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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共产党诞生在上海的石库门
里。 用毛泽东的话来说：“中国产生了共
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但对促
成这一具有“开天辟地”历史意义的大事
变，尤以渔阳里、树德里、辅德里这三座
石库门建筑最为重要。当年，它们分别是
陈独秀、李汉俊和李达的旧居。参与建党
伟业的早期共产党人， 都把自己的家当
成了干革命的秘密场所。

从渔阳里建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
织， 到树德里召开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
中共一大， 再到辅德里党的二大诞生第
一份党章， 这三座上海石库门建筑， 对
建党伟业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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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阳里：红色起点
1920年 4月，受共产国际派遣，俄

共（布）的维经斯基、库兹涅佐娃和翻译

杨明斋，带着李大钊亲笔信，在老渔阳
里 2号《新青年》编辑部找到主编陈独

秀，讨论在中国建立共产党。
老渔阳里 2 号原是安徽都督柏文

蔚的寓所，人称“柏公馆”。将这幢石库门

给陈独秀住，是因为陈独秀曾担任柏文
蔚都督府的秘书长。他俩私交甚好，人

称“武有柏、文有陈”。陈独秀在此住了
短短两年多，却使这里成了建党的“秘

密摇篮”，成了中国革命的红色起点。
老渔阳里始建于 1912年，陈独秀

寓所坐北朝南，黑漆大门上挂有两个铜
环。因陈独秀创办《新青年》产生巨大影

响，他成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成
了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新青年》是唤醒

沉寂中国的阵阵鼓点，也是照亮黑暗社
会的一缕阳光。它在千千万万读者中，

撒下了革命火种，为中国共产党的诞
生，作了思想上的准备。

1920年 6月，陈独秀和李汉俊、俞
秀松、施存统、陈公培等在《新青年》编

辑部，悄然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
织。最初取名为“社会共产党”，陈独秀

为书记。8月，在征求李大钊意见后，更
名为“中国共产党”。1920年 10月，李大

钊、邓中夏、张国焘等在北京成立了“中
国共产党北京支部”。至此，“南陈北李，

相约建党”，践行了他们在雪地里、骡车
上的伟大约定。

说起来，许多在中共党史上具有开

创性的“第一”，都诞生或孕育在这座石
库门中。

1920年 8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
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经陈独秀、

李汉俊校对后出版，点燃真理之火；8月
22日，陈独秀派俞秀松等 8名青年在近

在咫尺的新渔阳里 6号，建立了中国第
一个青年团组织。不久，外国语学社在此

创办，学员有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萧

劲光等，这是我党第一个干部学校。
9 月 1 日，《新青年》
正式改组为共产党杂

志，编辑部成员有陈
独秀、李汉俊、李达、

陈望道、袁
振英、沈雁

冰等。

1920年夏，从日本留学归国的李达

也住在老渔阳里 2号。在此，陈独秀和
夫人高君曼为他和王会悟操办了婚礼。

11月 7日，李达主持创办了《共产党》月

刊，这是我党的第一份党刊。21日，上海
机器工会召开成立大会，陈独秀等到会

发表演说，这是我党领导的第一个工会。
这个月，陈独秀还起草了《中国共

产党宣言》，作为吸收党员之标准。一封
封要求各地相继建立共产党组织的信

函，从老渔阳里秘密寄出。建党伟业拉
开了帷幕，武汉、长沙、济南、广州以及赴

日、旅欧留学生中相继成立了党组织。
1921年，随着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来

到上海，老渔阳里 2号成了筹办中共一
大的秘书处。一封封寄给一大代表们的

通知书，从这里发往全国各地。历史终
于翻开了它的新篇章。

树德里：开天辟地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是在贝勒路上的树德里 3号（后称望志

路 106 ?，现改兴业路 76 ?）召开的，
这是一幢具有典型上海风格的石库门

楼房。会议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诞

生，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

树德里这条石库门弄堂建于 1920

年，开会地点因为是李汉俊和胞兄李书

城的住宅，人称“李公馆”，楼下一间 18

平方米的客厅就是中共一大的召开地。

1964年，毛泽东在会见著名爱国民主
人士李书城时说：“你的公馆里诞生了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是我们党的‘产床’

