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已经收藏500多本《共产党宣言》

“我时不时会翻一翻，读读书上的内容，看看不同
笔迹的批注，其实早就滚瓜烂熟了。我的电脑桌面上，
始终有一本《共产党宣言》，这已经成为我的工具书。”
肖成华满怀深情地看着放在展柜里的一本本《共产党
宣言》，回想那些与藏品有关的故事，那些与《共产党宣
言》有关的人。

肖成华今年55岁，在浦发银行宁波分行工作。上世
纪 80 年代，他从同事处拿到了第一本《共产党宣言》
（1971年出版），以后陆陆续续开始有收藏。

这两年，“党章守护者”张人亚的故事红遍全国，肖成
华想着，或许可以做一些更现实、更有意义的事。打那以
后，他开始专题收藏，短短一两年就收藏了500多本《共
产党宣言》。

“出差去外地，第一时间跑书店，全国各地的旧书店
基本上转遍了；朋友旅居英国，专门帮我带回来6本《共
产党宣言》译本；有的市场上买不到，就直接书信联系收
藏者，寄出去四五封信。有的朋友很热情，给我提供资
料，还不忘鼓劲打气，希望我继续做下去。”

现在，肖成华已收藏了12个版本的中译本，还有新
中国成立初期的世界语版、1964年出版的盲文版。收藏
最早的原本是1896年法语版的《共产党宣言》，收藏最早
的复制品是1920年的陈望道译本，这件复制品上留有陈
望道儿子陈振新的亲笔签名。另一件复制品是华岗译本，
他曾在宁波读过书。这个版本是华岗翻译并在1930年由
上海华兴书局出版的译本，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组织出
版的第一本《共产党宣言》全译本。

肖成华的收藏中，年代最早的中译本是上世纪40年
代的博古译本和莫斯科译本。其中，莫斯科译本是1948
年为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100周年，设在莫斯科的苏
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用中文出版了纪念版，这是当时内
容最全、翻译质量最高的一个版本。

“近一个世纪来，《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出版和传
播，都有着历史发展的烙印，也反映着马克思主义的真
理与信仰在中国的土地上如何扎根，并蓬勃生长。”肖
成华说。

藏品背后收获满满感动

收藏过程中，肖成华寻找了很多“红一代”“红二
代”“译二代”，得到了很多名家及其子女的支持。那些
名人签名本及通信往来，在他的收藏生涯中留下了珍
贵的印记。

1978年版的《共产党宣言》，有成仿吾妻子张琳104
岁时的亲笔签名；有时代楷模、改革先锋获得者——“雷
锋精神”的优秀传承者郭明义签名本；第五套人民币毛泽
东画像原作者刘文西签名本；1964年中央编译局校译的
《共产党宣言》校译者之一宋书声的签名本……

“我和《共产党宣言》第一本中文全译本的译者陈望
道儿子陈振新通信，还与华岗的小女儿华景杭加了微信，
她发给我许多关于她父亲翻译《共产党宣言》的相关资
料，知道我在做这样有意义的收藏，他们都很支持我，鼓
励我继续做下去。”

在展馆内还有一些珍贵实物，如毛泽东主席学习过
的英文版《共产党宣言》一页复制品，上面有毛泽东晚年
图书服务管理工作人员徐中远的注释。

当时，肖成华看到徐中远在他的书里回忆了毛泽东
的读书故事，就辗转联系到了徐中远老人。徐中远非常支
持，将毛泽东当年学习过的英文版《共产党宣言》的一页
复制品寄给了他。字里行间有很多毛泽东书写的批注，虽
然字迹有些模糊，但密密麻麻很工整。这是毛泽东1956
年学习过的英文版《共产党宣言》的带批注复制品，原件
现在保存在中央档案馆。

在给肖成华的信件中，徐中远特别提到：“《共产
党宣言》是毛主席读的第一本马列著作，时间是 1920
年。此后的 57 年里，这本书与他一直相伴相随，不知
反复读过多少次，书中的许多精辟论断，他几乎全能
背下来。”

肖成华还有一本批注本的《共产党宣言》，扉页署名
刘少文，是一位开国中将。这本《共产党宣言》上有4种不
同颜色的批注和划线，分别是红蓝铅笔、黑色铅笔和钢
笔，相当细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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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余本《共产党宣言》见“初心”
他的最大心愿：建《共产党宣言》收藏博物馆
如果您愿意帮他达成心愿，可以与本报联系

真理之光，穿越历
史，照亮今天。

1848年2月，《共产
党宣言》正式出版，犹
如一道光，划过暗夜的
长空。在中国近现代历
史上，这是印数最多的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中 文 单 行 本 ，被 誉 为

“红色中华第一书”。
昨天，记者走进鄞

州区（大学园区）图书
馆，百余本《共产党宣
言》静静地躺在展柜，
无声诉说着历史的沧
桑，而这些刻着时代烙
印的藏品都来自宁波
热心市民肖成华。

“ 这 样 的 红 色 收
藏，对我来说是一次不
忘初心的追寻。”目前，
他已经收藏了各类版
本的《共产党宣言》500
余本，他最大的心愿是
在宁波建一个专题博
物馆。

肖成华在鄞州区图书馆向记者介绍他的红
色收藏 记者 薛曹盛 摄□记者 薛曹盛

通讯员 吴海霞

毛泽东主席学习过的英文版
《共产党宣言》复制品 受访者供图

想建一个《共产党宣言》博物馆

在历史洪流中，《共产党宣言》犹如一面
光辉的旗帜，时刻激励着共产党人，不忘初
心，砥砺前行。在肖成华收藏的《共产党宣言》
中，还能找到一些普通人的批注本。这些批注
本有五六十本，有些在书上划了横线，有些摘
录书中的相关内容，有些则写下了自己的体
会和心得。

“这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理论，希望
你认真阅读，一遍、两遍……十遍、二十遍，
用以指导我们的革命活动。”这段写在 1959
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共产党宣言》扉页上的
话，署名是“妈妈”，落款时间是 1959 年 11 月
29 日。

“这或许就是一个普通母亲送给子女的礼
物，可见这本著作对一个普通家庭的意义。翻看
这些普通人的批注，虽然我不知道他们的故事，
但我知道他们曾经认真阅读过这本书，这里的
思想，很可能影响着他们的一生。”肖成华说，每
每看着这些批注，总觉得自己做这样的收藏很
有意义。

肖成华的红色收藏和他的红色家庭密不
可分。肖成华父亲1948年入党，南征北战随军
南下解放宁海。他的岳父是离休干部，1946年
入党。除了《共产党宣言》，他还收藏了父辈们
留下的《南下干部证书》、渡江胜利纪念章、马
恩著作等红色藏品，他觉得这是对父辈们的最
好纪念。“我的第一件红色收藏是念小学时，父
亲留给我的上世纪50年代初《和平日记》笔记
本，这是他 1954 年参加宁波专区干部扫盲学
校的笔记本。”

“追根溯源，诞生于170多年前的《共产党
宣言》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初心和使命的源头。”
肖成华有个心愿，他想在宁波建立一个《共产党
宣言》出版物收藏博物馆，可以让更多的人重温
这份“初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