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嘉宾主讲

上海城市集聚功能对于中国共产
党的创立和发展， 主要体现在五个方
面 ： 一是上海特大城市在中国政治 、

经济、 社会、 文化的巨大比重， 使得
共产国际和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特别重
视上海。 二是上海全国文化中心的地
位， 使得 1921 年前后， 上海每年所出
新书总量约占全国 70%。 三是上海作
为中国对外开放的前沿， 开阔了中国
知识分子的眼界， 为他们寻找、 探索
救国方案提供了新颖的参照系数。 四
是上海乃当时中国产生新思想、 新文
化的基地， 新人物和新思想在此交流、

交锋、 交融， 先进知识分子接受马克
思主义， 创立中国共产党， 既是此前
历次进步思潮不断演进的结果， 也是
民主主义、 无政府主义、 马克思主义
等思潮， 在这里碰撞、 升华的结果。

本 次 演 讲 选 择 若 干 方 面 加 以
阐述 。

中共发起组成立

1920 年 6 月 19 日以前 ， 中国共
产党发起组在上海成立。 发起者陈独
秀此前已与上海有过七次关联。 此后
在上海， 陈独秀两次被捕， 最终以罚
款获释， 上海华界、 法租界、 公共租
界三个政权的管理缝隙， 提供了从事
革命的便利空间。

“一大 ” 召开前 ，

中国共产党已是全国性
政党组织

在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前， 陈
独秀等于 1920 年 5 月成立了马克思
主义研究会， 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
了理论上的准备。 共产国际代表维经
斯基来沪提出建党后 ， 双方一拍即
合， 迅速建党。 6 月 19 日前， 在老渔
阳里 2 号 《新青年》 编辑部， 陈独秀
与李汉俊、 俞秀松、 施存统、 陈公培
共五人， 议定成立党组织。 这已是一
个非常正式的组织。 首先有书记， 由
陈独秀担任； 其次有纲领， 李汉俊起
草了 “纲领十条 ” ， 虽未保留下来 ，

但主要内容在当事人回忆录中都有提
及， 与后来的中国共产党纲领精神一
致， 包括运用劳工专政、 生产合作等
手段实现社会革命的目的等 ； 第三 ，

有办公地点和杂志。 这些表明她已是
全国性政党了。

组织建设、 理论建
设、 政治建设在 “一大”

前充分展开

中共发起组成立以后， 立即在党
的组织建设、 理论建设与政治建设方
面， 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组织建设方面， 包括建立各地支
部、 发展党员、 培养青年干部三个方
面 。 中共一大召开前 ， 全国已有 58

个党员 ， 6 个地方支部 ， 2 个海外支
部。 培养青年干部方面， 1920 年 8 月

22 日， 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 以俞秀
松为书记 ， 机关设在新渔阳里 6 号 。

1920 年秋， 开办了外国语学社， 在自
觉利用上海城市特点进行集聚的作用
方面尤为显著。

理论建设方面 ， 一是将 《新青
年》 定为党的机关刊物， 创办 《共产
党 》 月刊 ； 二是翻译马克思主义书
籍， 包括陈独秀委托陈望道翻译 《共
产党宣言 》， 恽代英翻译考茨基著作
《阶级争斗 》 ， 李汉俊译介 《马格思
〈资本论〉 入门》， 李季译克卡朴 《社
会主义史》 等。 三是拟定 《中国共产
党宣言》， 作为吸收党员的标准。

政治建设方面， 主要是筹备中共
一大。 代表大会制度， 是欧洲、 共产
国际、 苏俄共产党的传统。 中华革命
党在 1919 年 10 月 10 日改组成中国
国民党， 当时并没有举行全国代表大
会。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直到 1924 年才举行。

共产国际高度重视上海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中共一大的召
开与共产国际的指导密不可分。 随着共
产国际一些档案的解密， 学术界展开了
相当充分的研究， 我从上海城市的角度

切入， 会使这个结论更具说服力。

五大原因促使共产
国际把东亚书记处设在
上海

1919 年共产国际成立后， 迫切希
望在中国、 朝鲜、 日本等远东地区推
动革命运动 。 远东局主要在西伯利
亚、 海参崴一带活动， 但他们把东亚
书记处定在了上海。

