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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档案
系列之二十八

坚坚守守初初心心使使命命
深深深入入入学学学习习习“““四四四史史史”””

1920 年 6月，坐落在南昌路 100
弄老渔阳里 2 号的《新青年》编辑部，
秘密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
随后，第一批党员、第一份党刊、第一
个党的宣言、中文版《共产党宣言》等，
相继在这里诞生，铸就了中国革命的
红色起点。今年 7月 1日，中国共产党
发起组成立地(《新青年》编辑部)旧址
揭牌并对外开放。

一个历史性的约定
这座百年沧桑的石库门建筑，原是安徽都

督柏文蔚的居所，人称“柏公馆”。陈独秀曾担

任过柏文蔚的秘书长，所以在此入住。推开黑
漆实木大门，客厅就是《新青年》编辑部。客厅

里有一块黑板，上面写着“会客谈话以 15分钟
为限”，这是当年陈独秀对来客定下的规矩，也

透出了筹备建党时的紧张气氛。

建党伟业为什么会和《新青年》编辑部紧
密相连呢？这一点要从“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说起。
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一面旗帜，也是五

四运动的“总司令”；他是共产党的创始人，也
创办了影响深远的《新青年》杂志。《新青年》

1917年从上海迁到北京大学后，由陈独秀和胡

适、鲁迅、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李大钊等八
人轮流编辑，成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新

青年》领袖群伦成为影响一代人的精神标杆。
中国共产党的另一位主要创始人是李大

钊，他也是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的领袖之一，
是中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他与《新青

年》杂志结缘，始于 1916年 9月发表的《青

春》。李大钊在《新青年》当编辑，还发表了《庶
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它们都

是中国最早的马列主义文献。
1920年初，为了帮助陈独秀躲避北洋政府

的追捕，李大钊装扮成账房先生，雇了一辆骡
车，在纷纷扬扬的鹅毛大雪中，送陈独秀秘密

离京，转道天津坐船去上海。这风雪一路走了
三天，两位北大教授在大雪中有个历史性的约

定，就是著名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新青年》随陈独秀一起迁居上海，由此，

老渔阳里 2号既是编辑部，又是陈独秀的寓
所。1920年 4月，俄共（布）远东局代表维经斯

基一行，拿着李大钊的亲笔信，来到老渔阳里
《新青年》编辑部，与陈独秀秘密商讨如何在中

国建立共产党。于是，建党伟业在此悄然启动。
1920年 6月，陈独秀同李汉俊、俞秀松、施

存统、陈公培开会商议后，中国第一个共产党
组织就在《新青年》编辑部成立，最初取名“社

会共产党”；陈独秀在征询了李大钊的意见后，
8月更名为“中国共产党”。10月，李大钊在北

京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可见“南陈
北李”，彼此呼应，密切配合，共同完成了这一

历史性的伟大约定。
中国第一批早期共产党员就产生在老渔

阳里《新青年》编辑部内，他们大多是《新青年》

编辑部的主要成员，如陈独秀、李达、李汉俊、
俞秀松、陈望道、沈雁冰等。1920年 9月，《新青

年》从八卷一号开始，改为党的公开刊物，成了

以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主要内容的刊物。
1920年 11月 7日，《新青年》的编辑们，又

秘密创办了一份内部发行的理论月刊《共产

党》，主编李达。同月，陈独秀起草制定了《中国
共产党宣言》。老渔阳里 2号既是《新青年》《共

产党》的编辑部，同时也是陈独秀和李达的寓
所。可见，第一次在中国大地上树起了“共产党”

的旗帜，第一次阐明中国共产党人的基本主张，

都与这一红色地标有关。值得一提的是，李汉俊
居住的树德里和李达后来居住的辅德里这两处

石库门寓所，还先后召开了党的一大和二大，陈
独秀、李达、李汉俊都是把自己寓所作为开展革

命活动的场地，为建党伟业作出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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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秘密红色摇篮
党的一大召开前，要求各地相继建立起共

产党组织的信函，都是从老渔阳里《新青年》

编辑部寄出的，它起到了中国共产党发起
组的重要作用，点燃了中国革命的星星之

火。召开中共一大，要求各地派出代表前
来上海与会的通知书，也是从《新青年》

编辑部秘密发出；就连一大召开遇到密探
袭扰后向南湖转移，也是在此紧急决定

的。它为党的诞生奠定了基础，被誉为建
党的红色“秘密摇篮”。

1945年 4月 21日，毛泽东在中共七

大预备会议上说：“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
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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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有一部分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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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作为一大代表和我党领袖，是
建党“开天辟地”大事件的参与者、亲历

