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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
利，《宣言》在中国的翻译、研究和传
播也由自发翻译介绍发展到自觉研
究介绍的阶段。在这一时期，最早介
绍《宣言》并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
是李大钊。

1917 年冬，李大钊应聘任北京
大学图书馆主任，此后，他迅速在
进步青年中开展学习和研究马克
思主义活动，并在图书馆大量扩充
马克思主义书籍，包括外文本的马
克思主义原著。1918 年，李大钊和
陈独秀一起创办《每周评论》，在第
十六号发表了《宣言》第二章的最后
几段文字，包括十大纲领全文，标题
是《共产党宣言》，译者是成舍我（署
名舍）。

在 1919 年 5 月、11 月出版的《新
青年》第五、六号上，李大钊发表了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摘译了《宣言》
的重要思想，该文对当时马克思主义
的传播具有重大的启蒙作用，掀起了
马克思主义译介传播的高潮。

1920年3月，李大钊倡导成立了
“北京大学马克斯学说研究会”，还筹
建了名为“亢慕尼斋”（即英文共产主
义音译，“斋”即书舍之意）的图书
室。当时研究会已经有《宣言》的英
译本，而且对《宣言》的研究已经直接

从源文本开始。研究会的成立也为
《宣言》的译介提供了更多的翻译源
文本渠道和合作翻译形式。研究会
成立了专门的翻译室，下设英文、德
文、法文3个翻译组，而且当时已经有
从德文翻译的油印本。虽然研究会
的《宣言》译本没有流传下来，但其影
响力是非常广泛的。研究会的会员
人数从最初的十几个人增加到后来
的几百人，而且这些会员还深入到革
命运动中实践和传播马克思主义，这
是《宣言》传播历史中从未有过的。

另外，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和
先进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所创立的
报纸杂志 （包括期刊、副刊、专栏和
专号等各种形式），也为《宣言》的译
介和马克思主义学说传播提供了极
大的便利，使《宣言》的影响力不断
扩大。

随着对《宣言》的认可度和接
受度不断加深，《宣言》全译本的推
出势在必行。中国最早的马克思
主义者正是《宣言》的宣传者，当他
们认定了它可以作为中国革命实
践的指导性文件，并可在此理论指
导下筹建自己的政党时，《宣言》全
译本的翻译传播就显得非常迫切
了。而这一任务，就落在了陈望道
的身上。

1920年
李大钊在北大建“亢慕尼斋”

1920年早春的一天夜里，在浙江义乌分水塘村一间久未修葺的柴
屋内，一名青年正埋首译书。他的母亲端来粽子和红糖。走到屋外，她
还特意问道：“红糖够不够，要不要再给你添些？”青年应声答道：“够甜，
够甜的啦！”谁知，当母亲进来收拾碗筷时，却发现儿子的嘴里满是墨
汁，红糖却一点儿也没动。原来，他竟是蘸着墨汁吃掉粽子的！

这名青年名叫陈望道，他所翻译的正是《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
《宣言》）。

习近平总书记曾在不同场合多次讲述过陈望道翻译《宣言》这
段往事，并意味深长地说：“真理的味道非常甜。”

这则故事，也让人们对《宣言》传入中国的过程充满兴趣。党的百
年历史，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同时也是马
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在中国不断传播推广、发扬光大的历史。

日前，《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传播通考》（以下简称《马通考》）出
版。这套书对我国1949年以前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中文版本文
献进行了收集整理，并做了适当的考证研究，原汁原味地展现了马
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在中国的传播过程。

为此，本报推出系列报道，从《马通考》中摘录相关内容，整理
《宣言》多个版本在中国翻译和传播的故事，让我们更加生动地感知
“真理的味道”究竟有多甜。

编者按

《宣言》是马克思、恩格斯为世界上
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即“共产主义者
同盟”撰写的纲领，全文贯穿马克思主
义的历史观，第一次全面系统阐述科学
社会主义理论，指出共产主义运动将成
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1848年2月，《宣言》在英国伦敦
首次以单行本问世，标志着马克思主
义的诞生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兴
起。170 多年来，它传遍了各个国
家，成为世界上传播最广、影响最大、
改变人类社会效果最为显著的著
作。据统计，《宣言》在全世界已经用
200 多种文字出版，有 1000 多种版
本，是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社会政治
方面的著作。

