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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走得再远都不能忘
记来时的路"#习近平总书记在
党的十九大后瞻仰中共一大会
址时强调指出$ 中国共产党发
起组率先成立于上海# 中共一
大%中共二大先后在上海召开#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从这里开
始$在党的创建过程中#共产党
人积极培育青年干部# 即时推
进青年团的创建工作$ 中国最
早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就诞生于
上海# 上海同时也是青年团的
发源地$ 回顾建党建团史# 有
助于深入理解和领会中国共产
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党的光辉
历史倍增我们奋进的力量$

中国共产党发起组

在上海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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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五四新文化
运动领导人之一陈独秀从北京
来到上海# !南陈北李# 相约
建党" 的历史使命开始在这座
城市展开$ 就在法租界环龙路
的老渔阳里

%

号 &今南昌路
!$$

弄
%

号 '# 陈独秀和他的
朋友们接待俄共 &布' 派来的
使者维经斯基等人# 由此进一
步了解俄国革命以及布尔什维
克党的理论与政策# 并共同商
讨建立中国共产党$

&

月 # 陈独秀 % 李汉俊 %

俞秀松% 施存统% 陈公培五人
在老渔阳里

%

号开会# 决定成
立共产党# 当时命名为社会共
产党$ 这次会上以马克思主义
为指导思想起草了具有党纲 %

党章性质的若干条文# 确定通
过劳工专政 &或劳农专政 ' %

生产合作来达到社会革命的目
的$

'

月# 陈独秀写信给李大
钊征求他对于党的名称的意
见# 李大钊表示应定名为 !共
产党 "# 陈独秀完全同意 $ 中
国共产党第一个早期组织就此
产生$ 这个共产党早期组织并
非上海地方性的党组织# 因其
在党的创建中发挥着组织发起
的作用# 中央党史权威著作称
之为中国共产党发起组$

在中共发起组和北京共产
党早期组织的指导和推动下 #

中共早期地方组织在武汉% 长
沙% 济南% 广州等城市纷纷成

立# 在日本和法国也有由留学
生和华侨中先进分子组成的共
产党早期组织$ 为了统一各地
党员思想# 中共发起组制定了
(中国共产党宣言)$ 在宣传方
面 # 中共发起组将 (新青年 )

杂志改组为党的公开理论刊
物# 出版了 (共产党宣言) 首
部中文全译本# 创办了理论性
机关刊物 (共产党 ) 月刊等
等# 并激流勇进# 反击了资产
阶级改良主义% 无政府主义的
两次进攻 $ 在组织工人方面 #

中共发起组也迈出了第一步 #

创办了面向工人的马克思主义
启蒙教育读物 (劳动界 )# 组
织成立了上海机器工会等# 在
沪西小沙渡创办了第一所工
人半日学校 # 进一步促进了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
的结合$

革命青年觉悟新渔

阳里

青年兴则国家兴# 青年强
则国家强$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
视青年工作$ 陈独秀等在建党
初就考虑到培养青年干部的重
要性# 他主张参考苏俄少年共
产党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 作
为党的后备军$ 维经斯基等也
积极推动青年团的创建工作$

中共发起组成立不久# 青
年团体的组建正式提上日程 $

陈独秀等曾约集俞秀松% 施存
统 % 沈玄庐 % 陈望道 % 李汉
俊% 叶天底% 袁振英% 金家凤
在霞飞路新渔阳里

&

号 &今淮
海中路

(&)

弄
&

号' 密商成立
青年团体

*

这个团体后来采用
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名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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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 俞秀松等
'

人正式组织成立上海社会主
义青年团# 俞秀松任书记$ 陈
独秀等中共发起组成员都参加
了团组织$

在创建社会主义青年团的
同时# 中共发起组和俄共代表
团联合创办外国语学社# 办校
的目的就是培养青年干部 #为
输送革命青年赴俄留学做准
备$校长是杨明斋#俞秀松兼任
秘书$ 外国语学社聚集了一批
进步青年# 参加学习的有刘少

奇 %任弼时 %罗亦农 %萧劲光 %

汪寿华等几十人# 很多人加入
青年团# 其中一些佼佼者日后
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

上海的团组织成立后# 积
极推动各地建立青年团# 实际
上起到了国内团的发起组的作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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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中国社会
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执行委员
会在新渔阳里

&

号成立# 团中
央机关就设在这里$ 然而# 青
年团的创建遭遇重大波折$ 随
着中共发起组及青年团的主要
领导者和骨干离开上海# 青年
团团员因思想混杂而引起的矛
盾纠纷开始显现 #

