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年 7 月 23

日，《第一部 〈中国

共产党章程〉 通过一

百周年》 纪念邮票在

上海首发，中共二大

会址纪念馆获赠编号

01号邮票。

7 月 16 日 上 午 ，

纪念中国共产党第一

部党章诞生 100 周年

暨 《中 国 共 产 党 章

程》 诞生地主题邮局

开设活动同时举行，

并启用 《中国共产党

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召开 100 周年》 TS71

型、CX51 型邮资机

宣传戳各 1 枚 （共 2

枚）。

邮票里的中共党章诞生史
余 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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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部党章共6章29条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于1922年7月16日在上海开幕。出
席大会的代表 12人，代表全国 195
名党员。中共二大召开了8天，每一
天都惊心动魄。为了保密和安全起
见，大会决定以小型的分组会为主，
尽量减少全体会议的次数，每次全体
会议都要更换地点，而小会基本安排
在党员家中。8天里，共举行了3次
全体会议。

大会明确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
民主革命纲领，为中国各族人民的
革命斗争指明了方向，制定并通过
了第一部《中国共产党章程》。党章
是党的最高行为规范，是党内政治
生活和党内关系的基本准则。在中
共二大纪念馆中，有一整面火红的
党章陈列墙，展出了不同时期不同
版本的党章。

中共一大召开时，全国有 50多
名党员；中共二大召开时，全国党员
人数达195人。这一年间，党的组织
有所扩大，特别是在吸收党员、开展
工人群众工作方面积累了经验，在学
习研究和传播建党理论方面也有新的
提高。一大因为当时特定环境原因，
虽有酝酿准备，但最终未能建章立
制。这个遗憾，却给二大留出较充裕
时间，在传播建党理论、吸收党员、
开展工人群众工作积累一定经验的条
件下，实现相对充实完善的“党内首
部根本立法”。

中共二大第三次全体会议讨论通
过了11个文件，其中最重要的一份
正是第一部《中国共产党章程》。首
部党章共 6 章 29 条，3000 余字，包
括党员、组织、会议、纪律、经费、
附则等6个方面，条文对党员的条件
和审批程序、党的组织系统及其构
成、党的会议和活动方式、党的组织
纪律、党的经费来源及使用等方面作
了较详细的规定。

首部党章的内容只有条文，没有
总纲。而二大通过的文件中，《关于
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则更多地
承担了总纲的职能，二者共同成为当
时党内最根本的党规党法，其对加强
中国共产党组织建设的积极意义不言
而喻。其中，《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
程决议案》 全文不分章节，一气呵
成，900余字，开宗明义宣告中国共
产党既不是知识分子组织的学会，也

不是离开群众的空想团体，而是为无产
阶级利益奋斗的政党，是无产阶级革命
运动的急先锋。

存世的孤本背后的传奇

中央档案馆珍藏着一本《中国共产
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案》的铅印
小册子，它是迄今发现的中共二大唯一
存世的中文文献。

这本小册子封面写有《中国共产党
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案》的字样，
内容保存完整，包含了中共二大通过的
《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中国
共产党章程》等10个文件。小册子封
面盖有收藏章：“张静泉‘人亚’同志
秘藏”等字样。

1922年7月中共二大结束后，上海
金银工人俱乐部成立。组织者张静泉，
是中共早期党员之一。二大后，中央领
导机构按照规定，将大会通过的章程和
9个决议案送给莫斯科的共产国际，由
此有了文献的俄文稿；与此同时，还铅
印了小册子，分发给党内的有关人员学
习贯彻。没有参加中共二大的陈公博得
到一本，赴美以后将其翻译成英文并附
在了自己的论文里，由此有了文献的英
文稿；而作为中共早期党员之一的张静
泉在上海也获得一本。

张静泉，又名张人亚。1927年蒋
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危急

时刻，张静泉让其他同志疏散隐蔽起
来，派弟弟张静茂一人留守机关。4月
14日下午，国民党逮捕了张静茂。张
静泉费了很大周折，才将张静茂保释
出来。

1928 年 4 月，张静泉任中共中央
秘书处内部交通科科长。当时，张静泉
想到了党的文件和马克思主义书刊的安
危。考虑再三，他决定将自己学习和保
存下来的党的重要文献、中共二大、三
大会议决议的秘密文件、马列主义著作
的中译本等书报资料带回老家，托父亲
张爵谦保管。

