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算是我第一次参观中共一大会址。”昨天上
午，站在参观者络绎不绝的中共一大会址门前，张
建文有些感慨。

张建文出生在上海，幼年时就住在中共一大会
址附近。读书那会儿，学校也曾组织他和他的同学
们来这里参观，走过那个陈列着第一版和第二版《共
产党宣言》的玻璃柜时，他也没有太注意那本被讲解
员称为“镇馆之宝”的《共产党宣言》和自己的关系。

时光荏苒，当年的懵懂少年如今已是两鬓斑
白。重新站到中共一大会址前，张建文有些激动：
我已不是一个普通的参观者。1920年9月第二版
《共产党宣言》上的那枚印章“张静泉（人亚）同志秘
藏山穴二十余年的书报”中提到的“张静泉”是自己
的二爷爷（张建文爷爷的哥哥），而捐赠这本宣言的

“张静茂”是自己的爷爷。
在中共一大会址这样举世瞩目的地方，陈列着

自己亲人用生命保存下来的珍贵文物，换作任何人
都会油然而生自豪和激动。

“这是我们的‘镇馆之宝’，《共产党宣言》中译

本原件，是由张人亚保存的。”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
里，讲解员向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观者介绍。

“你听，他们还特地提到了张人亚的名字。”昨
天，张人亚故乡北仑霞浦街道党工委书记胡斌和张
建文一起参观了中共一大会址，听到讲解员的介
绍，胡斌特地跑来告诉张建文。

“不容易啊！”张建文感慨。
张人亚的名字对他来说并不陌生。在他还是

个小孩的时候，就曾听爷爷张静茂讲起过这个二爷
爷的故事：第一部党章的神秘守护者……

“但我从来没有见过张人亚，连我爸也没有见
过。”张建文有些遗憾，“听家里的长辈说，新中国成
立后，他们也曾四处寻找张人亚的下落，当时甚至
还在报纸上登过寻人启事，但始终音信全无。”

“一直到2005年，我的堂姐在网上发现中共一
大会址在介绍馆藏文物时提到了‘张静泉’这个名
字，赶紧打电话给我爸爸，大家当时别提有多激动
了。”张建文说。这也是张人亚的后人苦苦寻找半
个多世纪后第一次有了张人亚的消息。而这一发

现也重新燃起了他们寻找张人亚下落、探寻其革命
事迹的希望。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工作
人员的帮助下，张家人在上海图书馆找到了1933
年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其机
关报《红色中华》发表的题为《追悼张人亚同志》的
悼词。正是在这篇悼词中，张家人终于知道，苦苦
寻找了半个多世纪的张人亚早在1932年12月，在
从江西瑞金前往福建长汀途中，因公殉职。

“有遗憾，但也有欣慰，终于知道张人亚的下落
了。”张建文说。

在得知张人亚的下落后，张人亚的侄子张时华
和几个兄弟姐妹一合计：一定要到张人亚曾经工作
过的地方江西瑞金看一看。

仅凭一张半个多世纪前的报纸，寻找又该从何
入手？幸运的是，在前往瑞金的火车上，张时华兄
妹遇到了当时《南方文物》的主编许智范，经由他的
介绍，找到了时任瑞金市委党史办公室副主任的曹
春荣，最终确认了张人亚的身份。

众亲人之忆——
12年前才知道他病逝于革命路上
很多故事慢慢浮出水面

在位于上海奉贤的一家医院里，记者见到了因患
肺炎住院的张时华。

张时华看起来精神还不错，而家乡来人，让他
看起来分外高兴。

张时华说，作为张人亚的家人，他们的心愿在
2005年就已经了结。那么多年来苦苦寻访，包括
去江西瑞金最终确认张人亚的身份，不为别的，只
有一个念想：找到张人亚。

“既然人已经找到了，我们也就没有遗憾了。至于他
最终被葬在何处，能找到最好，找不到，也没关系，所谓落叶
归根，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葬在哪里，哪里就是他的根。”

2005年，当张时华兄妹到瑞金时，瑞金正在进
行出版史料布展，苦于不知道张人亚的身世，也没
有张人亚的照片，只能请人根据《红色中华》上的悼
词画了一副张人亚“带病工作”的中国画。