-

五一
-

前
夕法租界巡捕搜查新渔阳里

&

号 !五一庆祝筹备会 "# 内外
交困下#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被迫于

(

月暂行解散$

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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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共产国际代
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
代表尼克尔斯基先后到达上
海$ 他们在与中共发起组成员
李达% 李汉俊商谈后# 建议及
早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中
共一大筹备工作紧急展开$

)

月
%,

日晚# 中国共产党
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
租界望志路

+$&

号 &今兴业路
)&

号 ' 李汉俊之兄李书城的
寓所召开$ 国内各地的党组织
和旅日的党组织共派出

+,

名
代表出席大会# 他们代表着全
国

($

多名党员 $ 张国焘主持
会议# 首先宣布中国共产党正

式成立 $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 %

尼克尔斯基分别发表热情洋溢
的讲话# 强调中国共产党成立
的重要意义# 提醒大会将会议
进程上报给伊尔库茨克的共产
国际远东书记处$

)

月
,$

日晚# 中共一大会
场遭到法租界巡捕的搜查$ 绝
大多数中共一大代表后转移至
嘉兴南湖续开最后一次会议 $

大会通过了在上海起草的 (中
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 和 (中
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 )# 选举
产生由陈独秀% 张国焘% 李达
组成的中央局# 陈独秀为中央
局书记$

就在中共一大召开前夕 #

共产国际 !三大" 在苏俄首都
莫斯科胜利举行$ 中国共产党
正式代表第一次亮相共产国际
的舞台#为中国共产党正名$围
绕参加共产国际!三大"的代表
权问题#兼具党员%团员双重身
份的与会代表俞秀松% 张太雷
等同中国社会党的江亢虎展开
毫不妥协的斗争$ 在他们的强
烈抗议下# 共产国际收回了江
亢虎的有表决权的代表证$ 江
亢虎后虽重获代表证# 不过只
有发言权$ 俞秀松% 张太雷等
的努力使中国共产党成为共产
国际唯一承认的中国无产阶级
政党# 不啻为即将正式成立的
中国共产党献上一份厚礼$

完成中国共产党的

创建使命

中共一大决定在各地发展

社会主义青年团# 把团作为党
的预备学校# 从团员中提拔进
步 分 子 入 党 $ 适 逢 张 太 雷
+"%+

年
'

月归国抵沪 # 于是
开启青年团的重建工作$ 上海
社会主义青年团于

++

月率先
恢复$ 按照 (社会主义青年团
临时章程) 的规定# 上海团暂
时 !代理中央职权"$

团临时中央局从
+"%%

年
初开始筹备召开团的全国代表
大会# 最初议定的开会地点是
上海$ 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书
记谭平山致信团临时中央局负
责人施存统# 积极建议* !大
会地点 # 如能够改在广州更
好 # 因为比较的自由 $" 孙中
山等国民党人在广东对社会主
义思潮表示同情# 共产党% 青
年团在广州都可合法活动# 举
办大会确有便利之处 $ 最终 #

团临时中央局采纳了谭平山等
人的建议$

(

月
(

日# 中国社
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
大会在广州东园开幕# 宣告青
年团正式成立$

中共中央原计划在广州召
开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

但在团 !一大" 后# 广州政情
趋于复杂# 陈炯明与孙中山的
矛盾日益凸显# 中共中央局临
机决定在上海举办党的二大 $

&

月中旬# 陈炯明在广州发动
叛乱# 炮击总统府$ 团中央迁
回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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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 # 中共
二大在上海公共租界南成都路
辅德里

&%(

号 &今老成都北路
)

弄
,$

号 ' 李达寓所召开 $

大会通过的 (中国共产党宣
言) 实际制定了党的民主革命
纲领# 初步阐明了现阶段中国
革命的性质% 对象% 动力% 策
略% 任务和目标# 指明了中国
革命的前途# 由此实现了党的
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的有机统
一$ 大会通过的 (中国共产党
章程 )# 是党成立后的第一个
党章# 对党员条件% 党的各级
组织和党的纪律作了具体规
定# 是党的最重要% 最根本的
制度 # 是党的建设的总章程 $

中共二大和中共一大共同完成
了党的创建任务$

&作者单位! 中共上海市

委党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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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五四新文化运动领导人之一陈独秀从北京来到上海!"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历史使
命开始在这座城市展开$

伟大征程!从上海出发
!!!重温建党建团的峥嵘岁月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宣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