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相关链接

● 上海国华印刷所旧址 1925年 6

月至 10月，上海国华印刷所（崇文堂印务

局）设立于原香山路香兴里一处居民住宅，

今地处宝昌路临山路丁字路口。 这是中国

共产党在上海创办的第一家印刷机构。

但上海国华印刷所原建筑在 1932

年一·二八事变中被日本侵略者炸毁。

● 上海文明印刷所旧址 上海文明
印刷所的旧址位于原新闸路 638 弄 23

号，今地处新闸路大田路西北角。 1926年
至 1927年间， 这里曾有一幢两层砖木结

构的旧式石库门里弄住宅。上海文明印刷
所原建筑因市政建设需要现已被拆除。

红色档案
系列之二十九

1925 年深秋的一天，沈选庭如往常一般行走在送校样的途中，不料迎面撞见巡
捕临检。此时的他面临两个选择，要么转身就跑，钻进左侧这条弄堂，要么伺机把藏于
长袍之下的稿件扔进弄堂，越远越好。可假如要跑，一不知弄堂深浅，通往何处，是否
死路，二是十步开外的那两名洋巡捕身背长枪，若尾追进来，仍难以逃脱。他最终选择
了后者，将稿件取出，趁洋巡捕视线旁移之际用力扔进了弄堂深处……

沈选庭正在执行的是什么任务？他面临了怎样的危险？故事还得从当年中共在上
海先后开办的国华印刷所和文明印刷所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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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起炉灶
正如倪忧天和陈豪千他们商定的，上海的

地下印刷工作并未因国华印刷所停办而停滞。

1926年初，在公共租界的热闹地段，新闸路
638弄 23号（今新闸路大田路口），挂出了一

块不甚醒目的牌子：文明印务局，亦即文明印
刷所实体之所在。这便是经倪忧天建议，由杨

杰同志报经中共中央出版委员会批准而成立

的，负责排、印、制型和制本等综合业务的综
合印刷厂。

当时的新闸路 638弄 23号是一幢两层砖
木结构的旧式石库门里弄住宅，位于西斯文里。

这里，周围交通四通八达，还有福新面粉厂等不
少中小型工商户以及众多寺庙、教堂、同乡会馆

和公所。这样的环境比较利于地下印刷所隐蔽。
与此同时，在新闸路的另一头，还有着另一家中

共中央重要地下印刷机构中兴印刷所。因此，一

条新闸路上，出现了两家中共中央重要的地下
印刷机构———文明印刷所和中兴印刷所，一西

一东，为安全起见，他们互不往来。
文明印刷所的设备主要是由原青云桥印刷

所搬迁而来，负责排印党的内部文件和公开查
禁的书籍。审核流程上，所有印件皆由毛齐华

专程护送到杨杰同志手上。自此，文明和中兴
两个印刷所的总负责人都是倪忧天，由毛齐华

担任具体经办与联系人，并兼任两厂党支部书
记。

不出两个月，两家印刷厂就已经扩至 20

多名印刷工人，骨干多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

员，学徒则多为中共领导人的子弟，政治素质
高，组织纪律强。

但受限于现实，环境和劳动条件都比较
差，厂房面积原本就小，而机器却都是大块

头，操作工人脚下几乎没有立锥之地，只能在

机器底下钻来爬去，老实说，安全隐患的确不
小。但为了吹响革命的号角，把党的先进思想

广为传播出去，大家的责任心和工作热情都空
前高涨，从来无人抱怨。

尽管条件艰苦，但没有人将此仅当作一份
养家糊口的差事，更多的是将其视为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的崇高事业。

坚坚守守初初心心使使命命
深深深入入入学学学习习习“““四四四史史史”””

▲ 上海文明印刷所印制《布尔塞维克》

▲ 上海文明印刷所印制的《红旗》 ▲ 当时国华印刷所的工作房（车间）内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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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斯文里旧照▲ 西斯文里旧时弄堂

