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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媒体记者 左翠玉 文/图

见证烟与火 深藏身与名
——探寻义乌红色档案中薪火相传的党史印记

6月28日，“中国共产党人的家风”档案展在河北博物院开展。毛泽东、周恩来等32位共产党人与家人的合影、往来书信、
家规等280余件珍贵档案文献与观众见面，生动展现了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优良家风和严于律己的高尚情操；6月30日，
侵华日军细菌战史实（义乌）陈列馆充分利用馆藏资源，举办了“红心永向党 共绘中国梦”主题绘画活动，一张张以“建党”为
主题的作品，表达了孩子们爱党爱国爱家乡的家国情怀……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3周年，为庆祝这个伟大的日子，全国各地党员、群众纷纷举行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铭记党
史，弘扬伟大的建党精神。欲知大道，必先为史。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开放的历史，都通过档案载入
了史册。近期，市档案馆、各陈列馆、名人故居等地成了打卡热门地。漫步其中，新老党员通过参观各类薪火相传的红色档案展
览，在回望义乌百年党史画卷的波澜壮阔中，探寻时间长河朵朵绽放的精彩浪花，汲取着奋进前行的精神力量。

义乌是《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首译地。
1920年2月，陈望道带着日文版《共产党宣言》和陈独秀

通过李大钊从北京大学图书馆借来的英文版《共产党宣言》，
秘密回到老家分水塘村，翻译《共产党宣言》。他在潜心翻译
时，把粽子蘸着墨汁吃掉却浑然不觉，还说“够甜，够甜的了！”
1920年8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出版，成
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史上的一件大事。从1920年8月到
1926年5月，《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本先后发行39版，是建
党前后传播最广、影响最大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首版历经100多年，在国内有
幸保留下了12本。作为“国家一级文物”，成为收藏单位的“镇
馆之宝”。据《浙江日报》等媒体报道：这12本中文首译本分别
被收藏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上海鲁迅纪念馆、上海图书
馆、上海市档案馆、上海社科院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
国家博物馆、北京市文物局、温州市图书馆、上虞档案馆、延安
革命纪念馆和山东东营市博物馆。

其中，珍藏在山东东营市博物馆的首版《共产党宣言》，是
1949年后最早发现的版本。它是在1975年由广饶县文管会从
该县刘集村农户家中收集来的，因保存不当破损严重。2021
年，上海社科院筹备启用“党的诞生地”资料中心，布展过程中，
工作人员在社科院图书馆馆藏中又发现了一册首版藏本。这是
全国第12本、上海第5本《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珍藏在绍兴
市上虞区档案馆的首版藏本则保存完好。据报道，这册《共产党
宣言》中文首译本系平装本，长18厘米、宽12厘米，比现在的32
开本略小，显得玲珑精致。全文用5号铅字竖排，共计56页。封面
为粉红色、繁体字，封面上方有4行字，从上到下，依次为“社会主
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大写的“共产党宣言”以及“马格斯、安格
尔斯合著”“陈望道译”。封面正中，是一幅水红色的马克思半身
像。封底自右至左依次印有“一千九百二十年八月出版”“定价大
洋一角”“原著者马格斯安格尔斯”“翻译者陈望道”“印刷及发
行者社会主义研究社”。

“首版仅印了1000册，加上中间隔了百余年，能保存下12
本，已经相当不容易了。”负责寻访的老党史人周大富如是说。
目前，这12家单位都已参照上海鲁迅纪念馆的做法，将首版

《共产党宣言》采用恒温恒湿保存，真品藏于内室之中。观众在
橱窗中见到的，都是“高仿真”复制品。

“我们馆的库房里珍藏着几套《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的
仿真复制件，红头本和蓝头本都有。”市档案馆副馆长刘威介绍。

陈望道在家乡完成《共产党宣言》翻译后，前往上海，成为
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的重要成员，又继续翻译了《马克思
的唯物史观》《空想和科学的社会主义》《唯物史观的解释》等
文章，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突出贡献。

