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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房山区霞云岭乡堂上村，没有共产党就

没有新中国纪念馆坐落在这里。70多年前，歌曲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是在这个小山村

诞生并唱响。

踏着青石板铺就的石阶拾级而上，走进一

个宽敞的院落，这里曾是堂上村的中堂庙，如今

还保留着正殿和东厢房。40 多平方米的东厢

房内，土炕、炕桌、油灯、格子窗……70 多年前，

人民音乐家曹火星正是在这里奋笔疾书，创作

出了这首反映亿万中国人民心声的伟大作品。

1943 年 9 月，晋察冀边区抗联委派群众剧

社 40 多人，组成若干小分队到平西根据地发动

群众、宣传抗日主张。19 岁的曹火星和其他三

位同志从晋察冀边区总部出发，跋山涉水来到

了堂上村，他们白天帮村民干活、组织文艺演

出 ，晚 上 进 行 歌 曲 创 作 ，在 堂 上 村 住 了 近 一

个月。

利用当地流行的民歌曲调填新词，小分队

接连创作了 4 首宣传党的抗日主张的歌曲。最

后，小分队计划创作一首能概括前 4 首内容的

歌，并将任务交给了曹火星。

这首歌该怎么写？

中国共产党救人民于水火、救民族于危亡

的事实在曹火星的头脑中一幕幕呈现，激发了

他的创作灵感。当时堂上村已开展了民主建政

和减租减息工作，火热的生活场景深深地感染

着曹火星，“他改善了人民生活”“他实行了民主

好处多”等歌词正是当时生活的真实写照。

经过 3 天的创作与修改，歌曲《没有共产党

就没有中国》完成了。曹火星兴奋地推开屋门，

叫来 11 名儿童团员，教他们学唱这首新歌。“共

产党辛劳为民族，共产党一心救中国，他指给了

人民解放的道路，他引导着中国走向光明……”

清脆的歌声在山谷里久久回荡。

真挚的感情，滚烫的旋律，这首歌很快在当

地群众中传唱开来，随即唱遍晋察冀边区、唱遍

了全中国……

1950 年，毛泽东听到女儿李讷唱这首歌，

立即纠正说：“没有共产党的时候，中国早就有

了，应当改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伟

人 的 点 睛 之 笔 ，使 歌 曲 具 有 了 更 加 严 密 的 逻

辑。此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传唱至

今，鼓舞、激励着一代代中国人。

2001 年 6 月，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纪

念馆在堂上村落成开馆，后于 2006 年新建 1800
余平方米的新馆，2019 年被中宣部命名为全国

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纪念馆近期将进行展

陈改造提升，以全新的面貌、创新的方式为游客

提供更为丰富的参观体验，喜迎中国共产党成

立 100 周年。

（作者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纪念馆

馆长，本报记者施芳整理）

百年来，诞生于民族危难之中的

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栉

风沐雨，跨越沟坎，带领中国人民完成

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开

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造了

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惊天动地的发展

奇迹。

2021 年，我们迎来中国共产党百

年诞辰。2021 年，也是“十四五”的开

局之年。在这个不平凡的时刻，本版

开设“红色旅游·百年记忆”栏目，在千

千万万共产党人的奋斗历程和赤子情

怀中感受信仰的力量。

开栏的话

1848 年 2 月，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完成的全世界

共产党人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

《宣言》）在英国伦敦发表。它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

的正式诞生。过去 170 多年来，《宣言》成为近代以来最

具影响力的著作，先后被译成 200 多种文字，出版了数千

个版本，成为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书籍之一。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发表的《学习马克思主

义基本理论是共产党人的必修课》中指出，“再过 30 年，

也就是到 2048 年《共产党宣言》发表 200 周年之时，正是

我们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之际。届时，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将以自己的

壮举进一步证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真理性、预见性，

让我们以实际行动迎接这个伟大时刻的到来吧！”

“真理的味道非常甜”