参照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的五条经
验———马克思主义指导 、 工人武装 、

在城市举行暴动、 重视舆论宣传、 工
作深入到军队 ， 要推动东亚的革命 ，

上海最具备条件。 首先， 上海是远东
最大的城市。 1921 年， 上海人口已达

250 万， 几乎是同期北京的 3 ? 、 苏
州的 4 ?、 广州的 1.5 ? ； 经济体量
上， 北京、 广州和天津的总和还不到
上海的一半。 第二， 上海是个港口城
市 ， 而革命需要同世界各地发生联
系。 第三， 上海产业工人占全国三分
之一以上。 第四， 交通便捷。 水路处
于长江入海口的交叉点， 铁路已有沪
宁线、 沪杭线。 第五， 文化发达。 从

1860 年到 1949 年 ， 中国出版的新书
中， 有 70%在上海出版。

还有一个特别的因素， 1921 年前
后在上海的俄侨最多， 已多达 5000 人
之众。 这有利于共产国际开展活动。

购买报社、 设通讯
社、 建贸易机构， 用足
租界优势

在东亚书记处设在上海之前， 共
产国际就在上海做了坚实的铺垫。

首先是购买 1919 年就存在的
《上海俄文生活报 》 作为据点 。 1920

年 2 月 ， 共产国际以 5000 美元买下
虹口熙华德路 12 号 （今长治路 177

号） 的报社作为活动据点。 1920 年 7

月 2 日， 在渔阳里 6 号成立了中俄通
讯社 （陈独秀就住在渔阳路 2 号 ） 。

它是中共第一家通讯社， 又是苏俄中
央新闻通讯社罗斯塔北京分社的上海
分机构。 其主要任务是通过从俄罗斯
通讯社北京机构、 莫斯科、 西伯利亚
寄来的苏俄报刊 ， 从共产国际刊物
《国际新闻通讯》、 俄国远东的报纸以
及欧美诸多报刊中搜集信息， 提供给
中国 31 家报刊使用 。 《新青年 》 的
马列文章即主要来源于此。 第三， 在
九江路 14 号 ， 成立全俄消费合作社
中央联社驻沪办事处。 这是苏俄在中
国进行贸易的机构， 也是苏俄、 共产
国际在华的一个中转站和提供秘密经
费的单位。

全俄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驻沪办
事处， 设在地处英租界的九江路， 便
于从事货币兑换 、 商品进出比较方

便 。 东亚书记处 、 《上海俄文生活
报》 设在长治路， 属于公共租界， 与
俄国驻沪领馆毗邻； 中俄通讯社设在
渔阳路 ， 属于法租界 ， 俄侨比较集
中， 而陈独秀等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
都在那里活动 。 这些地点的精心选
择， 有效地发挥了上海华洋混处的社
会环境的掩护作用。

上海集聚各地先
进知识分子

共产国际为何重视上海？ 陈独秀
为何重视上海？ 这与上海的集聚功能
有关 ， 它可以把全国的精英吸引过
来 。 其中同乡组织发挥了重要作用 。

1843 年开埠时， 上海有 20 来万人口，

1921 年至少增至 250 万， 已有二百多
个大大小小同乡组织。

李汉俊 、 董必武 、

陈潭秋上海相识， 毛泽
东、 蔡和森借款 2?银元

以参加中共一大的三个代表李汉
俊、 董必武、 陈潭秋为例， 他们在湖
北时并不相识。 上海湖北人成立同乡
团体湖北善后会， 董必武被公推为驻
会主持， 李汉俊也在上海， 湖北善后
会的会址设在渔阳里南面， 两人成为
至交。 在李的影响下， 董必武逐渐认
识了俄国革命和布尔什维克党， 认识
到中国的独立按照孙中山的道路行不
通， 必须走另一条路。

1919 年 6 月， 武汉地区爱国运动
的主要领袖之一的陈潭秋， 来沪参加
全国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 会后， 陈
潭秋来到湖北善后公会， 结识了董必
武。 受其引导， 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

再以毛泽东为例 。 1920 年 5 月 ，

毛泽东从北京来到上海,?送赴法勤工
俭学的会员 。 因为赴法船票涨价了 ，

毛泽东、 蔡和森持杨昌济手书到上海
拜见同乡章士钊， 请其设法资助。 章
手中恰有湖南军阀赵恒惕一笔赠款 ，

立即以 2 万银元付毛、 蔡。 毛泽东以
一半资助学生赴法， 一半携归湖南充
作革命经费。

陈望道等回忆 “被
赶拢、 吸拢、 派拢” 至
上海

上海巨大的城市体量， 奇特的政
治格局， 及五方杂处、 华洋混处的社
会结构， 为众多知识分子的汇聚， 提
供了难得的空间 ， 为诸多思潮的产
生、 交流、 交锋与交融， 提供了难得
的平台 。 从陈望道生动的描述中看
出： 当时， 上海的新型知识分子一是
“被赶拢来的”， 他们思想激进， 为别