这年冬，张静泉冒险秘密回到宁波
镇海霞浦老家。不能久留，张静泉临走
时，将一个包裹交给父亲，叮咛再三，
告诉他一定要藏好。谁也没有想到，这
是他们父子最后一次相见。

张爵谦深思熟虑后，编了个“儿子
在外亡故”，向邻居们谎称：不肖的二
儿子静泉长期在外不归，又毫无音讯，
恐怕早已死了。接着，老人就在家乡一
个名叫长山岗的小山上为张静泉和他早
逝的妻子修了一座合葬墓穴。张静泉墓
这边一侧是衣冠冢，放置的是空棺，老
人把儿子转交的一大包文件和书刊用油
纸裹好藏进空棺，埋在墓穴里。从此，
老人一人独守着秘密。

1929年7月，张静泉被派到外地从
事党的秘密工作，为中央筹集经费，通
过向进步人士和工人群众募捐，不出半

个月就筹到了2000多元大洋，解了中
央的燃眉之急。为便于筹措经费，
1930年，张静泉来到芜湖，开了一所
金铺，作为地下联络站和从苏区收集上
交中央经费的中转站。店里的营业收入
都上交中央。1930年底至1931年初，
张静泉奉命回到上海，担任中国革命互
济会全国总会主任。1931年 6月，为
加强地方工作，党中央又派他担任中共
芜湖中心县委书记。1931年底，张静
泉奉命去中央苏区的前夕，把自己从苏
联带回的十几张明信片、5枚私章和两
张当票、上海的公园年票等物品都交给
张静茂保存，约定胜利再相聚。没想到
的是，这次分别竟成永诀。

到了1950年，还是没有张静泉的
消息。张爵谦估计儿子可能牺牲了，而
自己也进入了耄耋之年。左思右想后，
他向三儿子张静茂讲述了20多年前的
往事，揭开了“衣冠冢”之谜。最后爷
俩合计，将棺柩里的东西取出来。张静
茂专门刻了两枚纪念章。长方形的纪念
章上书“张静泉‘人亚’同志秘藏山穴
二十余年的书报”，正方形纪念章上刻
有“张静泉‘人亚’同志秘藏”。纪念
章刻好后，张静茂在这些文件书刊上，
分别盖上了这两枚纪念章，捐献了
出来。

1952年7月初，上海总工会建立了
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在《解放日
报》上刊登征集上海工人斗争史料的启
事。张静茂看到后，将二哥张静泉留下
的文件、书报都送去了。史料委员会挑
选了其中与上海工人斗争史有关的百余
件文物留下，其余的仍要张静茂带回，
并嘱咐他好好保管。中央档案馆珍藏的
其所捐赠中共二大的有关文献，是国家
珍贵文物。其中《中国共产党章程》是
唯一存世的中国共产党党章原始中文
文本。

2005 年，一直没有放弃寻找张静
泉下落的亲属们，偶然发现了一篇刊登
在1933年瑞金中央苏区出版的《红色
中华》报上的悼词，才得知一直战斗在
革命一线的张静泉已于1932年12月23
日因病去世。在这份悼词中，张静泉被
称为“最勇敢坚决的革命战士”。

方寸间的红色印记

中国邮政于 2022年 7月 23日发行
《第一部〈中国共产党章程〉通过一百
周年》纪念邮票680万套 （1套1枚）。
志号：2022-14。该纪念邮票由张帆设
计，采用平面设计结合素描手绘方式
表现，以党徽、第一部 《中国共产党
章程》 部分章节及中共二大会址为画
面主体，邮票右下角标注会址地址

“ 上 海 市 静 安 区 老 成 都 北 路 7 弄 30
号”，同时以飘扬的旗帜轮廓为背景。
该套邮票由北京邮票厂有限公司采用
胶印工艺印制。邮票上的 《中国共产
党章程》 部分章节就是张静泉所留下
的孤本党章内容。

中共二大通过的党章具有重大奠
基作用，是我们党的宝贵历史财富。
在此之后约 5 年时间里，虽然曾有
1923 年三大通过 《第一次修正章程》
和 1925 年四大通过 《第二次修正章
程》，均属细节方面的变动，二大党章
仍旧一直作为“蓝本”而发挥着根本
法的作用。

珍藏于中央档案馆的首部党章孤
本，是中国共产党创建完成的见证。
《第一部〈中国共产党章程〉通过一百
周年》纪念邮票的发行，于百年党章诞
生纪念有着特别的意义。小小纪念邮
票，无声地诉说1922年那段风云叱咤
的历史及中共党章在建章立制的特殊
作用。