中文全译本出版

《宣言》对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1899 年，上海出版的《万国公报》刊登了一篇题为《大同

学》的文章，文中援引了《宣言》的一段话。从此，这部闪

烁着真理光芒的著作，开始与古老中国的命运紧紧相

连。在其后十几年间，求索救亡图存之道的仁人志士，开

始不断向亿万大众介绍这部救国救民的“真经”。

五四运动的爆发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全文翻译并出版《宣言》，成为一件紧迫的任务。1920 年

前后，陈望道回到家乡浙江义乌，在一间柴房内，依据一

部日文版和一部英文版《宣言》，开始了紧张的翻译工

作。见他夜以继日工作，母亲为他准备了红糖水蘸粽子，

并三番五次在屋外问他：“吃了吗？”他连连回答：“吃了吃

了，甜极了。”但当母亲进屋时，却发现他嘴上满是墨汁

——原来他是蘸着墨汁吃的粽子。由此，“真理的味道非

常甜”便成了《宣言》翻译中的一段佳话。

1920 年 4 月 ，陈 望 道 完 成 了《宣 言》的 全 文 翻 译 工

作。8 月，后来被称为“陈望道译本”的《宣言》全译本在

上海出版。

《宣言》的出版，为引导大批有志之士树立共产主义

远大理想、投身民族解放振兴事业发挥了重要作用。

甘于用生命守护

10余册首译本留存至今

陈望道翻译的《宣言》中文首译本，如今仅留存 10 余

册。这些书都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是共产党人坚定信

仰和伟大初心的见证。

1927 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白色恐怖笼罩着上

海。上海早期工人党员张人亚冒着生命危险悄悄坐船回

到宁波老家，将珍藏的《宣言》和党的重要文件交给了父亲

张爵谦。为了掩人耳目，张爵谦为张人亚修了一座墓穴，

将资料藏进棺材中。年复一年，张爵谦始终保守着这个秘

密。新中国成立后，张人亚依然杳无音信。“共产党托我藏

的东西，一定要还给共产党。”年迈的父亲将这批深埋地下

20 多年的珍贵资料全部交给了党组织。如今，在上海中

共一大会址展厅里，一本 1920 年 9 月版的《宣言》中文译

本，便是张人亚父子誓死守护过的珍贵文物。

危难关头，甘于用生命捍卫信仰的不止张人亚父

子。1926 年，共产党员刘雨辉回到山东省广饶县刘集村

省亲，临别前将一本《宣言》首译本赠予村党支部书记刘

良才。此后，刘良才经常召集党员们在煤油灯下学习《宣

言》和其他文件，宣讲革命道理和文化知识。大革命失败

后，国民党罗列的“禁书名单”中，《宣言》名列榜首。刘良

才冒着生命危险，在住宅墙角外挖了一个隐蔽地窖，把书

藏起来，躲过敌人无数次搜查。1931 年，刘良才赴潍县

任县委书记，临行前，他将《宣言》托付给刘集村党支部委

员刘考文。形势日趋恶化，广饶县的党组织遭到了严重

破坏，刘考文意识到，自己随时可能被捕。为了保护这本

珍贵的书籍，他将之郑重交到了共产党员刘世厚手中。

在随后的艰难岁月里，这本书都被仔细包裹着，藏在炕

洞、粮囤和墙眼里。1945 年 1 月，暴虐的日寇一次性烧毁

刘集村 500 余间房屋，已逃出村的刘世厚冒着危险，返回

村里，将塞在山墙中的《宣言》安全带出。1975 年，当文

物工作者来到刘集村征集革命文物时，刘世厚才捐出这

本历经磨难又弥足珍贵的《宣言》首译本。

事实证明，《宣言》的真理力量是永恒的，已经并将继

续深刻影响世界历史进程。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一研究部副

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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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 有 共 产 党 就 没 有 新 中 国 纪 念 馆 参 观