处所不容， 唯上海可包容他们； 二是
“被吸拢来的”， 在上海能发挥别处不
能发挥的本领， 比如章士钊、 鲁迅最
终都定居上海； 三是 “被派拢来的”，

中共成立后， 组织上委派一些骨干到
上海 ， 进入外国语学社 ， 接受培训 ，

刘少奇等一批人便是被派拢来的。

早期中共党员在法租界的居住地
距离不超过两平方公里， 思想不断交
流、 交锋， 其中包括与一些无政府主
义者的交锋， 也包括与戴季陶等人从
一度合作到分道扬镳， 这是一个明晰
概念、 廓清边界、 辨明是非、 权衡利
弊的过程， 也是一个理论创新、 理论
升华的过程。

学术界关于创新机制的研究成果
表明， 城市规模越大， 人们互动、 交
流机会越多 ， 创造与创新几率也越
高； 城市人口异质程度越高， 不同文
化相互之间差异越大， 相互取长补短
的概率越高， 创新速率越大。 这便是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会在上海创立、 并
以上海为重要活动基地， 长期将中央
机关设在上海的社会原因。

上海的文化产品
引导青年接受新思想

上海城市的集聚功能， 分有形和
无形两类。 后者既体现在上海城市文
化对全国的辐射作用， 也体现在上海
这座城市中新思想的影响力。 这在青
年时代的毛泽东身上特别典型， 上海
在毛泽东的思想成长史、 革命斗争史
中作用巨大， 地位特殊。

1919 年以前， 毛泽东从未踏足上
海 ， 毛泽东 1936 年在延安与斯诺畅
谈自己思想的发展轨迹， 谈到他所读
过的书报。 我将他提及的书单一一进
行了考证与研究， 发现几乎所有启发
他新思想的书报都是上海出版的。

第一部是毛泽东 13、 14 岁于韶
山时阅读的郑观应的 《盛世危言 》 ，

这本宣传变法图强 、 振新中华的名
著， 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使得原本
想辍学的毛泽东继续求学； 同期， 毛
泽东还读了冯桂芬所著 《校邠庐抗
议 》， 该书系统提出社会改革思想 。

这两本是光绪皇帝钦命印刷要百官阅
读的变法参考书， 所以在经济发达程
度、 所读书籍的时新程度， 和上海至
少相差十年的韶山也能读到。 这两部
书都是在上海撰写。

毛泽东在 17 岁时 ,得到近邻李漱
清先生推荐， 读了一本关于列强瓜分
中国的小册子， 很受刺激。 这本书其
实就是陈天华的名著 《警世钟》。

1910 年， 在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
学， 毛泽东读到一本关于世界名人的
书， 其中有拿破仑、 喀德邻女皇、 大
彼得、 卫灵吞、 格莱斯顿、 卢梭、 孟
德斯鸠和林肯的介绍， 这部书对毛泽
东确立人生志向很有影响 。 经考证 ，

这部书很可能是 《世界名人传略 》 。

封面标 “山西大学堂译书院译印” ,版
权页标 “印刷者商务印书馆 ”。 事实
上 ， 山西大学译书院不是设在太原 ，

而是设在上海。 聘请英国传教士窦乐
安主持 ,每年经费一万两白银 ,从西学
专斋费用中拨出。

毛泽东一生都非常重视逻辑， 而
他对逻辑的爱好就是从阅读严复翻译
的名著 《穆勒名学》 开始的。

毛泽东与斯诺谈话中， 还述及一
份著名的报纸 《民立报 》， 也是在上
海出版 。 毛泽东用三个第一来谈影
响， 第一次看到报纸， 第一次听说孙
中山， 第一次发表政治意见。

综上所述， 不难发现， 毛泽东青
年时代的政治观念、 世界观念、 知识
结构发生重要变化关节点， 几乎都与
上海书报刊的影响有关。 这些新的出
版物， 激发了大批青年求知的欲望、 振
兴中华的思想， 引导他们先是走向民主
主义、 进而走向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受 陈 独 秀 的 影
响， 他们走上马克思
主义道路

毛泽东与上海具有很深厚的关
联 ， 还表现在陈独秀对他早年的影
响， 这对他之后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
至关重要。