两块牌子
“五卅惨案”后，革命刊物和进步言论广受市

民青睐。为了广泛深入地传播革命思想和政治主

张，中国共产党急需建立自己的印刷机构。但在上

海建立地下印刷厂，面临着极其复杂而严峻的形
势。在文明印刷所诞生之前，国华印刷所承担了中
共在上海的大部分印刷任务。

最初，国华印刷所设在香山路香兴里一处居

民住宅内（今宝昌路临山路口附近）。1924年 11

月，中共中央指派毛泽民（毛泽东的大弟）出任中

央出版发行部经理，负责领导上海印刷机构的筹
建工作。毛泽民到任后，立即着手办理国华印刷所

的工商注册。为防不测，大家未雨绸缪，另挂“崇文
堂印务局”的招牌对外营业。国华印刷所作为崇文

堂印务局的印刷机构，直属中共中央宣传部。崇文
堂印务局由上海书店毛泽民、徐白民、徐梅坤三人

领导，委派倪忧天和陈豪千为正副负责人。
时至 1925年 6月初，“国华印刷所”和“崇文

堂印务局”同时挂牌成立，这是中国共产党在上海
创办的第一家印刷机构。印刷所的工作房设在居

室内，崇文堂印务局在国华印刷所内放置一张办
公桌，用来处理日常业务，并单独建立账册，对外

收取账款、开具发票全由崇文堂办理。

一切都在紧锣密鼓地开展着，但地下印刷工

作并不如想象中那么顺利。一般而言，印刷厂是
最难隐蔽的部门，厂里，机器的声音很响，非常

容易引起外界的怀疑。一旦引得反动军警前来搜

查，也很难迅速转移或隐藏笨重的机器和大量印
刷品。正因如此，秘密印刷厂很难在一个地方存

留较长时间。

险象环生
1925年深秋的一天，陈豪千心急火燎地赶往

倪忧天的临时办公点，进门便道：“忧天，前阵子沈

选庭同志在送校样的途中被公共租界的英国巡捕
搜了身，差点被捕，幸好英国人看不懂稿子，真是

好险，往后咱们更得小心，得设法保证安全。”陈豪
千单手扶在倪忧天的案头，满面愁云。

“是啊，这次国华所损失不小，第一次遭遇这

种事时，选庭同志情急之中扔掉了部分稿件，可回
来路上，又把余下的也弄丢了。”倪忧天点上一支

卷烟，给陈豪千也递去一支，接着道：“我看这么着
吧，按照杨杰同志的指示，当务之急国华所要尽快

搬离香山路，最好离北站远一点。”他还准备向杨杰
同志建议，把印所一分为二，一个负责排、印、制型

和制本的综合业务，另一个承担专业浇版和印刷，
这样，即使一处暴露停转，另一处仍可继续生产。

陈豪千了然，话里所指的杨杰是毛泽民同志

的化名，可问题接踵而至：现在一处都险象环生，
再增加一处谈何容易，选址怎么考虑？还有人员？

倪忧天立起身，踱至陈豪千身边，拍了拍他的肩

膀，笑道：“杨杰同志已采纳了我的建议，并且有了
初步设想，鉴于这项工作很特殊，只有素质和忠诚

度都很高的人才能胜任，所以已派人回韶山老家
去物色了，先期挑选的都是印刷工人，韶山支部那

头也已经把毛特夫、毛远耀等几人推荐了过来，过
不了多久就会来沪。”至于选址，他们商定，最危险

的地方往往最安全，新厂反其道而行之，设在热闹

地带，就在租界，在敌人眼皮底下做道场。
这时的倪忧天已经估计到国华印刷所接下来

极有可能会面临被查抄的危险。在这次谈话之后，
他立即下令暂停了一切印刷工作，为防万一，还下

令紧急销毁印刷模板和印张。停工延续至 10月，
拆卸全部设备的工作由毛齐华主持，国华印刷所

终于搬离香山路，转移至别处。
从 1925年 6月创办到同年 10月停办，国华

印刷所和崇文堂印务局的历史仅有短短 5个月的
时间，但他们先后承印了五卅运动宣传品、上海总

工会的小册子、马列主义书籍、各式传单、公告和
党内刊物。还先后印发了《向导》《向导丛书》《中国

青年》《平民课本》《新社会观》《青年平民读本》等
一大批警示录与革命启蒙刊物。

生存之道
随着上海工人运动的日益高涨，军阀政府和租界巡捕

房对印刷所的管制格外严酷。今人可能会问，既然如此，文

明印刷厂又凭什么能在上海白区长期存活下来呢？非常时
期非常道，文明印刷所自有一套独特的生存本领。其中最

重要的一条便是纪律严明。当时，印厂的所有人员都被要
求断绝一切社会往来，甚至要切断与家人的通讯，同时，不

能随意上街，不能参加集会、结社、游行等活动。外出执行

任务必须随身携带钝器、酒瓶一类的近防武器。只因大家
都坚信，自身的安全也是组织的安全。

工人们自觉遵守各项规定，没有加班任务时，都会主
动聚在一起学习。中央出版委员会的负责人郑超麟、王若

飞、杨杰（毛泽民）、彭礼和等人都出席过文明印刷厂党支
部的民主生活会。

有一天，王若飞同志来印所视察工作，见工友小李从门
外低头进来，眉角挂着彩，便问他发生了什么事？小李支支

吾吾讲不出个所以然来，王若飞感觉事有蹊跷，便找来倪忧
天询问此事。倪忧天起先一怔，但一听是小李，最初紧张的

神色稍稍舒展了些，回道：“你是说小李啊，那我心里的大石
头就算落下一半了，这个人觉悟高，手脚麻利，行事谨慎，更

重要的是懂得随机应变，应该不会出什么纰漏，准又是他媳
妇干的，我这就去跟他核实一下。”言毕匆匆出门赶往车间。

一刻钟后，倪忧天面带轻松笑意回来跟王若飞汇报。原
来，近来毛齐华去外地公干，给杨杰同志送印件的事就交代

给了小李。基于效率，小李通常会走一条最短且巡捕不常巡
逻的路线，而那条路恰恰经过他自家门口。不止一次，小李

不巧被媳妇撞见，那是个心直口快又彪悍的女人，怀疑自家
男人在外面有见不得人的事，无论手上握着什么，举起便

打，小李只能躲着她，可也难免吃点皮肉苦头。“就是这么一
回事，毛齐华临走前之所以把这么重要的事交托给小李去

办，足见对这个人是很信任的，事实上小李也的确是个值
得信任的好同志。”

就在这狭窄逼仄的西斯文里，文明印刷所曾先后

印发了著名的《布尔塞维克》和《红旗》等刊物。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上海印刷机构屡遭破坏，厂

址也数次迁移，但在印刷工人们的努力坚持与顽强奋
战下，党的地下印刷工作一直坚持到 1935年 2月，因

白区斗争环境进一步恶化，地下印刷厂向外地转移，完
成了它在上海的光荣使命。

后记>>>

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国华印刷所和文明印

刷所早已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正如它们的名字那样，“国
华”———所印皆为救世之真理， 国文之精华；“文明”———

承担华夏新文明的书写与传播的重任， 将文明之光普照
神州大地。 抚今追昔，哪怕它们的存在再短暂，也具有极

大的开创性与标志性意义。

◆

三

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