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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城而过的黄浦江，铭刻激情澎湃的红色记忆
中国共产党建立早期， 一大、 二大和四大都在上海召开

中共一大： 平均年龄 28 岁的代表走入望志路的石库门
中途闯入 “包打听”， 一刻钟之后租界巡捕房就派人来搜查

1921 年 7 月 23 日， 平均年龄 28
岁的十余位代表从各地来到上海 ，与

两 位 共 产 国 际 代 表 走 入 望 志 路 上 的

106 号（今兴业路 76 号），翻开了中国

历史上开天辟地的新的一页。 当时 ，
沿 望 志 路 只 建 了 一 排 五 幢 一 上 一 下

的 石 库 门 房 屋 ，房 屋 簇 新 ，马 路 对 面

是一片菜地，菜地旁仅有一所庵堂，沿
马路西边仅有一些平房和几家小手工

业工场。
中共一大之所以选址上海， 在学

者看来，有着多方面的考虑。 作为当时

中国的第一大城市，上海的工业化、现

代化和国际化， 为党代会的召开提供

了最适宜的环境。 1920 年 4 月，经共

产国际批准，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

（今符拉迪沃斯托克）分局外国处派出

的全权代表维经斯基， 携带李大钊的

介绍信到达上海，会见了陈独秀，商讨

建立共产党组织。 在共产国际的推动

下，建党大业在上海正式展开。
位于上海法租界望志路的一大会

址，是李书城、李汉俊兄弟的住宅。 尽

管是在法租界，但危险仍然时时存在。
7 月 30 日晚，会议正在进行，突然，一

个穿灰色竹布长衫的中年男子闯入 ，

朝室内东张西望，代表们问他干什么，
他含糊其辞：“找各界联合会王会长。 ”
忽而又说：“对不起，我找错地方了。 ”
之后匆忙离去， 富有秘密工作经验的

马林当机立断：此人一定是“包打听”。
于是，众人迅速收拾文件，从前门分散

而走。仅留下李汉俊和陈公博二人。一

刻钟不到， 两辆法租界巡捕房警车开

来，严密搜查一个多小时，并对二人详

加盘问。 此后，在李达夫人王会悟的提

议下， 最后一天的会议转移到嘉兴南

湖一条游船上， 王会悟则坐在船头充

当会议的哨兵。

中共二大： 在一大一年后举行， 通过了我党第一部党章
以小型的分组会为主， 每次会议都要更换地址

1922 年 7 月 16 日， 中共二大召

开， 八天的大会共召开了三次全体会

议。 第一次全体会议会址位于上海市

南成都路辅德里 625 号 （今老成都北

路 7 弄 30 号）， 即时任中央局宣传主

任李达的寓所。 剩下两次全体会议会

址仍待考证。
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时， 李达的

妻子王会悟抱着孩子在门口放哨 ，警

惕地注意着来往行人。 12 名党代表热

烈地讨论了中国的时局及对策。 为了

安全，大会决定以小型的分组会为主，
尽量减少全体会议的次数， 且每次会

议都要更换地址。 目前的资料显示，第
二次全体会议和第三次全体会议分别

在英租界的其他地方举行。
第三次全体会议上， 讨论通过了

11 个文件 ，其中就包括 《中国共产党

章程》。
值得一提的是，二大会址纪念馆的

规划、保护、重新开发，其中有许多鲜为

人知的细节。 今天的人们路经延中绿地

老成都北路、延安中路口时，如果细心

就会发现，延安中路高架路在这里有个

细微的转弯。 从展馆的旧址模式上可以

清楚地看到， 老成都北路同期建造的石

库门建筑共四排， 中共二大会址位于深

巷中的第二排，现在却成了沿街楼房。原

来，为了保护二大会址，高架拆迁方案实

施到二大旧址所处的那排石库门建筑时

便戛然而止。 1999 年，为配合延中绿地

一期工程建设， 静安区动迁了这一地块

上居民，并把这片建筑保留了下来。

中共四大： 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
以英文补习班的名义召开， 会场布置成课堂， 八仙桌上摆着英语教材

中共四大纪念馆的序厅中， 一座

巨大的主题雕塑 《工农联盟》 引人注

目。 它寓意着工人、农民、青年、妇女等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登上历史的

舞台， 成为民主革命运动的重要力量。
序厅两侧的浮雕，描绘了从新文化运动

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中共一大到国

共合作，从五卅运动到北伐战争，展现

了中共四大召开前后的重要历史事件。
纪念馆中最有特色的一个展厅 ，

是场景再现厅。 跟随讲解员走进根据

会址原建筑模样复建的 “石库门 ”展

厅， 穿过客堂间， 走上狭窄的木板楼

梯，便到了开会的二楼。 小小的会场被

布置成学校课堂的样子：有黑板，有讲

台，正中是几张八仙桌拼接成的大桌，
桌上放着英语教材。

原来， 当年中共四大是以英文补

习班的名义召开的， 共产国际代表维

经斯基扮演的是英语老师的角色。 开

会时，20 位正式代表就挤坐在向街坊

邻 居 借 来 的 椅 子 上 ， 当 听 到 响 铃

声———楼 下 负 责 警 戒 的 女 工 在 报

信———代表们就赶紧收起议案文件 ，
拿起英文书作为掩护， 原本声音不大

的二楼，便传出阵阵英文诵读声。 再往

上的阁楼，是外地代表的临时宿舍。 当

时， 中国共产党人就是在这种艰苦又

隐秘的状态下， 对中国革命的前途展

开了系统的探讨。

到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 看“中国红色经典第一书”

