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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一大会址”是令
人心驰神往的地方。几十年
中，屈指算来，已经参观过8
次。一样的故地，每次来都
有不一样的感悟。一位参观
的老同志说：“8次，不多，我
年年都来，有时是老少三代
一块来。”红色的墙壁、红色
的展台，还有一队队簇拥着
党旗、佩戴着党徽的观众，
驻足观看，沉思、赞叹，我
仿佛看到了这种红色已经
植入了中国人的生命：储
存着优秀中华文化的全部
信息，演绎着无数可歌可
泣的故事，也昭示着国家
和民族的光明前景。

上 海 这 座 伟 大 的 城
市，因浓重的红色而有所
不同。从建党到新中国成
立，中共一大、二大、四大
在这里召开，中央机关有
12 年在这里工作，《新青
年》《向导》等革命报刊在
这里创建，“义勇军进行
曲”在这里诞生……小小
的石库门、亭子间有讲不
完的故事。

上世纪 80 年代，第一
次走进“中共一大会址”，
看到了毛泽东同志年轻的
面庞，也第一次知道中共
一大正式代表只有13位平
均年龄 28 岁的青年。他们
在这里提出了党的基本纲
领，擘划了民族解放和国
家振兴的奋斗路径。虽然大浪淘沙，有的人选择了不
同的人生道路，甚至背离了当初的誓言，但在这里掀
起的革命风暴却如燎原大火，彻底改变了所有中国人
的命运。一个在建党初期只有50多名党员的弱小的
共产党，为什么从小到大，由弱变强，仅仅用了 28 年
就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一个崭新的中国？答案是，他
们选择了一条得到全国老百姓拥护的正确道路。他们
是一群为了中华民族站起来而赴汤蹈火的民族英雄。
他们用鲜血和生命铺就了一条国家解放之路。

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再次走进“中共一大会
址”，看到的是经过修缮的展厅。而石库门周边是一
排排高楼大厦和一片片正在建设的民宅，这些都无
声地讲述着浦东开发的“春天故事”。中国共产党继
续坚持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和使命，开始了一场新
的长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摸着石头过河”，用实
践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中
国之问、人民之问。“中共一大会址”红色依然浓重，却
闪烁着时代的光辉，“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改革相结合，使社会主义事
业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显示出旺盛的生机和活力。人们
的钱包鼓了起来，许多人搬进了新宅，长期被战乱和
饥饿困扰的中国人从温饱走向小康。

最近一次再访“中共一大会址”是去年夏秋之际。
经历了一场“百年大疫”，干部群众对中国共产党有了
更深刻的认识。在留言簿上看到了这样深情的文字：

“愿红色基因代代相传，愿社会主义国家江山永固。”
质朴的话语，反映的是民心所向。老百姓深切地感到：
我们党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没有因时代改变而改
变；40多年改革开放积累起来的综合国力，使我们每
一个中国人都可以有尊严地生活，14亿中国人团结起
来的力量移山填海，无坚不摧。党的鲜红旗帜过去、现
在和未来都是信心所在、力量所在、方向所在。

走出“中共一大会址”时已是万家灯火，似乎
瞬间穿越了百年时光隧道。回望与瞩望之间，我们
仿佛听到了“百年变局”的历史召唤，而红色永远
是伴随我们前进的力量。

梧桐掩映的道路上，沿街一幢小小石库
门建筑静静伫立。黑漆大门，青砖粉线，屋角
红旗飘扬，在蓝天映衬下格外夺目。上海，兴
业路 76 号，当年的望志路 106 号，百年前的
1921 年 7 月 23 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
代表大会在这里召开。

就在树德里石库门，楼下客堂，来自各地
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代表及共产国际代表，出
席了大会。大会详尽讨论了党的第一个纲领
与第一个决议。

中共一大召开，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
立。百年间，中国共产党从最初的50多名党员，
发展成如今拥有超过9100万党员的大党；百年
间，中国共产党领航中国从积贫积弱处出发，
拼搏奋斗，发展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1920年 3月，浙江义乌分水塘村，破陋的
柴房里，陈望道用板凳、铺板支起临时写字
台，开始翻译《共产党宣言》。

山区早春，寒气逼人，母亲心疼儿子，煮了
两个粽子，配上一碟红糖，叮嘱儿子趁热吃。陈
望道全神贯注，竟把墨汁当作红糖蘸着吃了。母
亲好气又好笑，问道：“吃完啦，红糖甜不甜呀？”
儿子浑然不觉，头也不抬地说：“甜，真甜！”

真理的味道是甜的。1920年8月，《共产党
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出版了，“对中国而言，
它如烛光，为黑暗中探索的先驱们带来了光明
与希望。”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副馆长徐明说。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里的馆藏革命文
物，超过 12 万件（套），国家一级文物 121 件

（套）。其中，1920年出版、由陈望道翻译的《共
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点燃了中国共产党人
的信仰之光。

纪念馆里，有1920年8月第一版和9月第
二版的《共产党宣言》。在蓝色封面的第二版

《共产党宣言》上，依稀可见两行印签：“张静
泉（人亚）同志秘藏山穴二十余年的书报”。

这是从张静泉的衣冠冢里取出来的。
1898年，张静泉出生于浙江宁波的一户普通农
家。16岁时，父亲张爵谦将他送到上海凤祥银
楼做学徒。家人和乡亲并不知道，张静泉在上
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把名字改为“人亚”。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突如其来，张
静泉冒险，将一包旧书报送回家中。匆匆相见，
竟是父亲张爵谦与儿子的最后一面。第二年，张
家墓地里多了一座衣冠冢。据说是因为远在异
乡的张静泉失踪了，生死不明。