啊！”
1921年 6月 3日，共产国际代表

马林和尼柯尔斯基抵达上海，为筹办中
共一大与李达、李汉俊进行商议。在征

询了陈独秀、李大钊的意见后，李达、李
汉俊分别给各地党组织写信，要求派出

代表前来参加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毛泽
东接到的信就是李达写的。因北洋政府

严禁革命活动，中共一大决定在上海法
租界秘密召开。

当年，树德里这片石库门刚刚建
成，马路对面还是一片菜地，是典型的

城乡结合部，与今天时尚高地的新天地

判若两个世界。这里人烟稀少、地段冷
偏，近邻华界，便于开展地下活动。再

说，李书城曾在北洋政府当过陆军部总
长，这能给“一大”以掩护作用。1917

年，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
时，李书城被推举为护国军司令，是国

民党元老。正巧，李书城当时不在上海

在湖南，李汉俊就决定把树德里的“李
公馆”，作为中共一大的秘密会址。

1921年 7月 23日，13位代表带着
神圣的使命汇聚于上海。他们从博文女

校出发，趁着夜色，经过 5分钟步行，相

继走进了树德里这座石库门建筑之中。
7月 30日晚，一大举行第六次会

议，法租界有一密探突然来到了“李公
馆”，随即匆匆离去。在门口望风的王会

悟觉得蹊跷，上楼立即报告。警惕性很
高的马林当即宣布休会，代表们匆匆撤

离。仅十多分钟，一批法国巡捕破门而
入，紧急搜查，却毫无发现，空手而归。

巡捕搜查后，李达和毛泽东等部分
代表秘密来到老渔阳里 2号，这里离树

德里不远，大家紧急商议如何应对。王
会悟建议，就去她的家乡嘉兴南湖，包

一艘画舫，在湖中开会，比较隐秘，这个

建议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同。虽然李汉
俊由于抄家风波没有去南湖，但中共一

大由此圆满完成了最后议程。事后，李
达对在船头望风的王会悟竖起了大拇

指：“你立了大功！”
中共一大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纲领

和决议，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三人
组成中央局。

辅德里：诞生党章
李达与王会悟是 1921年 4月在老

渔阳里结婚并居住于此。中共一大后不

久，李达夫妇俩便迁居辅德里 625 号
（今成都北路 7弄 30?）。在这幢石库

门建筑中，李达主编《共产党》月刊，创
建人民出版社、开办平民女校、主办党

的首份妇女刊物《妇女声》……在辅德

里筹备和召开中共二大，更在党的创建
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921年 9月，党的第一个秘密出版
机构———人民出版社在辅德里诞生，由

李达主持并兼编辑、校对和发行工作。

出版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入门》《列
宁传》等 15本革命书籍。

开办于 1922 年初的平民女校，是
党创办的第一所新型妇女学校。校务主

任先后由李达、蔡和森担任，陈独秀、高
语罕、邵力子、陈望道、沈雁冰等先后前

来辅德里授课。

李达、王会悟夫妇在辅德里的寓所
地处公共租界，虽靠近法租界，但相对

比较安全。
原来，中共一大召开后才两个多月

的 10月 14日，陈独秀在老渔阳里 2号
（当时作为中共的中央局所在地）被捕，

此事经媒体传播，闹得满城风雨、沸沸
扬扬。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孙中山、蔡

元培、胡适等，纷纷伸出援手参与到营
救他的浪潮之中。陈独秀虽然最终被法

国巡捕释放，但党的这一秘密地点由此
暴露。幸亏，当时李达夫妇已从老渔阳

里迁走，并把许多党的文件秘密移至辅
德里，使法国巡捕在老渔阳里一无所

获，让陈独秀躲过一劫。
鉴于在法租界中共一大和陈独秀

的接连遇险，中共二大移至公共租界的
辅德里召开，这是党在上海尚未暴露的

秘密地点，地名与树德里仅一字之差。
陈独秀出狱后，以中央局书记名义

在 1921年 11月发出了《中国共产党中
央局通告》，这是中共中央第一次向全

党部署各项具体工作计划的通告。通告
明确了党的二大定于 1922 年 7 月召

开。

“吃一堑，长一智”。中共二大除第
一次大会在辅德里召开外，每次会议都

变换地点，并分成小组分散讨论，以确
保安全保密。

1922年 7月 16日，中国共产党第
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12名来

自各地的共产党员，代表当时全国 195

名党员出席了会议。王会悟依然在门口

放哨，只是她怀里抱着刚出生不久的女
儿“小数点”。

党的二大第一次公开发表了《中国
共产党宣言》，第一次提出了彻底的反

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第一次提出
了统一战线———民主联合战线的思想，

第一次较完整地对工人运动、妇女运动
和青少年运动提出了要求，第一次决定

加入共产国际，第一次喊出了“中国共
产党万岁”口号……更重要的是，二大

制定了我党第一部党章，共六章二十九
条。它的诞生，是党史上又一个里程碑，

标志着党的创建工作最终完成。
渔阳里、树德里、辅德里，这些与建

党密切相关的石库门为何都是私宅？这
首先应该是革命者的无私奉献；同时也

是因为石库门中西合璧，五方杂处，人

来人往，易于隐蔽。石库门当年均独门
独户、围墙又高、私密性强；且前后有

门，上有老虎窗，弄堂又四通八达，便于
紧急逃离。这些特点很适合开展地下革

命活动。
党诞生在石库门里，这是上海的光

荣和骄傲。上海也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初
心之地和红色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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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档案
系列之三十五

■ 中共一大会址

■ 中共二大会址

■ 老渔阳里 2?

■ 李达

■ 李汉俊

■ 陈独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