一本出版于 1920 年的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可谓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

不可不看的藏品。 这是《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被誉为“中国红色经典

第一书”。
《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纲领，国际共

产主义运动第一个纲领性文献，马克思主义诞生的重要标志，由马克思执笔写

成。 1848 年 2 月，《共产党宣言》在伦敦第一次以单行本问世。
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涌现出思想启蒙高潮，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

造了诸多有利条件。 1920 年 2 月，应上海《星期评论》社之邀，陈望道悄悄回到浙

江义乌分水塘村的老家翻译《共产党宣言》全文。 为了保密，也为了避免乡亲的打

扰，他躲在老宅的一间柴房里，夜以继日地秘密从事翻译工作。 陈望道深知这篇

约稿的分量，经过两个月的日日夜夜不懈努力，费了比平常译书的五倍工夫，终
于将这本经典著作译成了中文。 1920 年 8 月，正式出版发行。

首版本的封面上印有马克思半身坐像，开本为小 32 开，全书竖版直排。 首

版本的售价大洋一角，印数 1000 册，很快售罄。 9 月，又印行了第二版，封面马

克思肖像的底色改为蓝色。 这两版《共产党宣言》已成为非常珍贵的文物。
《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传播，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对中国

早期共产主义者的成长，对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发展，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到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 看第一部党章

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珍藏着一本铅印小册子，32 开， 里面包含了在二大

上通过的十个文件，最后部分收录了《中国共产党章程》。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第

一部党章，共有六章 29 条，详细规定了党员条件和入党手续，对党的组织原

则、组织机构、党的纪律和制度等也都作出具体的规定。它的诞生，标志着党的

创建工作的最终完成，党的事业由此走向更广阔的新天地。
1921 年 7 月，党的一大讨论并通过《中国共产党纲领》。 它规定党的名称、

性质和纲领，提出党的最终奋斗目标，同时也对党的组织原则、组织机构和发

展党员作出明确的规定。 从一大到二大的一年时间里，党的组织有所扩大，特
别是在吸收党员、开展工人群众工作方面，积累了较多的经验，在学习研究和

传播建党理论方面有新的提高。制定党的正式章程，已是党组织进一步发展的

需要，因此二大担负起创制首部党章的历史重任。党章是二大上由代表们推举

产生的起草委员会成员起草的，提交二大通过。 1922 年 7 月，二大讨论并通过

《中国共产党章程》，通过《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

到中共四大纪念馆 看“口袋书”

在中共四大纪念馆的展品中，有一本纸张已经发黄的小册子，大小为 15
厘米×9 厘米，还没有成年人一只巴掌大，也就是今天人们通常所说的典型的

“口袋书”。 这本“口袋书”的封面是竖排版，写着“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大会

议决案及宣言”“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印行（一九二五年二月）”。这是一

份珍贵的革命文物，也是中国共产党那段历史的见证。
1925 年 1 月 11 日至 22 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虹口

的一幢石库门房子里召开。 来自各地的 20 位共产党员代表全国 994 名党员出

席了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大会从理论上把有关

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加以系统化， 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内容作了比较完整

的规定， 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和工农联盟

问题。中共四大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和健全党的组织，加强党对工人、农民、
青年、妇女运动的领导，强调改善党的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在中国革命和中

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会后不久， 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卅运

动，中国革命形成了新的局面。 正是在中共四大的推动下，以五卅运动为序幕

的大革命高潮迅速到来，中国共产党成为民主革命运动的领导核心。
（综合自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人民出版社《中共四

大轶事》）

在这些红色纪念馆看什么

上海， 中国当代的国际化大都市， 更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光荣之城。 在她绚
烂缤纷的五光十色里， 有一种颜色最厚重、 最深沉： 那是永不褪色的红。

穿城而过的黄浦江， 铭记了中国革命史上的许多个 “第一”： 中国的第一个
共产党组织———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 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工人运动的第一个
总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 中国的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上海
社会主义青年团；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所培养妇女干部的学校———平民女校……

更不用说在中国共产党建立早期， 一大、 二大和四大都在这里召开———
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1 年 7 月 23 日在上海望志路 106 号 （今兴

业路 76 号） 召开， 制定并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纲领， 宣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 1922 年 7 月 16 日在南成都路辅德里 625 号

（今老成都北路 7 弄 30 号） 召开， 通过了我党第一部党章；
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5 年 1 月 11 日在今虹口区东宝兴路 254 弄

28 支弄 8 号召开， 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和工
农联盟问题。

从一大到十九大， 中国共产党走过了 96 年的风雨历程。 我们深情回望这一
段段足迹， 细心触摸这不可磨灭的红色记忆， 时刻不忘初心， 矢志永远奋斗。

图①为 中 共 四 大

纪 念 馆 珍 藏 的 李 大 钊

用于防身的手枪。
（摄影 袁婧）

图②为 中 共 二 大

会 址 纪 念 馆 珍 藏 的 第

一部党章。
图③为 中 共 四 大

纪 念 馆 珍 藏 的 “口 袋

书”， 封面写有 “中国

共 产 党 第 四 次 全 国 大

会议决案及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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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中共一大会址纪念

馆外景 （摄影 叶辰亮）

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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