（余玮，红色收藏家、作家、文献
研究专家。中国作协会员、中国红色文
化研究会会员）

本报讯 （记者 付裕） 日前，
“纪念启功先生诞辰110周年系列活
动”在北海公园画舫斋开幕。启功先
生曾任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又曾任
北京书法家协会首任主席，为书法艺
术的普及、推广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此次纪念活动由中央文史研究馆
指导，北京书法家协会、北京师范大
学启功书院、北京市北海公园管理处
主办，文津阁古美术馆承办，中国书
画收藏家协会、北京海峡两岸书画家
联谊会、北京皇家园林书画研究会协
办。

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北京书
法家协会主席叶培贵表示，启功先生
不仅在传统诗文书画各个领域都有着
高深造诣和卓越成就，而且在文字
学、书法学、书画鉴定学研究等领域

有着开创性的贡献。启功先生还是德艺
双馨的楷模，是极为难得的“人师”。
他设立“励耘奖学金”的善举，不仅是
北师大“学为人师，行为世范”校训精
神的最佳诠释，也成为当代中国社会
传承弘扬中华优秀品德的最好垂范。
启功先生是北京书法家协会首任主
席，为北京书法事业开拓了道路，树
立了标杆。北京书协将以展览为契
机，永远铭记以先生为代表的前辈们
的厚德雅范和博学精艺，为传承弘扬
书法文化作出新的贡献。

中国书法家协会分党组书记、驻会
副主席李昕表示，启功先生留下的宝贵
遗产和精神财富，不但要继承、弘扬，
更要发展和创新。要有传承之心，中华
传统文化的发展，像启功先生这样的大
家、名家们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作

为新一代文艺工作者，要不忘前人，着
眼当下，把前辈们的精神传承好。要有
明德之举，“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启
功先生带给世人的是多方面的成就，无
论是他为人、处世、治学、从艺，以及
道德风范都能堪称一代大家。如果每个
人都是以先生为标杆，一定能够很好地
传承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有弘道
之文。文以载道，书法是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重要承载者，我们的使命就是要
在继承的基础上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
承下去，有大道，大情怀，大视野，我
们才能写好时代的大文章。

全国政协书画室副主任、中国书法
家协会名誉主席苏士澍在致辞中介绍了
此次系列活动的展览内容和举办意义。
他说，启功先生为一代楷模，在书法、
绘画、诗文、鉴定、教育各领域卓有建

树，泽被深远，为书法艺术的普及、推
广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启功先生的书法
呈现了杜甫所云“书贵瘦硬方通神”；
其在书法理论方面卓有成就，扬弃了清
代以来的碑学观念而开一代新风，“黄
金结字律”的理论独树一帜；先生于丹
青亦是巨擘，其精于山水，久负盛名于
画坛，晚年所作兰竹、松梅，气格雅
逸，不让古人；在古典文学、古典文献
学、文字学等领域都富于建树。启功先
生为北京师范大学撰写校训“学为人
师，行为世范”，是先生对莘莘学子的
殷切希望，亦是先生自身的真实写照。

据了解，此次“纪念启功先生诞
辰 110周年系列活动”展期为期一个
月，分为两个部分：其一为“高山仰
止——启功先生书画作品及论著手稿
展”，分为书画作品和论著手稿两个部
分，分别于北海公园画舫斋和文津阁
古美术馆两个展区同步展出。其二为

“景行行止——纪念启功先生诞辰110
周年当代名家邀请展”，于北海公园阐
福寺展出。

“纪念启功先生诞辰110周年系列活动”在京举行

《第一部〈中国共产党章程〉通过一百周年》纪念邮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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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泥瓦匠到“讨贼军司令”

许春草（1874－1960），祖籍福
建安溪，出生于厦门。自幼出身贫
寒，父亲下南洋谋生，从此后杳无音
讯。他9岁开始做工养家，12岁时改
行成为泥瓦匠。因为他讲义气、重情
义，常为穷苦同行仗义执言、挺身而
出，许春草后成为厦门建筑业的佼佼
者，身边渐渐聚集起众多建筑工人，
多时达到数千人。

1907年，许春草经由孙中山的
好友、民主革命家黄乃裳和林文庆介
绍，正式加入同盟会，成为厦门同盟
会早期会员之一，并实际主持同盟会
在闽南一带的会务。4年后，他与百
名革命党人进攻厦门“提台衙”，参
与推翻清政府在厦门的权力中心，后
被授予了辛亥革命一等勋章。