走进位于市档案馆一楼的传奇义乌档案文化展，馆藏精
品展厅内有两张拍摄于20世纪60年代的合照，十分引人注
目。一张是陈望道与友人在大安寺塔下的合影，另一张是他与
义乌中学师生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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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革命时期，面对南方风起云涌
的反帝、反军阀的浪潮，许多义乌籍共
产党员不约而同地回到家乡，在义乌
点燃革命斗争的熊熊烈火。

1926 年 11 月，根据浙江省党部
中共党团书记潘念之的指示，在第
一次国共合作的政治背景下，义乌
党组织的主要任务是建立国民党地
方组织，迎接北伐军胜利进军。此
时，中共义乌党组织早期负责人之
一、《盐阜大众》创办人之一赵平生
也从绍兴回到了义乌。

据市委党史研究室推出的“红色
文化 义乌记忆”专栏之《阜亨酱园联
络站》一文记载，随着党组织活动频
繁，赵平生意识到，必须建立党的地下
联络站：一者可以便于联络，方便聚
会；二者可以传递消息，保障安全。赵
平生马上行动起来，经与方元永等人
联络和商议后，是年 12 月，在稠城阜
亨酱园孟允庆家成立中共义乌“阜亨
酱园联络站”，对外通讯联络的代号为

“袁当甫”，负责人是赵平生，隶属杭州
地委领导。

在市档案馆数字档案中，珍藏着
一份泛黄的“赵平生同志回忆录（大革
命时期在义乌办党的回忆）”，落款“中
共义乌县委党史收集整理小组”，时间

“1960年1月14日”。
回忆录里，赵平生道出了一些感

人至深的细节。孟允庆的老母亲对革

命很热情，她虽然没有参加党，但联络
站开党的会议，总由她望风。“她不时
来听我们的谈论，我们也不对她隐瞒
什么。那时，我们经济困难，她经常资
助我们。”甚至，在以后长时期的国民
党反动派统治下，她常掩护共产党的
同志，帮助共产党的事业。有一次，她
因此而坐了牢，但是出狱以后，依然热
情不减。“这位‘孔母’虞凤池老太太
（已于1959年1月逝世），在我们同志
的回忆里常把她比作高尔基著名小说
里所描写的‘母亲’”。

在赵平生等人的努力下，1926年
12月下旬，国民党义乌县党部正式成
立。在县党部的七名执行委员中就有
五名共产党员，另两位执委为国民党
左派，实现了义乌县第一次国共合作。

《义乌名人传》这样评价：赵平生
为中共义乌地方组织的建立和发展作
出了积极贡献。他在家乡领导过农民
运动，办过《乌喊报》。在 1929 年至
1933 年间，曾先后三次被国民党逮
捕，坚贞不屈，始终保持着共产党人的
革命气节。

在数字档案“国民党义乌县党部”
词条中，包含了党员证书、组织机构、
工作计划等内容，“党员名册”一栏中
还保留有一批义乌党组织早期的人员
名单。其中就有义乌党组织在农民中
发展起来的第一个党员——吴溶品。

据档案资料记载，1928 年 12 月，

吴溶品接任中共义乌县委书记。次年
7月下旬，中共义乌县委召开了近200
人的党员大会。吴溶品主持并部署，在
一切可能做到的地方开展“二五减租”
运动、改善农民生活的同时，壮大党的
队伍。这年秋收后，凡有共产党员和农
民协会的村庄，几乎无例外地减掉原
租额的 25%。同年 7 月，受上级指示，
义乌县委为保卫江西革命根据地，发
动了群众抗争，以阻止反动派修筑杭

江铁路。1930年7月，吴溶品被派到金华
塔江山、大路沈一带做党的基层工作。反
动派实施大搜捕中，公开悬赏 300 块银
圆抓捕吴溶品。10 月初，他与组织约定
召开县委会，但在路经东河乡时，不幸被
抓入狱。14日，吴溶品英勇就义，年仅29
岁。吴溶品是前洪村人，在他的影响下，
前洪村在各个革命时期涌现出许多革命
志士，留下了“夫妻上战场、兄弟上战场”
的佳话。