新中国成立后，张静泉依然杳无音信。张
爵谦让家人打开“衣冠冢”，将墓穴中埋藏了
20 多年的书报文件，包括《共产党宣言》第一
个中文全译本、中国共产党第一部党章，带到
了上海，交给有关部门。

2005年，张家后人终于等到消息：1932年
12 月 23 日，因积劳成疾，年仅 34 岁的张静泉
在江西瑞金中央苏区逝世。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同样的炎炎夏
日，同样的老上海旧式里弄，在中共一大召
开的一年后，辅德里石库门，中国共产党第
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此召开。

中共二大 12位代表，共举行 3次全体会
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部党章。近百年
光阴，如今，辅德里牌楼依旧静立。

二大开创了中共创建史上的多个“第一”：
第一次提出党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
第一次提出党的统一战线思想——民主的联
合战线的思想；第一次公开发表《中国共产党
宣言》；制定第一部《中国共产党章程》；第一次
明文提出“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

中共二大与中共一大，共同完成了中国
共产党的创建任务，中国革命运动呈现出崭
新局面。

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里，有这样一件珍
贵文物的复印件。一张泛黄的稿纸，是1921
年11月中央局书记陈独秀向全党签发的第一
个 《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文中写道：

“明年七月开大会。”
这个“大会”，指的正是中国共产党第

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或许是巧合，中共二大
与一大的召开地点仅相差一个字，一个叫树
德里，一个叫辅德里。

辅德里625号，正是中央局成员、宣传主任

李达的寓所。这里地处原公共租界和原法租界
交汇处，相对安全。党创办的平民女校正对李
达家后门，一旦出现突发情况，也便于疏散。

会上，12名党代表热烈讨论了中国的时
局及对策。为安全起见，二大以小组讨论为
主，每次全体会议都要更换地点。

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还原了当时开会的
场景：客厅中间放着一张八仙桌和几张方
凳，东西两侧靠墙各摆放一个茶几和两把靠
背椅。据李达夫人王会悟回忆，当时会场朴
素简陋，“并且他们持续不断地开，下楼吃
饭的时候，也在饭桌上讨论会务。”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出版机构“人民出版
社”，也设在此处。为了躲避敌人的搜查，
在这里出版的刊物上都故意印着“广州人民
出版社”字样。

如今，纪念馆的党章历程厅里，陈列着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所产生的所有党章或
党章修订案，百余种不同年代的珍贵党章版
本，铺满整整一面墙。

这些百年党史的“见证者”，是中共二
大会址纪念馆的“镇馆之宝”。“党章历程厅
再现了中国共产党从建党到走向成熟的全过
程，记录着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和政治路
线与时俱进的发展历程。”中共二大会址纪
念馆副馆长尤玮说。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中央在上海
召开过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5年1月，在淞沪铁路旁的又一座石库
门建筑广吉里，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
会召开，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周恩来等20
位共产党人，代表全国994名党员出席大会。

从 11 日到 22 日，会议选举新的中央
局，选举陈独秀为党的总书记，审议通过大
会宣言，修改了党章。

中共四大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
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第一次
提出了工农联盟问题。确立了加强党的领导、
扩大党的组织、执行使党群众化的组织路线。

中共四大也是党支部建设的历史起点。中
共四大第一次将支部确定为党的基本组织，开
始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组织建设上来。随后，
党的组织迅速发展壮大，成功实现从宣传马克
思主义的小团体到群众性政党的伟大跨越。

在中共四大纪念馆的展陈中，能看到落
款为“钟英”的两份通知的复制件。根据中
共二大的决议，全国代表大会每年由中央执
行委员会定期召集一次。按照惯例，中共四
大应于1924年召开。

1924 年 8 月 31 日，中共中央以“钟英”
的代号发出《关于召开四大致各地党组织的
信》，称“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为期不远”。

9 月 15 日，“钟英”又向各地方委员会发出
《关于召开四大的通知》，明确指出中共四大
定于当年11月开会。

“钟英”是当时中共中央的代名，其中8
月31日这份由行楷写成的通知，来自毛泽东
的亲笔签署。通知发给多少个地区，就必须
用毛笔字抄写多少份。

中共四大的召开，比原计划时间推迟了
两个月。1924年 1月，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
开，标志着国共第一次合作正式开始。但合
作过程中，两党矛盾日益凸显。种种原因令
中共四大召开时间一拖再拖。

“中共四大在党组织建设上有很多贡献。”
中共四大纪念馆馆长童科说，“四大”直接涉及
党内领导人的称谓，地方各级执委的负责人称
为书记，中央的委员长改称为总书记。

此外，从中共四大开始，强调组织问题
是我们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问题，提出“三
人可以组织支部”的要求。这些范式，一直
沿用至今。

为便于吸收更多先进分子，中共四大决
定简化入党程序，要求让有阶级觉悟的工
人、农民和知识分子能“直接加入本党”。

对年轻的中国共产党而言，这样的转
变，意味着全新的起点。到了1927年中共五
大召开时，中共党员人数已达到5796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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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外景。
影像中国

图②：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外景。
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供图

图③：中共四大纪念馆内景。
中共四大纪念馆供图

本版责编：石 畅 康 朴 袁子涵
版式设计：蔡华伟

①①

②②

③③

中共四大中共四大：：简化入党程序简化入党程序，，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组织建设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组织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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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一大：通过党的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

信仰之光，带来民族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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