1921年，孙中山在广州发起第
二次护法运动，并积极准备进行二次
北伐，但军权在握的陈炯明却与孙中
山意见相左，反对北伐。1922 年 6
月，孙中山被迫离开广州，首先撤离
至珠江上的楚豫舰，后又转到永丰
舰。永丰舰上，孙中山想起了在福
建厦门颇有影响力的许春草，于是
任命许春草为“福建讨贼军总指
挥”。令许春草加紧准备夺取厦门，
作为从闽西南夹攻陈炯明东江据
点。许春草一往直前，当时在福建
各地共组建了九路讨贼军。

成立首个“中国婢女救拔团”

许春草一生爱好公义，而其中最
值得称道的，莫过于他所成立的“中
国婢女救拔团”。当时鼓浪屿上富人

云集，家中都养着婢女。虽然有些婢
女进入大户人家后能摆脱贫苦，但更
多的婢女却生活悲惨，不少婢女在主
人家做牛做马，饱受虐待，甚至被残
害致死。许春草对于这些处于水深火
热的女孩充满同情，立志“首先就要
解放婢女，如同林肯解放黑奴！”

1929 年，许春草在鼓浪屿笔架
山观彩石召开群众大会，倡议成立

“中国婢女救拔团”。他揭露奴婢制度
的罪恶，以一桩桩血的事实控诉婢女
的悲惨遭遇，希望大家能行动起来，
拯救这些女孩于水火。

“中国婢女救拔团”建立后，发
表宣言。内容包括：让婢女进学校读
书，以进学校为标准。课余回家，仍
可帮理家务；婢女不堪虐待的可以逃
来救拔团，由救拔团收容教育，给以
衣服膳食，并保证其生命安全，健康
成长；受到残酷虐打中的婢女，救拔
团要以武力抢救，不惜牺牲；救拔团
设立收容院等。这份宣言，印发
5000 张，分发厦门、鼓浪屿各界人
士，震撼了蓄婢家庭。

当时，不少不堪忍受压迫的女
孩，知道许春草建立的组织后，纷纷
离开主人家，来此寻求庇护。进入收
容所的婢女得到了很好的照顾，有些
被主人打伤的女孩得到了救世医院
医护人员的及时治疗；进入收容院
的女孩也有了接受教育的机会，以
便有一技之长可以谋生；大部分来
避难的婢女，走出收容院时，基本
都掌握了初中的文化知识。许春草
的义举改变了社会风气，很多家庭
不敢随意虐待婢女了，当时社会上
流传了这么一句话：“不要再打了，
让许春草知道会惹麻烦的。”

许春草的义举甚至引起国际上的
关注，1930 年，日内瓦国际联盟

“反对奴隶制度组织”一个考察团前
来考察，听到“中国婢女救拔团”的
情况，他们特地前来鼓浪屿参观，并
要求洋人控制的鼓浪屿工部局不得干
扰救拔团的工作。1941年，日军占
领鼓浪屿，“中国婢女救拔团”及它
的婢女收容院被其强行解散。

从1929年成立到被日军解散的
12年时间，“中国婢女救拔团”共解
救了近300位婢女，虽然数量不多，
但这一运动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影
响，对中国旧社会根深蒂固的蓄婢陋
俗进行了有力冲击。可以说，在中国
妇女解放的历史上，许春草有着不可
磨灭的功绩。

鼓浪屿上许春草“春草堂”里寸草心
本报记者 照宁

《追欢得禄图》现藏于中国国家博
物馆，为“容曜丹青——中国国家博物
馆藏明清肖像画展”展品之一。

此画为清代画家松年所作，描
绘猎手们骑马弯弓、追獾得鹿之情

形，取其谐音“追欢得禄”之意。
松年 （1837—1906），字小梦，号
颐园，曾先后任长清县、范县等地
县 知 事 ， 晚 年 以 作 画 写 字 自 娱
其乐。

追欢得禄图

《追欢得禄图》（局部）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履痕
处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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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厦门鼓浪屿笔山路 17
号，有一幢用大理条石和清
水红砖依山而建，兼具中西
风格的老别墅，名为“春草
堂”，其主人是近代革命先驱
许春草。许春草的一生颇具
传奇色彩，从鞋铺学徒、泥
瓦 匠 到 同 盟 会 早 期 成 员 之
一，并追随孙中山，曾一度
出任“福建讨贼军总指挥”，
后更因其发起了“中国婢女
救拔团”而得到当时各界的
赞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