那么，《宣言》最早进入中国是在
什么时间？

日前，经辽宁出版集团、辽宁人民
出版社与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共
同创意策划，在百余位马克思主义理
论研究领域的专家与编辑团队的合力
奋战下，《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传播通
考》历经五年时间，终于完成了103卷
本的出版工作。这套书对我国 1949
年以前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中文版
本文献进行了收集整理，并做了适当
的考证研究，原汁原味地展现了马克
思主义经典文献在中国的传播过程。

《马通考》多位作者一致认为，《宣言》

是在1899年传入中国的。当年的2月
和4月，《万国公报》分别刊载了《大同
学》第一章“今世景象”及第三章“相争
相进之理”。在这两篇文章中，提到了

“马克思”“安民新学”（即社会主义）及
《宣言》的内容。

在第一章中提到：“其以百工领袖
著名者，英人马克思也。”还译述了马
克思的一段话：“马克思之言曰：纠股
办事之人，其权笼罩五洲，突过于君相
之范围一国。”这段话出自《宣言》，现
在通行的译文是：“资产阶级，由于开
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
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

在第三章写道：“试稽近代学派，
有讲求安民新学之一家，如德国之马
客偲，主于资本者也……”同年出版的

《大同学》第八章还提到了恩格斯的名
字：“德国讲求养民学者，有名人焉。
一曰马克思。一曰恩格思。”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中国人
对于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和马克
思、恩格斯还是非常陌生的，这也导
致在上述文章中出现了多处错误，
如在第一章中把德国人马克思说成
是英国人，而到了第八章中又更改
为德国人；在第一章里出现过的马
克思，到了第三章又变成了马客偲，
不知是技术错误还是作者认为这是
两个人。

1899年
国人初闻马克思恩格斯之名

1903 年 2 月 15 日，由日本东京
的中国留学生主办的杂志《译书汇
编》第二卷第十一号上，发表了革命
派马君武的《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
较》一文。文章写道：“马克司者，以
唯物论解历史学之人也。马氏尝
谓：阶级竞争为历史之钥。”很明显，
这是《宣言》的思想。1903 年 3 月，
由改良派主办的上海广智书局出版
了日本人福井准造著、赵必振译的

《近世社会主义》一书，其中有四处
提及《宣言》。

19 世纪末，中国革命的先行者
孙中山在流亡欧洲时，也曾学习和
研究《宣言》《资本论》等马克思主
义著作，这对他形成三民主义思想
影响深远。1905 年 8 月，孙中山从
欧洲回来后，便在东京建立中国同
盟会；同年 11 月，同盟会机关报《民
报》创刊。当时正在日本留学的同
盟 会 成 员 、资 产 阶 级 革 命 派 朱 执
信，署名蛰伸，撰写《德意志社会革
命家小传》发表于 1905 年 11 月 26
日的《民报》第二号上。在该文中，
作者记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
生涯并第一次扼要介绍了《宣言》
的 写 作 背 景 、基 本 思 想 和 历 史 意
义，还依据《宣言》的日文版并参照
英文版摘译了该书的五段文字和
第二章的十大纲领全文。作者将
该 书 的 书 名 译 为《共 产 主 义 宣
言》。此后，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

家宋教仁、叶夏声、廖仲恺等也先
后在《民报》撰文，介绍《宣言》及共
产主义运动。

此外，无政府主义派在杂志《天义
报》上也介绍了《宣言》。

就在资产阶级各派纷纷研究、介
绍《宣言》的同时，1907年，《近世界六
十名人》一书由世界社出版，该书在我
国第一次登载了马克思于1875年在
伦敦拍摄的肖像。

1912年6月2日，中国社会党绍兴
支部在上海出版的《新世界》杂志第二
期发表了煮尘重治作、势伸译述的

《社会主义大家马儿克之学说》 一
文。文章对马克思的生平及《共产主
义宣言》（即《共产党宣言》）作了介绍。

《马通考》作者之一方红由此总
结，纵观 19世纪末 20世纪初《宣言》
在中国的传播情况可知，这是中国
社会大动荡的时代，为了找到救亡
图存的真理，当时有先进思想的中国
人作了各种尝试，进行了各种理论选
择。《宣言》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作
就是在这种形势下被传播开来的。

