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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印刷工作是党的一项重要工
作。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年来，书、
报、刊等出版物始终是中国共产党宣传
思想工作的重要阵地，是人民的政治文
化精神食粮。

1921年 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即
对出版印刷工作作出部署，成立领导宣
传出版印刷工作的机构，很快设立并逐
步完善党领导的书籍报刊等出版印刷发
行机构，旗帜鲜明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和
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开启民
智、发动群众、指导工人运动，出版印
刷成为党开展工作的重要阵地。

不久前，中国印刷博物馆策划举办
了“印本传思想 红色耀中华——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出版印刷专题
展”，全面回顾了党的出版印刷工作走
过的光辉历程以及取得的历史性成就。

在展览中有红蓝两本 《共产党宣
言》。红本的《共产党宣言》是第一个
中文版本，被称为“红色中华第一
书”，1920年8月付梓，共计印行1000
册。封面印着红底的马克思半身坐像，
画像上方印有“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
一种”“马格斯、安格尔斯合著，陈望
道译”等字样。翻开小册子，内页是用
5号铅字竖版直排，风格简洁。缺憾的
是，书名被错印成《共党产宣言》，文
中也有20余处讹字。毕竟这是又新印
刷所开机印制的第一本书，出错也情有
可原，这也是活字印刷术最容易产生的
错误。这一印错书名的版本，目前国内
仅存7本。《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
推出后，迅速在先进知识分子群体中掀
起一股购买与阅读热潮，很快便告售
罄。同年9月又印了第二版，改正了首
印本封面错印的书名，书封上的书名和
马克思肖像也由红色改为蓝色。

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年代，中国
共产党人以书刊和印机为刀枪、为弹
药、为播种机、为宣传队，播撒火种、

传播真理、动员群众、凝聚力量、投身革
命事业，深入广泛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和
毛泽东思想、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弘
扬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
在理论武装党员干部和人民军队、启蒙和
教育民众、揭露和打击敌人方面，发挥了
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为中华民族独立和
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出版
印刷篇章。

比如在抗日战争时期，面对敌人的疯
狂扫荡，要想把报纸继续办下去，总不能
一直停在一个地方。为了适应战争的需
要，报社同志想尽了办法，从而改造出一
台只有30公斤重的木质印刷机，这就是
我们后来所说的“马背上的印刷机”。《抗
敌报》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共产
党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创办的第一份党报，
也是人民日报报系中创办最早的报纸。该
报于1937年 12月 11日在河北省阜平县
创刊，由晋察冀军区政治部抗敌报社编辑
出版。创办之初，主要登载国际国内动
态。展览中的这份《抗敌报》为1938年
9月26日出版的第83期，双面四版，铅
版印刷，第一版刊有毛泽东《论持久战》
发行启事。由于抗战时期环境艰苦，当年
的《抗敌报》原报留存下来的非常稀少，
这张《抗敌报》显得尤为珍贵。

在党的领导和影响下，各地进步人
士、社团积极从事宣传反帝反封建、抗日
救亡和爱国民主运动的出版活动，为民族
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这
一时期，以鲁迅、瞿秋白、陈启修、茅盾
等为代表的出版人纷纷涌现，他们通过文
字的革新以达到对大众的救亡教育，显示
了他们极强的开拓精神和强烈的民族文化
自信。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出版印刷事业翻开崭新一页。党领
导出版印刷业除旧布新，初步确立了社会
主义的出版印刷制度体系，在探索中实现
良好开端并在曲折中发展。出版印刷战线

热情讴歌党领导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取得的巨大成就，生动书写全国各族人民
艰苦奋斗、改天换地的壮丽篇章。当时
《人民日报》真实记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开国大典的历史盛况和恢宏场景，被誉为

“新中国第一开国档案”，是唯一最权威、
最翔实、最完整真实记录新中国开国大典
和开国大阅兵的国家官方报纸，是新中国
超级“红色国宝”、国家一级文物。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图书出
版的步伐开始逐渐加快，记录反映改革开
放光辉历程，服务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事业，大量的中外文学作品得到出版和
再版，内容供给能力极大提升，出版门
类、品种极大丰富，100册期刊，20份
报纸的创刊号，诉说着从“书荒”到“书
海”的跨越。