免费。

开放时间：8：00—12：00，13：00—17：00，常
年开馆。

《共产党宣言》陈列馆位于山东省东营市广饶县大王

镇刘集后村。为纪念我国首版《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

在广饶传播、使用和保存的艰辛历程，弘扬爱国主义精

神，于 2011 年建成开馆，建筑面积 2800 平方米。2020 年

9 月，整个陈列馆重新改陈布展，展陈内容主要包括《共

产党宣言》在世界、在中国、在广饶三大部分，目前改陈布

展主体工程已完工。

《共产党宣言》陈列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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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中央民族大学学生在没有共产党就

没有新中国纪念馆党旗广场留影。

图②、图③：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纪念

馆外景。

资料图片

这里的冬季泼水成冰，却有不冻的河依然

流淌；这里银装素裹，却有不熄的篝火与热情

的 舞 蹈 。 这 里 就 是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呼 伦 贝 尔

市。日前，呼伦贝尔开展“畅游呼伦贝尔，嗨翻

冰雪世界”特色旅游活动，一幅北疆民俗画卷

徐徐展开。

呼伦贝尔下辖的根河市位于内蒙古最北

方，素有“中国冷极”之称，曾创下零下 58 摄

氏度的极端低温纪录。居住在根河市敖鲁古

雅河畔密林深处的鄂温克族人，至今仍延续

着人与驯鹿相依共生的“使鹿文化”。驯鹿被

他们称为“森林之舟”，是敖鲁古雅鄂温克民

族的象征，也是他们生产生活中必不可少的

帮手。

如今，当地人以互动式场景还原了“使鹿

文化”。由乌兰牧骑和当地青年组成的演出

队，身着民族服装，牵着驯鹿，用鄂温克语向远

道而来的客人们问好。他们牵引着的驯鹿拉

着雪橇，在厚厚的积雪中穿行，走向迁徙的目

的地（上图，那音太摄，人民视觉）。

一路上，他们哼着鄂温克的民谣。传说

这些民谣源于鄂温克族人和驯鹿的沟通，取

材自白山黑水间的鸟鸣、泉水等，是鄂温克族

人与林间万物互动的方式。这些民谣都没有

确切的名字，在一代又一代鄂温克族人间口

口相传。“因为有了歌声，大山深处的生活不

会寂寞。歌声像一位忠实的伙伴，陪在他们

的 身 旁 ，聆 听 他 们 的 喜 乐 。”一 位 活 动 负 责

人说。

赏罢民族文化的“盛宴”，还可以饱一饱口

福。从敖鲁古雅驱车约一小时，就来到了距离

创下零下 58 摄氏度纪录的“冷极点”最近的村

落——中国冷极村。在这里，独具特色的“中

国冷极人家”正等待着各地游客。

走入一间挂着大红灯笼的小院，火炕、火

墙已经烧热，四面八方涌来的暖意将身上的寒

冷驱除。火炕和火墙是当地人抵御严寒的传

统方式：将炉灶、火炕与墙的夹层通过火道连

通，在室内构造一层热循环。当地人正是用这

种方式成功抵挡了冬日极寒。

脱鞋上炕，炕桌上摆满了林村自己种植的

菌类与野果。最吸引人的是林区特有的“八大

碗”，由小鸡炖蘑菇、黄豆炖卜留克（芜菁甘

蓝）、猪肉炖酸菜等 8 样取材自当地的特色炖

菜组成，满是森林与黑土地的味道。

如果有幸，游客还能尝到独一无二的“冷

极火锅”。游客们在用冰雕刻的餐桌上，涮起

了热腾腾的火锅。室外是零下 30 摄氏度的低

温，室内却有火锅翻腾着热浪，真正体验到了

“冰火两重天”。吃饱喝足以后，困意微生。别

急，先在火炕上小憩一会，醒来后还有穿行于

冬日林海的雪国列车、惊险刺激的滑雪运动、

盛大的冬日那达慕等你去体验。

赴一次呼伦贝尔的滑行之约
本报记者 翟钦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