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位于静安区老成都

北路 7弄 30号， 隶属于上海市静安区委，建

于 2002年。 纪念馆建筑面积 2282平方米，

展区面积为 1100多平方米，由“序厅、中共

二大展厅、党章历程厅、中共二大会议旧

址、平民女校旧址展厅、专题展厅”六个

展区组成。

场馆展陈风格庄重大气、 巧中见

精， 向世人诠释了一个兼具地域特色

与文化内涵的石库门里的精品纪念

馆、城市中心的红色纪念地。

党章厅树信仰
依着参观顺序参观到尾声，参观者会走进

党章历程厅，一抬头，一串占据屏幕中央位置

的数字赫然在眼前。这串以 3开头的五位数，
代表着党章从诞生之日到今天为止已经走过

了三万多个日夜。随着日历更迭，这串数字将会
每天增加。展厅特设的“中国共产党首部党章”

展区，动态播放着张人亚生前留下的影像记录，

墙上写着大大的“张人亚秘藏中共二大党章”。
在日常工作中，尤玮常常会走进高校给

学生们上党课。有一次，她给大学生们讲述起
中共二大党章的意义，结束后一位同学举手

说道：“我要入党！”尤玮满心欢喜地说：“祝贺
你啊！找到了自己坚定的信仰。”这位同学随

即解释道：“我明白了中国共产党一个特别打
动我的地方，它有智慧，99年前制定的党章，

现在看来仍然保持着它的先进性。”尤玮补
充：“不仅如此，我们党还一直坚守着初心，到

现在仍然不忘初心、勇担使命。”
接受采访的当天，她在党章厅内的生动

讲解，再一次吸引了现场所有观众的聆听。岁
月无声，首部党章字里行间体现着中国共产

党人与生俱来的严明纪律意识，镌刻着革命
年代用生命守护的信仰力量。从那时起，中国

革命、建设、改革的列车有了动力十足的火车
头，这个年轻的政党也有了一把红色大尺去

检验全党的每一个成员。
张家父子守的是秘密，护的是党章，现在

的共产党员护的是初心，守护的则是这段红
色记忆。在党章的指引下，点亮信仰之光，也

被这光芒照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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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砖、灰墙、砖柱、门楣，在车
水马龙的延安高架旁，有这样一栋
百年石库门建筑，这里，诞生了中
国共产党首部党章。七一前夕，中
共二大会址纪念馆党支部书记、副
馆长尤玮带着我们走进了这栋
“藏”在石库门里的纪念馆。

中共二大与中共一大共同完
成了党的创建任务，这一期，我们
聚焦首部党章与它背后的守
护者张人亚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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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库门话传奇
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所在的辅德里也是石

库门建筑，今年 5月刚刚修缮完毕重新开放。它

曾经是李达的寓所，它也是人民出版社旧址和
平民女校旧址的所在地。

一砖一瓦凝聚匠心，门楣上，“腾蛟起凤”腾
跃其上，1922年，参加会议的代表们就是在这

扇门内召开中共二大第一次全体会议。如今，广

场前，五星红旗猎猎飞扬，每天都有络绎不绝的
党员组团到这里来，他们在党旗下庄严地宣誓。

今天的辅德里，不仅再现着石库门里的历史瞬
间，还重现了中国共产党第一部党章留存至今

的传奇故事。
翻开尘封的文献，泛黄的纸张尽显苍颜旧

貌，油印墨迹却依旧亮如乌金。中共二大会址纪
念馆内，展出的是中共二大文献的复制件，这系

列文件的原件是到目前为止发现的唯一存世的
中共二大中文文献。在馆内目前展出的中国共

产党党章复制件上，人们可以看到纸张最后印
有一枚红色收藏章，上面镌刻着张静泉“人亚”

同志秘藏。如此重要的文件上，为何会盖有私人
的印章？在中共一大纪念馆藏的 1920年 9月再

版的《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上，也出现了这
个“人亚”同志的印章。在这本小册子蓝色封面

的左上方，一枚长方形的印章印着“张静泉（人
亚）同志秘藏山穴二十余年的书报”的字样。

1951年上海《解放日报》上，也曾刊登过一
则寻找张静泉（人亚）的寻人启事，这位人亚同

志究竟是谁？

衣冠冢存初心
张人亚是浙江宁波人，中国共产党早期党

员之一。1927年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笼罩上

海，张人亚很担心一批党的文件和马克思主义
书刊的安危。这些文件一旦被国民党反动派搜

去，势必对党组织会造成重大打击。再三考虑，
张人亚决定冒险将文件从上海秘密转移到宁波

乡下，委托老父亲张爵谦代为保管，严守党的秘

密。
张爵谦接到儿子的嘱托后，傍晚，悄悄把这

包文件埋在了后院的草棚。儿子离开后，张爵谦
辗转难眠，思来想去，有什么办法可以确保这批

文件的安全呢？为了不让乡邻起疑心，他狠心编
造了一个不肖儿在外亡故的谎言，为儿子和自

己早逝的妻子修了一座合葬墓穴。
静泉是张人亚的本名，但是在他的墓碑上，

只刻了张泉二字。为了保密，张爵谦省去了名字
里的静字。墓碑之下，仅一口空棺。入葬当天，张

爵谦细心地整理好儿子的衣物，将儿子嘱托的
这包文件用油纸反复包裹、检查完好，夹带在衣

物中随棺落葬。从此以后，只有父亲一人默默守
护着秘密，独自等待着儿子归来。

然而直到新中国成立，张人亚也没有和父
亲再见上一面。张爵谦年事已高，他生怕当年的

嘱托无法达成，于是忍住悲伤揭开了衣冠冢下
的秘密，将这批文件交给了国家。由张人亚和他

的家人用生命守护的这包文件、书报，仅国家一
级文物就有 20余件。

2005年，在张爵谦老人过世多年以后，一

直不曾放弃寻找张人亚下落的亲属们，偶然

发现了一篇刊登在当年瑞金中央苏区出版的

《红色中华》报上的《追悼张人亚同志》。原

来，自 1927年辞别父亲后，张人亚曾先后在

上海、芜湖等地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31年

张人亚赴瑞金成为中央苏区出版事业的负

责人，1932年 12月 23日，他因积劳成疾

去世。

半个世纪后，亲属们才得知张人亚

已病逝，时至今日张人亚埋葬何处仍不

得而知。当相关部门向张人亚亲属颁发

奖金时，却被他们婉言谢绝。他们说，张

人亚已经过世，又没有留下子女，所以

这奖金没有人可以接受。而张人亚和

他父亲当年冒险这么做，几十载严守

党的秘密，只为遵守那个郑重的承

诺，坚守那个炽热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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