1984年第36期《瞭望》周刊发表了
该刊记者关于书籍出版、印刷、发行的追
踪采访记,题为《加快知识传播的进程》。
此文就当时存在的“出书难”“买书难”
问题,作了初步探讨,并认为解决这一问
题,应寄希望于改革。《瞭望》周刊评论
员文章中也指出,“据估计,如果大胆、
果断地进行改革,把潜力充分挖掘出来,
现有出版界的生产力,还可有成倍的增
长”。两篇文章在业内激起极大反响。之
后 《瞭望》周刊陆续刊登文章，进一步
介绍了出版界为加快知识传播进程所作
的一些改革的尝试。

为了改变我国落后的铅排印刷面貌，
让汉字跟上信息时代的脚步，1974年 8
月，由当时的第四机械工业部、第一机械
工业部、中国科学院、新华社和国家出版
事业管理局五家单位，联合提出设立“汉
字信息处理系统工程”的报告。经国家计
委批准，项目列入国家科学技术发展计
划，简称“748工程”。以北大教授王选
为代表的北大科研团队，与潍坊计算机
厂、杭州通信设备厂、中科院长春光机所
等协作单位共同努力，并得到新华社、
《经济日报》等用户的通力配合。最终成
功研制出汉字激光照排系统，大规模推广
应用，树立了中国印
刷技术发展史上继雕
版印刷术和活字印刷
术后的第三座里程
碑，成为我国自主创
新和用高新技术改造
传统行业的时代典
范。展览中有份1987
年5月22日的《经济
日报》，便是经济日报
社四个版面都采用激
光照排排印的第一份
日报。它成为中国“告
别铅与火、迎来光与
电”的标志。

党的十八大以
来，印刷行业实现了
产业总量、结构和质

量的较深层次变革。出版印刷工作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
下，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
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大力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
文化，在正本清源、守正创新中取得历
史性成就。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之际，国内各大报纸纷纷推出特
刊以庆祝这一重要时刻。中国印刷博物
馆收藏了全国重要党报为庆祝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70周年出版的特刊。这批报
纸均在此次展览中亮相。这批报纸记录
了70年来的发展变化，见证了中国共产
党的初心情怀和使命担当，表达了中华
儿女对祖国的深切热爱之情，是对新中
国发展70年以来的热情礼赞和对广大奋
斗者的热情讴歌。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
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和指挥下，各级党委
和政府及有关部门迅速行动，切实把人民
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出
版界、印刷界急人民群众之所急，编印了
多种防疫出版物，印制了大量防疫物资标
签等，为增进大众了解疫情，做好个人防
护以及防疫物资、消毒用品等包装标签生
产提供了帮助和保障。中国印刷博物馆秉
承“为明天收藏今天”的理念，向全国出
版界、印刷界征集了防疫相关资料，以记
录历史并铭记出版印刷人为抗疫斗争作出
的贡献。这批藏品体现了出版印刷人的责
任与担当，在危急时刻他们克服重重困
难，组织复工复产，奔赴在工作的第一
线，设计、制作、编写、出版印刷防疫读
物和生产资料，确保重要出版物和抗疫物
资及时完成，为打赢这场疫情防护战役默
默地作出了重要贡献。

百年风雨兼程，百年春华秋实。100
年来，党的出版印刷工作始终与党同心同
向、同步同行，记录时代变迁，推动社会
进步。奋进新时代、开启新征程，做好党
的出版印刷工作，责任重大、使命光荣。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印刷博物
馆馆长、中国科协印刷文化首席传播专家）

印本传思想 红色耀中华
孙宝林

100 年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先
驱，面对满目疮痍、苦难深重的祖国，
为了新的百年梦想，他们秘密聚集在上
海并辗转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宣告
了一个伟大政党的诞生。

100年过去了，当年的中国共产党
有 50 多名党员，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有
9100 多万名党员；当年的中国共产党
与中华民族同呼吸、共命运，成就了中
国近现代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今
天的中国共产党早已与中华民族命运与
共，即将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

