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红砖外墙，白色立柱，门楼上标记其建造年份

的“1922”依然醒目……历经近百年风雨，位于广州

市越秀区恤孤院路的老洋楼——逵园，风貌依旧，

还添了新摆设。

几位 80 后海归青年，在这里合伙创办艺术馆。

不时有年轻人慕名而来，品味惬意的休闲时光。若

能看到这一幕，98 年前聚集在逵园对面一栋二层

小楼里的那群青年，应会露出欣慰的笑容。

1923 年 6 月 12 日至 20 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

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召开，可以考证出姓名的代表

平均年龄 29.8 岁。“我们的使命，是以国民革命来解

放被压迫的中国民族……”翻开《中国共产党第三

次全国大会宣言》，字里行间，依然可感中国共产党

人对初心的坚守、对使命的担当。

“党的三大是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创建时期进

入大革命时期的里程碑式的大会。”中共广东省委

党史研究室原主任曾庆榴说，此后，随着国共合作

的实现，以广州为中心，汇集全国革命力量，一场以

推翻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和封建军阀为目标的革命

运动，似滚滚洪流席卷中国大地。

筚路蓝缕

逵园对面，就是中共三大会址遗址广场。广场

中间大理石墙上，“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

会会址”和“全中国国民革命者联合起来”两行大字

简约庄重。石碑下方，是被玻璃覆盖的长方形凹

槽，其下可见一些会址的建筑遗迹。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在萌芽时期即被斥为‘过

激主义’，被视为‘洪水猛兽’，遭到中外反动派的联

合压迫，以致中国共产党刚刚成立，就不得不处于

秘密状态，以后更长期受到严厉的迫害和血腥镇

压。这种极端严酷的环境，是中国其他政党很少遇

到过的。”曾庆榴说，中共三大选址广州以及中共中

央从上海迁至广州，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广州是孙中

山革命活动的大本营，社会环境相对宽松。

代表们到广州开会，也并不容易。“那时，中国

共产党成立才两年，党的经费很困难。有些同志去

开会，只好自己掏腰包。”中共三大代表、曾任国务

院参事的徐梅坤生前回忆。

“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代表有：陈独秀、李大

钊、毛泽东、蔡和森、陈潭秋、瞿秋白、张太雷、谭平

山、向警予、邓中夏、项英……”中共三大会址纪念

馆馆长朱海仁介绍，“完整的参会代表名单尚未发

现，目前可查实姓名的有 38 位。”

参会代表来自全国各地，既有工人，也有知识

分子，并首次出现了女性，代表全国 420 名党员。

他们当中最年长者 46 岁，最年轻者 21 岁。

“由于大会当时是秘密召开的，加上会址建筑

在抗战期间被日机炸毁，史籍和档案又均无记载，

会址位置一度是个谜。”朱海仁说。

徐梅坤曾受邀去实地察看。当经过门楼上刻有

“1922”字样的逵园时，老人的记忆闸门顿时被开启。

他说，这幢洋楼正对着会址，开会期间，天天都看到它

门楼上的“1922”，所以印象特别深刻。“对初步确定的

会址位置，2006 年采用考古勘查的方法，终将其旧

址、原貌调查落实清楚。”朱海仁说，本着原址保护的

原则，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在旧址旁边落成。

艰辛探索

“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

具体实践正确地结合起来，这是一项前人没有遇到

过的缺乏现成经验的艰巨工程，需要有一个摸索的

过程。”曾庆榴说，党的二大在全中国人民面前第一

次提出了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党

的二大以后，为了实现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建立革

命的统一战线，已经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紧迫

的课题。

党的三大的中心议题是讨论与国民党合作、建

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问题。

陈独秀代表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大会作

了工作报告，着重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建立

革命统一战线的依据和过程。

与会代表展开了热烈讨论。“毛泽东等多数同

志认为，为了实现国共合作，共产党员可以以个人

资格加入国民党。”徐梅坤生前回忆。

“党的三大充分发扬民主，有指名道姓的批评，

也有自我批评。”曾庆榴说。

最终，会议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

题的议决案》，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

国民党，同时保持共产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

的独立性。

“大会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在分析中国

社会矛盾和明确中国革命性质的基础上，正确解决

了建党初期党内在国共合作问题上存在的重大分

歧，统一了全党的认识。”曾庆榴说。

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也是党的三大上讨论较

多的问题之一。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从中央到地方

的各级组织都以主要精力从事工人运动。从 1922
年 1 月到 1923 年 2 月，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形成高