毛泽东与陈独秀的交往 ， 源于

1917 年向 《新青年》 投稿 《体育之研
究》， 这是 24 岁的毛泽东第一次公开
在全国性刊物上发表文章 ； 1918 年 ，

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 陈独
秀时任北大文科学长。 两人曾有简单
对话， 令毛泽东兴奋不已。 1919 年五
四运动期间， 陈独秀因散发传单被捕
入狱后 ， 毛泽东在 《湘江
评论 》 上发表 《陈
独秀之被捕及
营 救 》 一
文 ， 文
末 高

呼 “我祝陈君万岁！ 我祝陈君至坚至
高的精神万岁！” 称 “万岁” 应是独例。

1920 年在上海两人得以深交。 毛
泽东多次前往渔阳里 2 号拜访陈独秀。

两人谈了很多， 讨论了对于马克思主
义的信仰 ， 讨论了湖南改造等问题 。

毛泽东说： “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
其他任何人 。” “到了 1920 年夏天 ，

在理论上， 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

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正是在上海， 由于这座城市的集
聚功能， 使得像毛泽东这样的一大批
青年知识分子 ， 深受陈独秀的影响 ，

信仰了马克思主义， 走上了马克思主
义道理。 这批青年中还有旅法支部的
赵世炎 、 周恩来 ， 湖北的恽代英等 ，

不胜枚举。

1923 年的中共三大， 中央委员共

9 人， 5 人组成中央局———陈独秀、 蔡
和森、 毛泽东、 罗章龙、 谭平山 （后
由于谭调职， 改为王荷波）， 陈独秀为
委员长， 毛泽东为秘书。 《中国共产
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 》 规定 ：

“秘书负本党内外文书及通信及开会记
录之责任， 并管理本党文件。 本党一
切函件须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 这和
陈独秀对毛泽东的欣赏不无关系。

对于陈独秀的错误， 毛泽东也予
以 毫 不 留 情 的 批 判 ， 但 1942 年 、

1945 年， 毛泽东比较全面地、 辨证地
评价陈独秀的历史贡献 。 他评价 ：

“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 。 现在
还不是我们宣传陈独秀历史的时候 ，

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 要讲一讲他的
功劳 。” “他是有过功劳的 。 我们是
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 《新青年》 杂
志， 是陈独秀主编的。 被这个杂志和
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 后头有一部
分进了共产党。 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
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 可以说是由
他们集合起来， 这才成立了党。”

上海红色文化的
闳、 深、 雄、 奇助力
中共壮大

上海红色文化为什么如此丰厚 ，

其闳、 深、 雄、 奇的四大特点， 归根
到底， 就是集聚功能。

闳 ， 内涵丰富 ， 影响广阔 。 从

1921 年至 1949 年的 28 年间， 中国共
产党共举行过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其
中三次在上海举行， 另有多次中央全
会也在这里举行。 中共中央领导机关
有 12 年设在此处 。 上海留下的红色
文化旧址、 遗址， 多达千余处， 分为

15 个门类。

深， 思想深邃， 影响深远。 党史上
许多重要的思想、 理念， 是在上海酝
酿、 产生的， 党史上许多具有重要意
义、 深远影响的事件是在上海发生的。

雄， 英勇、 雄壮。 五卅运动， 全
球震动。 工人三次武装起义， 气冲牛
斗 。 刘华 、 陈延年 、 赵世炎 、 林育
南、 何孟雄、 李白等众多革命先烈视
死如归， 光耀千秋。 此类英烈， 不胜
枚举。

奇， 奇特、 奇妙。 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革命斗争， 利用上海政出多门、 事权
不一的特殊格局， 创造出许多人间奇
迹。 中共中央多次在上海举行各种会
议， 由于隐蔽工作做得周密， 基本没有
出过大的危险。 这种奇， 在全世界任何
一个城市中也都找不到类似情况。

上海红色文化如此丰厚， 源于近
代上海特殊的国际联系、 政

治 格 局 、 经 济 结
构 、 社 会 结
构 与 文
化 态
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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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2日
晚，在长宁区图
书馆，第152期
文汇讲堂邀请
著名的上海史
专家、上海社科
院研究员熊月
之主讲党史系
列讲座之二《上
海城市集聚功
能与党的诞生
和发展》，分享了
诸多最新考证。

整理 李念 金梦
本版摄影 周文强

熊月之： 上海城市集聚功能与党的诞生发展
共产国际重视上海城市独特优势， 先进知识分子汇聚上海， 新出版物从上海辐射全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