在整整一个世纪的艰辛探索、牺牲
和奋斗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
在汹涌澎湃的革命洪流中，在风云激荡
的建设大潮中，在除旧布新的改革风云
中无私无畏、只争朝夕，义无反顾、披
荆斩棘，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以自我
革命的精神引领中国社会革命，实现了
中华民族的光荣独立梦想和繁荣富强梦
想，赢得了这个 5000 多年文明古国应
有的自豪和尊严。而新时代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蓝图已经绘就，
道路已经铺设，制度已经安排，世界上
再也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国人民前

进的步伐。
在第一个百年即将过去、新的百年即

将起航的时刻，让我们一起展望：中国共
产党将在新的百年引领 21 世纪的中国，
在理性的制度建构中变得更加富有智慧和
自信，5000 多年的中华文明将在制度创
新中焕发出隐藏太久的巨大潜能；21 世

纪的中国不仅会成为世界经济强国，而且
还会走出一条融现代文明与古老华夏智慧
于一体的成功的中国特色的民主法治国家
新路，建成一个令世人钦羡的、清廉昌
明的政治文明强国和现代文化大国……21
世纪的中国将不仅对社会主义作出历史
性的贡献，而且将以其辉煌的业绩对世
界文明的发展走向产生重大影响。如果
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意味着中国人
民在政治上成为自己的主人，那么中华
民族以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卓越的制度
文明傲立于 21 世纪的世界民族之林，便
是历史庄严地交给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
的责任了。

当代世界著名的历史学家阿诺德·约
瑟夫·汤因比曾预言：“将来统一世界的
大概不是西欧国家，也不是西欧化的国
家，而是中国。并且正因为中国有担任这
样的未来政治任务的征兆，所以今天中国
在世界上才有令人惊叹的威望。”早在
1940 年 1 月，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
就庄严地提出：“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
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
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
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
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

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这就
是说，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
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
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
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
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

在新中国诞生前夕，毛泽东再一次郑
重地宣布：“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
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
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
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
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

在历经了几十年的曲折探索之后，邓
小平站在全新的时代高度指出：“我们的
党和人民浴血奋斗多年，建立了社会主义
制度。尽管这个制度还不完善，又遭受了
破坏，但是无论如何，社会主义制度总比
弱肉强食、损人利己的资本主义制度好得
多。我们的制度将一天天完善起来，它将
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
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

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习近平以伟大政治家的豪迈自信和赤诚情
怀说：“中国的昨天已经写在人类的史册
上，中国的今天正在亿万人民手中创造，中
国的明天必将更加美好。全党全军全国各族
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继续把我们的人民共和国巩固好、
发展好，继续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
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
力奋斗！”

回望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与辉煌，
面对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展望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荣梦想，我们秉持初
心，肩负使命，重整行装再出发。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
院）党建部主任、教授]

百年大党与中国梦
——谈创作《百年大党——走向最强大政党》

张志明

在即将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有幸和几
位 评 论 家 一 起 观 看 了 电 影
《1921》。看完电影，大家交口称
赞，认为影片浓墨重彩集中描绘
1921年的上海，在那个相对有
限的时间和空间之中，把故事讲
得如此精彩感人，全面展现五四
运动的发生、《共产党宣言》的
翻译出版、“南陈北李”相约

“开天辟地”、上海英美烟厂工人
罢工、共产国际帮助中共建党、
国际和国内反动势力对革命活动
的围剿、中共一大召开及从上海
石库门转战嘉兴南湖红船等重要
场景，非常不容易。

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还
是更习惯于把视角聚焦于教育。
我觉得，这既是一个党史的故
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
也是一个青春的故事、成长的故
事、教育的故事。

影片讲述的是党史，更是讲
述了一群年轻人的青春史。影片
的主人公是一群年轻人，在他们
的身上，洋溢着朝气蓬勃的青春
气息。13 位一大代表平均年龄
28 岁，最小的刘仁静只有 19
岁，年长的何叔衡也只有 45
岁。在 1921年，他们也是青春
年少。所以，他们有着与今天的

“90 后”“00 后”一样年轻的面
庞，一样的对美好生活与爱情的
向往，一样保存着童趣童真，所
以我们也能够看见影片里刘仁静
等几位年轻人在上海大世界快乐
游玩的镜头。