潮。然而，1923 年 2 月 7 日，京汉铁路罢工工人遭

到军阀残酷镇压。

曾庆榴说，“二七惨案”使新生的中国共产党进

一步认识到：要战胜强大敌人，仅仅靠工人阶级孤

军奋战是不够的。

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副馆长黎淑莹介绍，毛泽

东在会上发表了重要意见，强调了农民问题的重要

性，并受大会指派主持起草《农民问题决议案》。“会

议通过了党史上的第一部《农民问题决议案》，表明

我们党开始认识到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重大

意义。”

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写道：“至

于农民当中国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占非常重要地

位，国民革命不得农民参与，也很难成功。”

如今，呈现在参观者眼前的一份份珍贵史料，

恰是新生的中国共产党成长的见证。

浴血新征

“通过决议后，全体代表到黄花岗烈士墓举行

悼念活动……由瞿秋白领着大家唱会议期间刚学

会的《国际歌》。之后，宣布会议闭幕。”徐梅坤生前

回忆。从党的三大开始，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闭幕

式上奏唱《国际歌》成为延续至今的传统。

党的三大的历史回响，在风起云涌的大革命中

经久不息。

会议结束后，中国共产党积极推动国民党改

组，同时组织动员共产党员、革命青年加入国民

党。1924 年 1 月 20 日至 30 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

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在事实上确立了联俄、

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

正式形成。

“以广州为中心，革命力量从四面八方迅速汇

集，很快开创了一个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革

命新局面。”黎淑莹介绍，从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到

创办黄埔军校，国民革命思想由南向北，在全国范

围内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广泛传播。

出席党的三大的代表中，有 18 人牺牲在新民主

主义革命时期的奋斗征程中。金佛庄就是其中一

位。“眼见国家将亡，不应徒作书生，默默以终也。”

1926 年 12 月，为分化瓦解北洋军阀孙传芳部，他假

扮商人，乘船从九江东下，计划潜入沪、杭等地策划

浙军等部起义。不料行踪被泄露，船到南京下关码

头即被捕，随即被杀害于南京，时年 29岁。

李大钊、张太雷、邓中夏、阮啸仙……一个个闪

着光辉的名字，镌刻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丰碑上。他

们用自己的生命和热血，践行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

心和使命。

大革命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党的

组织得到迅速发展。党的三大召开时，全国党员仅

420 人；党的五大召开时，全国党员已增长到 57967
人。除新疆、青海、贵州、西藏、台湾外，全国都建立

了党的组织或有了党的活动。

眼下，会址纪念馆正在封闭扩

建。朱海仁说：“今年‘七一’，它将

以崭新的面目开门迎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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绕过挺立 190 多年、浓荫蔽日的古龙眼树，一个庭

院广场赫然出现在眼前。正南边，是当年教授理论的

课堂；东西两侧，是由走廊改造的学员宿舍……

“1926 年，毛泽东同志在这里主办第六届农民运

动讲习所，并担任所长。龙眼结果的时候，毛泽东同志

就经常和学员们吃着这棵树上结出的果实，聚在偌大

的树荫下谈心。”讲解员陈朋坤深情讲述。

这里是位于广东广州市越秀区中山四路 42 号的

“毛泽东同志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一路

边听边看，脑海中重现当年的画面：

每天早上军号一响，学员们一身戎装，集合到广场

步操；日间端坐课堂，认真聆听革命理论；军事训练也

是重点，列队、射击样样不少……

为培养农运干部，在中国共产党倡议下，从 1924
年 7 月到 1926 年 9 月，广东革命政权在广州先后举办

了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在共产党人彭湃、罗绮园、阮

啸仙、谭植棠、毛泽东相继主持下，农讲所共培养了

700 多名农运骨干。他们奔赴全国各地开办地方农讲

所和农训班，点燃了农民运动的星星之火。

纪念馆馆长颜晖介绍，毛泽东主办的第六届农讲

所招收了来自 20 个省份的 327 名学员，是办学时间最

长、规模最大、人数最多的一届。“毛泽东亲自讲授《中

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地理》三门课程，其中《中国

农民问题》授课总时长达到 23 个小时。”

