。

有一天，陈望道母亲特地包了粽
子，配了些家乡特产红糖，给陈望道补
补身体。他母亲把粽子和红糖送进去
后，过了一会儿，在屋外问道：“是不是
还要加点糖？”就听陈望道说：“够甜，
够甜了！”等到母亲进去收拾碗碟时，
只见陈望道满嘴都是黑乎乎的，原来
他把砚台里的墨汁当作红糖，拿粽子
蘸着给吃了！

就是这样，陈望道忘我地一字一

字斟酌和推敲，“花了比平时多5倍的功
夫”，历经3个多月，终于完成了《共产党
宣言》的全文翻译工作。

1920年8月，《共产党宣言》在上海
正式公开出版，迅速风靡神州大地，受到
先进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的热忱欢迎。
初版的 1000 册，很快售罄；次月重印的
1000册，也很快被抢购一空。到1926年5
月，共出版了17次。北伐战争中，曾有一
个时期在军中散发此书，人手一册，其影
响力可见一斑。

《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和出版推动了
中国共产党建党的进程。1920年8月，陈

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等人在上海
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成立上海共产主义
小组，这是中国第一个早期党组织。1921
年，上海成立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陈望
道为第一任书记。

《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的出版发
行，是中国共产党人“开天辟地”的事。它
创造了历史的思想起点，它影响了无数
激进民主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由此转变
为共产主义战士；让苦苦思索中国出路
的先进分子，从中看到了希望，感受到真
理的力量，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奠定了
重要的思想基础。

激情岁月翻译《共产党宣言》

故居一角

故居内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场景还原。

画展现场

开开 栏栏
的的 话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