者，这段论述，清晰地将建党伟业与《新
青年》联系在一起，具有相当的权威性、

真实性。
参加一大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也是这

么认为的。他在 1921年 9月 4日为祖国

荷兰《论坛报》写的《中共成立初期的情
况》报道中说：“尤其是陈独秀教授。他几年

前就发行的《青年杂志》，他是我们学说的
坚定拥护者，最近出版的一期杂志就可以

证明这一点⋯⋯他那个杂志的读者群在八
个地方结成了小组，他们已经决定在中国

建立共产党，该党从今年起出版《共产党》
月刊⋯⋯”马林说的《青年杂志》就是《新青

年》，他也证明了这份杂志与建党的紧密关
系。他甚至把《新青年》的读者群与各地的

党组织直接画上了等号。
可见，在推进中国共产党建党进程中，

《新青年》起到了主导和组织作用。
以《新青年》为阵地，有计划地翻译出

版了一些马列主义的著作，有《共产党宣
言》《国家与革命》等，推动了社会主义思潮

在中国的传播普及，孕育了中国共产党。
陈望道翻译的中文版《共产党宣言》，

首先就送至《新青年》编辑部，由陈独秀、李
汉俊校对后才出版的。毛泽东说：“《共产党

宣言》，我看了不下一百遍，遇到问题，我就
翻阅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有时只阅读

一两段，有时全篇都读，每阅读一次，我都
有新的启发。”

同样深刻影响中国历史的还有《国际

歌》，其中文版是由瞿秋白翻译的，并首
先发表在《新青年》上。在革命征途中，

只要你唱起《国际歌》，就可以找到自己
的同志和战友。

一代青年的朋友圈
在黑沉沉的漫漫长夜里，《新青

年》唤醒了一代青年。毛泽东、周恩来、

刘少奇、张太雷、恽代英、蔡和森、叶挺
等，都是在《新青年》的影响下，走上了

革命道路。

毛泽东回忆自己在长沙第一师范

读书时说：“有很长一段时间，每天除了
上课、阅读报纸以外，看书，看《新青年》；

谈话，谈《新青年》；思考，也思考《新青年》
上所提出的问题。”毛泽东还说：“我第二

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

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
自己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

是关键性的那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
刻的印象。”毛泽东与陈独秀讨论马克

思主义，地点就是《新青年》编辑部。
周恩来 1918年在他的日记中写

道：“这几天连着把三卷的《新青年》仔

细看了一遍，才知道我从前在国内所想
的全是太差，毫无一事可以做标准的”，

“我愿意自今以后，为我的‘思想’‘学
问’‘事业’去开一个新纪元才好呢! ”

恽代英给《新青年》杂志写信时曾

说：“我们素来的生活，是在混沌的里面，
自从看了《新青年》，渐渐地醒悟过来，真

是像在黑暗的地方见了曙光一样。”
可见，《新青年》对周恩来、恽代英

等一代青年的思想观念变化，产生了
巨大的震撼力。

《新青年》像一颗冉冉升起的启
明星，照亮了探索民族救亡的复兴之

路，它吹响了思想解放的号角，激励
了一代奋进青年选择了理想信念。

《新青年》的读者越来越多，朋友圈越
来越广，影响越来越大。它对中国共

产党的孕育和诞生产生了重大影响。

建党伟业与《新青年》紧密相连，
并通过它的编者群、作者群、读者群等

这一朋友圈开始渐渐展开，从无到有，
从点到面，从地方到全国，影响日渐扩

大。这是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第一
批共产党员、第一份党的刊物、第一份

《中国共产党宣言》以及中文版《共产

党宣言》《国际歌》等都相继诞生在《新
青年》编辑部的历史原因。这也是中共

一大的“筹备处”和“秘书处”、中共一
大选举产生的中央局机关所在地等，

都汇集于老渔阳里 2号的秘密所在。
在《新青年》的编辑队伍中，人们

可以看到，陈独秀、李大钊、李达、李汉
俊、陈望道、沈雁冰、袁振英、瞿秋白

等，他们都是早期共产党人的先驱。在

精英荟萃的作者中，人们也可看到毛
泽东、蔡和森、张太雷、恽代英、张申府

等，他们都成为了党的领导人物。可
见，《新青年》这一思想舆论阵地，聚集

起了一批爱国忧民、志同道合的年轻
人。它不仅成为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

的主阵地，还进而成为建党的中心地。
历史不能忘记，《新青年》对建党伟

业作出的重大贡献。老渔阳里 2号这幢
百年石库门建筑，是中国共产党的“初

心之地”，是中国革命的“红色源头”。
老渔阳里 2号内景

《新青年》

陈独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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