主持第六届农讲所期间，毛泽东主编了《农民问题

丛刊》，这也是纪念馆的一件镇馆之宝。在为《农民问

题丛刊》写的序中，他鲜明地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

命的中心问题”。

“我们离所时，毛所长叮咛大家要做革命的火种，

让革命烈焰在塞外熊熊燃烧起来。”蒙古族学员高布泽

博的回忆，道出了广州农讲所对中国革命不可磨灭的

贡献：

第一届农讲所学员高恬波是广东第一位中共女党

员，是广东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者之一；

第三届农讲所学员韦拔群，结业后回广西东兰继

续从事农民运动，主办农讲所，培养骨干，发展农会和

农民武装，把农运推向右江地区，后参与领导百色起

义，建立右江苏区……

73 岁的老党员陆兆波是广州农讲所纪念馆的资

深游客，从年轻时就常到农讲所参观，“纪念是为了更

好地前行，每次来都有新感悟。”

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

播撒革命的火种
本报记者 贺林平

“‘天已拂晓，进城无望，职营伤亡将尽，现存十余

人，但革命军人有进无退，如何处置，请指示。曹渊’。

刚写完最后一字，曹渊就不幸头部中弹。‘渊’字最后一

笔，拖了有三四寸长。”

广东肇庆，叶挺独立团团部旧址纪念馆，声情并茂

的讲解，把参观者的思绪带回那个战火纷飞的岁月。

曹渊是叶挺独立团第一营营长，也是共产党员，牺

牲时年仅 24 岁。那是 1926 年 9 月，叶挺独立团兵临武

昌城下。经过一夜奋战，终因寡不敌众，登上城墙的第

一营将士牺牲殆尽。这是叶挺独立团战斗精神的一个

写照，虽过去已近百年，但依然令听者动容。

1925 年，广东革命政府两次东征，讨伐军阀陈炯

明。时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的陈延年与中共广东区委

军委书记周恩来等人决定建立一支由中国共产党直接

领导的革命队伍。当年 11 月 21 日，国民革命军第四军

十二师三十四团成立，共产党员叶挺担任团长。翌年

1 月，三十四团番号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

独立团设中共叶挺独立团支部，下辖 6个党小组，归

属中共广东区委领导。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军队中设立的

第一个基层党组织。排以上干部任免、人员补充以及重

大政治军事活动等，都由独立团根据中共广东区委的决

定自行处理；团长叶挺则直接向周恩来汇报工作。叶挺

以苏联红军的模式要求部队，并开展“反贪污、反打骂、反

报假”的“三反”运动，将建团初期的军阀习气一扫而光。

1926 年 5 月，叶挺独立团出师北伐，短短半年时间

内转战湘、鄂、赣三省，行军数千里，屡建奇功。1927
年 1 月，受民众委托，武汉汉阳兵工厂制作了一块高 1
米、宽 0.5 米的铁盾牌，正面镌刻两个大字“铁军”，赠送

给第四军。叶挺奉命代表第四军接过了这块铁盾牌。

纪念馆里展示的照片上，“铁军”二字遒劲有力。

盾牌背面，还有这样的字句：“烈士之血，主义之花。四

军伟绩，威震迩遐。能守纪律，能毋怠夸；能爱百姓，能

救国家。摧锋陷阵，如铁之坚；革命抱负，如铁之肩。

功用若铁，人民倚焉；愿寿如铁，垂忆万年。”

“曹渊、许继慎、卢德铭……武昌城下、湘江河畔、

琼州海峡，到处都埋有叶挺独立团英烈的忠骨。”讲解

员语气沉重，念出一个个烈士的名字。

北伐战争结束后，叶挺独立团再负起更光荣的使

命。1927 年 8 月 1 日，已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

二十五师七十三团的叶挺独立团，参加了“八一”南昌

起义，成为人民军队的重要来源之一。

叶挺独立团

用热血浇灌革命之花
本报记者 姜晓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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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中共中央机关旧址

春园。

图②：中共三大通过的决

议案及宣言。

图③：中共三大通过的青

年运动决议案。

图④：中共三大会址纪念

馆外景。

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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