见到张人亚的后人带着张人亚的照片来，瑞金方
面也征求过他们的意见，要不要根据照片再重新画一
幅，但张时华兄妹还是决定用之前画的那一幅。“这幅
画是苏区人民对张人亚的情意，应该保留。”时隔12
年，回忆起当时的决定，张时华说得很坚定。

唯一让张时华还有些牵挂的，就是对张人亚生
平和革命事迹的挖掘和完善。他说，2005年在去

瑞金时他们也没有想太多，只是想着找到张人亚的
下落就好，“倒是曹春荣启发了我们，张人亚是一名
共产党员，他的生平事迹也是党的宝贵财富，作为
后人，尽自己的努力，挖掘更多、更真实、更完整的
史料，是对先人的尊重，也是为党做一些贡献。”

不仅仅是张时华，张人亚的另外一个侄子，今
年78岁的张志成此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曾表
示，由于张人亚逝世得早，又逝世在路上，关于张人
亚的历史资料仍存在一些空白。作为后人，他希望
通过不断挖掘，向世人展示更加完整，丰满的张人
亚。 记者 石承承 杨静雅 通讯员 顾霄扬

总书记之问让张人亚备受
关注，这也让一直苦苦追寻张人
亚事迹的张家后人倍感欣慰。

从 2005 年得知张人亚的
下落至今，已经过去整整12年
了，张家后人始终没有放弃对
张人亚革命事迹的挖掘。

正如张人亚的侄子张时华所
说，张人亚是一名共产党员，他的
生平事迹也是党的宝贵财富，作
为后人，尽自己的努力挖掘更多、
更真实、更完整的史料，是对先人
的尊重，也是为党做贡献。

“太不容易了！”站在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的党
章展厅前，张建文显然没有之前参观中共一大会址
时那么淡定。特别是看到“中国共产党首部党章”
展区墙上写着大大的“张人亚秘藏中共二大党章”，
他更是举起手机一张张拍个不停。

展示墙的电子屏幕上，滚动播放着一段视频：
有张人亚故居的内外景，有山岗上张人亚的衣冠
冢，还有那块少了一个“静”字的“泉张公墓”墓碑
……看到这熟悉的一切，别说是张建文，即便是只
到过上述地方一次的记者，也感到莫名的亲切和骄
傲，恨不得逮住一个参观者就告诉他：我们来自张
人亚的故乡。

屏幕画面切换，开始播放一段看起来有些陈
旧、模糊的画面。画面中，一个长相、身高看起

来很普通的男子正在聆听周围的人说话，这名男
子身边还站着一个外国人。据了解，这段画面来
自1925年苏联电影工作者拍摄的纪录片《东方之
光》，那名男子就是张人亚，站在他身旁的是这部
纪录片的导演。这也是张人亚的活动影像首次被
发现。

“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就连我爸爸也没有见过
他。我爸刚出生，他就去世了。”张建文在屏幕前久
久伫立，口中喃喃自语。时隔半个多世纪，爷孙终
于以这种方式相见。

和中共一大会址一样，到中共二大会址的参观
者同样络绎不绝。“这部党章是中国共产党首部党
章，是张人亚的父亲在知道张人亚牺牲后捐出来
的。”讲解员向参观者解释。

“不是在知道他牺牲后，而是在解放后就已经
把这些珍贵的文物交给党。”一旁的张建文悄声地
纠正说。他说，太爷爷，也就是张人亚的父亲是个
做事“顶真”的人，在他看来，张人亚既然参加了革
命，就不再仅仅是自己的儿子，也是党的儿子；张人
亚托自己保管的文物，也不是属于张人亚的，而是
属于党的，无论张人亚牺牲与否，他都要把这批极
其珍贵的文物捐出来。

缓缓走过中共二大会址入口狭长的过道，张建
文脸上的表情前所未有的肃穆。作为张人亚的后
人，他对张人亚的很多了解，来自网上，来自叔父辈
的讲述。对于这样一个未曾谋面的亲人，牵挂是一
直以来都有的，但敬意却是在一次次亲自了解他的
生平后滋长的。

二爷爷用生命换来的镇馆之宝

两代人通过视频得以“相见”

伯父事迹是党的宝贵财富

当年苏联记者拍摄的张人亚（中）活动影像。 记者 崔引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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