当时，译介的《宣言》以文言体
为主，但 已 开 始 引 入 大 量 新 的 术
语。尽管此时译者对《宣言》的观
点并不完全赞同或接受，但对《宣
言》的片段性译介，从间接引述到
后来的章节译介，篇幅越来越长，体
现了《宣言》已经开始被国人关注和
接受。

1907年
马克思肖像出现在中国书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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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8月，由陈望道翻译的
《宣言》首个完整中译本正式出版。

陈望道（1891年—1977年），
是中国著名学者、教育家、翻译家、
语言学家，曾任复旦大学校长及上
海大学、安徽大学、广西大学等高校
教授，担任过《辞海》总主编，著有
《修辞学发凡》等书，一生从事文化
教育和学术研究。

陈望道 1915年赴日本留学，
受十月革命影响，陈望道在日本开
始接触马克思主义新思潮，并阅读
了日文版马克思主义著作。

1920 年初，陈望道应上海
《星期评论》杂志的约稿，开始翻
译《宣言》，所依据的日文版和英
文版《宣言》分别由《星期评论》编
辑戴季陶和《新青年》主编陈独秀
提供。

陈望道的翻译是在环境险恶和
异常艰苦的条件下秘密进行的，为
了防止反动当局的突然袭击，陈望
道躲在一间破旧的柴草棚里，点着
昏暗的油灯，克服了缺少资料和工
具书等重重困难，经过百余天的奋
斗，终于完成了《宣言》的第一部完
整中译文稿。

正当陈望道携译稿到上海准
备在《星期评论》连载时，该刊停
刊了，译稿也就无从发表了。这
时，陈独秀邀请陈望道参加《新
青年》的编辑工作。5 月前后，
陈独秀等人在上海酝酿发起成
立共产主义小组，对外称“马克
思主义研究会”。研究会对陈望
道译出的《宣言》很重视，但是想
出版却无经费。恰在这时，共产
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及其中文翻
译杨明斋来上海与陈独秀联系，
商谈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问题。
维经斯基知道陈望道译本的情况
后，非常重视，决定资助。于是，
1920年 8月，《宣言》中译本经过
陈独秀、李汉俊校阅后，由上海社
会主义研究会列为“社会主义研
究小丛书”的第一种中文全译本
正式出版。

陈望道译本第一版的最明显之
处是书名印错，将“共产党宣言”印
成“共党产宣言”。该版本比现在的
小 32 开本略小，是平装本，竖排
版，全书用3号铅字刊印。第一版
出版后，发现将书名印错，立即印出
第二版，将书名改为《共产党宣言》，
并将水红色的封面改为蓝色。9
月，研究会又重印，仍为蓝色封面，
只是封底改为“九月”出版。在两个
月时间里，《宣言》连续印刷两次，这
在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出版史上是极
其罕见的。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避开北
洋军阀和后来国民党反动政府的
耳目，该译本的书名、译者名字和
出版社名字更换多次。1921 年
该书出版时，译者改为“陈佛
突”，1923 年又改为“陈晓风”，
1933 年又改为“仁子”。书名也
不断更换，如 1933 年改为《宣
言》，有时又叫《马克思恩格斯宣
言》等。

陈望道翻译的《宣言》首个中译
本，同时也是国内第一部完整的中
文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著，它的出
版适逢酝酿成立中国共产党之时，
立即受到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和广大
革命群众的热烈欢迎，引起强烈反
响，对党的领袖人物及革命先驱的
成长有着重要的影响，也为早期中
国共产党的组织和发起奠定了思想
基础。

陈望道与《共产党宣
言》首个完整中译本

本报记者 高 爽

陈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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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8年《共产党宣言》封面。《共产党宣言》手稿。

《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传播通考》部分作品。

陈望道译本第一版（上图）将书名印错，第二版（下图）改为蓝
色封面。

————《《马通考马通考》》里的故事里的故事((上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