点燃革命斗争的熊熊烈火

红色档案具有真实性、权威性、
可读性，其背后的故事和蕴含的精
神，往往更详实可信、直抵人心、催
人奋进。

在侵华日军细菌战史实（义乌）陈
列馆内，“浙中抗战的中流砥柱——中
国共产党义乌地方组织抗日救亡运动
历史”红色档案展厅常年开放。“七一”
前后，这里格外热闹。

6 月29 日，上溪镇荷市村青年委
员吴俊带着儿子来到展厅，把“深入了
解中国共产党义乌地方组织在抗日救
亡运动中的光辉历程”当成了暑期的
第一个研学活动。

“这个展厅以义乌党史资料和档
案为基础，介绍了中共义乌地方党组
织的重建与发展、抗日武装的建立和
根据地的开辟、诸义东抗日根据地的
开辟及建设等内容。”现场工作人员介
绍，抗战期间，为了争取民族独立、人
民解放，革命先辈们用鲜血与生命谱
写了革命历程的闪耀篇章。

时间的指针来到了 1942 年 5 月
19 日。义乌沦陷前夕，中共金属地区
特派员在义乌柳村召开紧急会议，决
定以金东义西为中心，建立敌后抗日
武装，开展抗日武装斗争，开辟敌后抗
日根据地。同年7月，金东义西抗日自

卫大队（后改称金萧支队第八大队）建
立，在中共义乌县委领导下，与日伪顽
军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创立了金义
浦兰抗日根据地。

1943 年 8 月，一批党政军骨干去
义东北，开辟诸义东抗日根据地，打
通与四明山抗日根据地的通道。是
月，坚勇大队成立，很快打开了诸义
东边区的局面。当年12月18日，中共
金萧地委在义乌大畈建立。1944 年 3
月 23 日，由中共党员彭林、俞慕耕掌
握的义乌县抗日自卫独立大队（简称
独立大队）胜利回归，改编为金萧支
队独立大队……

三年多时间里，党领导的抗日武
装在义乌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同日伪
军和国民党顽固派部队展开错综复
杂的斗争，开辟以义西金东为中心区
的金义浦兰抗日根据地和以义东北
为中心区的诸义东抗日根据地，并在
根据地内建立了金义浦兰和诸义东
两个县级政权组织，使义乌成为金属
地区我党政军的主要活动地区和抗
战中心。

这个时期，党领导第八大队在金
义浦兰纵横沙场，与日、伪、顽军作战
40余次，摧毁日、伪据点9个，歼灭日
军近百人，伪军130多人，为开辟和保

卫根据地作出重要贡献。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9月，浙

东党、政、军奉命北撤。遵照浙东区党
委指示，在北撤的同时任命诸义东、
路西等特派员，留下部分党员干部，
继续领导根据地群众坚持斗争，放手
发动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斗争，重建
了革命武装。

“1949年5月8日上午，解放军二
野十二军三十五师从金华乘火车抵
稠城，留104团进驻义乌，不费一枪一
弹，义乌宣告解放。”在市档案馆二楼
的“义乌记忆”图片展第二部分“风起
云涌（1911 年—1949 年）”里，也展示
了同样的党史印记。一旁，还有抗战中
的义乌兵——义乌营的图文介绍。

“参观完‘浙中抗战的中流砥柱’
红色档案展，还可以继续往里走，接
着参观‘档案里的初心故事’珍贵红
色档案文献展，定会不虚此行。”市档
案馆宣传文化科副科长许微介绍，红
色档案文献展分为“理论探索”“理想
信念”“不懈奋斗”“牢记宗旨”“自身
建设”五个部分，通过档案的独特视
角，用大量珍贵档案、历史照片，展示
了我党早期革命先辈为了革命事业
献身奋斗的事迹，集中展现了革命先
辈们坚定的理想信念、深切的为民情

怀、强烈的使命担当和优良的工作作
风，深刻诠释了我们党不断取得胜利的
成功密码和力量所在。

擎起浙中抗战的中流砥柱

画作《义乌营突破南京城》。

《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

红色档案展一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