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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一大召开时，我
党未制定党章。1922 年 7
月 16 日，中国共产党第二
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
开，为期八天的会议制定了
中国共产党第一部党章。
该章程共有6章29条，详细
规定了党员条件和入党手
续，对党的组织原则、组织
机构、党的纪律和制度等也
都作出了具体的规定。它
的诞生，标志着党的创建工
作最终完成。

张静泉保留“小册子”

中共二大唯一存世的中
文文献，便是第一部党章
——《中国共产党章程》。它
的背后，有一段鲜为人知的
保存故事。故事的线索是小
册子封面盖有的收藏章：“张
静泉（人亚）同志秘藏。”

张 静 泉 ，又 名 人 亚 ，
1898 年出生在宁波市霞浦
镇，1921年加入当时的上海
社会主义青年团，随后加入
共产党，是上海最早的21名
工人党员之一。张静泉先
后担任上海金银业工人俱
乐部主任、中国社会主义青
年团上海地方执行委员会
书记、中共江浙区委宣传部

分配局负责人等多个职务。
张静泉没有参加中共

二大，为何会得到小册子？
根据档案资料，可以作如下
判断：中共二大结束后，中
央领导机构按照规定，将大
会通过的章程和九个决议
案送给莫斯科的共产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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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静泉也获得一
本。1928 年冬，张静泉奉
命 赴 莫 斯 科 中 山 大 学 学
习。那时的上海被白色恐
怖笼罩着，张静泉最放心不
下的是这些党内文件、书刊
的安危，既不能让国民党搜
去，也不舍得轻易付之一
炬。经再三考虑，他决定将
这些文件、书刊从上海秘密
带到宁波乡下，托父亲张爵
谦代为保管。

文件保存在空棺里

张爵谦编了个“儿子在
外亡故”的故事，向邻居们
佯称：不肖二儿子静泉长期
在外不归，又毫无音信，恐
怕早已死了。接着，老人就
在镇东面为张静泉和他早
逝的妻子修了一座合葬墓
穴。张静泉一侧是衣冠冢，

放置的是空棺。老人把张
静泉带回去的那一大包文
件、书刊用油纸裹好藏进空
棺，埋在墓穴里。由于张静
泉已经离家数年，邻居们对
此都没有怀疑。

张爵谦老人始终将这个
秘密埋在心底，希望有朝一日
儿子回来后，能够把这些资料
原封不动地交给儿子。

上交政府部门

实际上，张静泉已于
1932 年牺牲，家里人一直
不知道这个消息。所以，直
至新中国成立，老人也没有
盼到儿子归来。想到自己年
事已高，这批重要的东西不
能再秘藏下去了后，老人于
是叫在上海的三儿子张静茂
连登几期寻人启事，但几个
月后仍无音讯。老人便让张
静茂回趟家乡，向他揭开了

“衣冠冢”之谜。老人将从
墓穴中取出的一大包文件、
书刊交给张静茂，要他带回
上海交给有关部门。

张静茂把这批文件、书
刊带回上海后，专门刻了两
枚上书“张静泉（人亚）同志
秘藏”和“张静泉（人亚）同
志秘藏山穴二十余年的书

报”字样纪念图章，分别盖
在文件和书刊上。在这些
秘藏文物中，仅建党初期党
内学习的著作、杂志就有几
百本，这之中就包括了铅印
的二大小册子，二大通过的
所有正式文件由此被完好
保存下来。

1951 年，根据政务院
（现国务院）和中共中央文件
精神，上海有关部门将《中国
共产党章程》这本小册子上
交中央档案馆。 李婷

中共第一部党章是如何留存下来的
1928 年冬，担任红四军政

治部主任的陈毅，到二十八团
传达红四军军委会议精神。他
赶了一夜路，直到第二天中午
才到。

二十八团党代表何长工笑
着说：“陈毅同志，今天我请
客。”这话被侦察班的战士听到
了。其中有几个从旧军队改编
过来的战士议论开了：“听见没
有，陈主任来了，就特别招待。”

“当官的总比当兵的吃得
好一点嘛！”

“不会吧，”另一个战士严
肃地说：“大家都说陈主任和战
士同甘共苦。”百闻不如一见，
大家决定要亲眼看看。

大家把脚步放得很轻，赶到
团部窗外，透过薄薄的窗户纸往
里看，只见何长工拿出一个小纸
包，笑着说：“吃吧，这东西你一
定爱吃。”陈毅问：“什么呀？”“这
是冬天最好的‘补品’。我是湖
南人，你是四川人，我晓得，都是
爱吃这种‘补品’的。”陈毅看了
看小包里的东西，笑道：“好！我
们一块补吧。”

他们究竟吃的是什么？有
的战士急不可耐地用手指戳破
窗户纸，一看愣住了，原来陈
毅、何长工和大家一样，吃的是
南瓜汤、红米饭，小纸包里包的
是一些辣椒面…… 刘源

陈毅的“补品”

张静泉张静泉

第一部党章的部分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