影片讲述的是这群年轻人的
青春史，更是讲述了这群年轻人
的奋斗史。在这群人身上，我们
特别地感受到 20世纪初这群年
轻人的使命担当，感受到他们对
马克思主义的激情、拯救中国的
豪情和对底层劳苦大众的同情。
影片中，陈独秀执拗地向孙中山
要教育经费，讲述“教育救国”的
道理，甚至为了索要教育经费而
放弃去上海参加“一大”；毛泽东
说，他坚信最终一定能够“建立一
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
都让我对那个时代的年轻人心生
敬意。他们以生命创造了历史，告
诉人们，一个适逢其时的梦想，一
股渴望改变的激情，是如何造就
了一个伟大的政党，如何创造了
一个伟大的奇迹。

在影片中，最打动我的，
是奔跑的镜头。这两个奔跑的
画面，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
印象。

首先是毛泽东的奔跑。那是
在法国国庆日，一方面旅法的中
国留学生与法国人民一起在凯旋
门下庆祝欢呼，一方面是在上海
租界的法国人一起合唱 《马赛
曲》，载歌载舞在公园里游行。
但是毛泽东等中国人却被无情地
拒之门外。法国人肆无忌惮在中
国土地上欢乐，中国人只能在他
们的门外，看着天空燃起的烟花
……青年毛泽东从愤懑失望中升
腾起一种不屈、一种自强，开始
了迅疾的奔跑。奔跑当中穿插
的，是他对家乡生活的回忆，是
被父亲追打的奔跑，以及母亲在
身后的呵护。这个奔跑的桥段具
有很强的寓意，它意味着青年毛
泽东把向父权挑战的勇气转为向
旧世界挑战的力量，从小我转向
大我，从青涩转向成熟。奔跑中
的毛泽东内心坚定、目光澄澈，
热血沸腾、信心满满。从他青春
奔跑的剪影里，我们看到了日后
他奔向井冈山、延安、西柏坡、
天安门的远大前程。真正的青
春，正是永不停息的奔跑，是超
越时空的奔跑。

其次是王会悟的奔跑。作为
一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
年的影片，《1921》破例将以往
不太引人注目的李达、王会悟这
对年轻夫妻作为主线人物之一。
王会悟是一位美丽、智慧、勇敢
的新女性，因为共同的革命理
想，和李达走到了一起，在陈独
秀的家中结为伉俪。婚后的他们
携手共进，全身心地投入革命事
业，为筹备“一大”忙里忙外、
殚精竭虑。在会场遭到特务监视
的情况下，王会悟建议把会议转
移到浙江嘉兴南湖，为一大顺利
完成各项议程发挥了重要作用。
影片中一个镜头，是王会悟准备
向博文女校的校长借校舍给来参
加一大的代表住，又担心校长看
出破绽，李达就让她奔跑，训练
她克服紧张的心理。最后，她在
《国际歌》的旋律中奔跑，顺利
完成了任务。一位 23 岁的女
子，在充满青春活力的奔跑中，
她的步伐如此坚毅、沉着，因
为，这是向着光明的奔跑，向着
未来的奔跑。

通过重塑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
革命先驱的光辉形象，这部电影重
现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红色起
点”，重温了党的历史上一个特别
的“重要瞬间”，着力讲好党的故
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为
党史学习教育提供了生动鲜活的可
视化学习教材，也为讲好、讲活
党史故事提供了生动范本。影片
反映出来的20世纪初年轻人的理
想追求与使命担当，为今天的年
轻人加深对中国共产党、对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认识，提供
了范本和榜样。

影片起用了许多青年演员，无
论是五四运动的青年学生，罢工斗
争的青年工人，还是一大的代表，
他们都是年轻人。我相信，演出的
过程也是今天的年轻人向100年前
的年轻人集体致敬的过程，而观影
的人们，也将会向100年前的年轻
人致敬。

新的时代需要英雄，需要榜
样。党史知识，并不是冰冷的过
去，而是以信仰和热血铸就的言
行。革命者，并不是老去的身影，
无论100年前还是100年后，那些
以国家民族为己任而奔跑的行动者
们，他们永远活在人们心中，永远
年轻。

（作者系全国政协常委、副秘
书长，民进中央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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