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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珍档 /

红色档案
系列之四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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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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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 年盛夏的黄
昏，马林很清楚窗外正
暗暗发生的一切，与这
幢楼一样真实地存?
着， 他住?这儿一天，

这种令人不安的存?
就会顽固地持续 24个
小时。 只要他站起身，

踱至木百叶窗前，透过
窗缝便能窥见楼下麦
根路对过的法国梧桐
树下，那隐隐绰绰的树
影间闪烁着的人影，偶
尔看不见人影的日子，

路边必定停着一辆黑
色轿车，那是英租界抑
或法租界巡捕房的人。

但他这会儿， 正安
然坐?摇椅里， 左手捋
着八字胡，右手擎着荷
兰大班烟斗， 也不抽，

任那青烟随思绪升腾而
起，缭绕?天花板上，而
后弥散开来。 他?等，等
天色暗下来，今晚他要出
门拜访一个人。

受命来华
这里位于大东旅社的西北角，麦根路 32G

号公寓。这个著名的门牌如今早已从地图上消

失，仅存在于人们的追忆中。它之所以负有盛
名，缘于它和这位身份特殊名叫马林的荷兰人

紧密联系在一起。他是共产国际特使，此番专
程前来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并密送革命经验。基于安全考虑，他化名安得

烈森下榻此处。然而眼前的事实向他证明，一
切掩护皆为徒劳。要知道对他的监视并非一天

两天，从三个月前的奥地利便已经开始了。
起初，他受命于共产国际，从莫斯科前往

上海，途经维也纳时被捕，好在有朋友和律师
的鼎力帮助，得以获释。但维也纳当局向他即

将前往的国家全都作了通报。因而沿途他一直
受到严密监视，其行踪与动向在上海英、法租

界当局那儿也是一清二楚。

就此事他本人直到中共“一大”后的次年 7

月 11日，才有机会向共产国际执行局递交了一

份详细报告。为何要递这份报告？正因“一大”会
址的暴露，莫说在当时，即便是今天，学界仍有

一部分人把根源归结于马林行踪的暴露。

心生一计
马林正式搬进麦根路 32G号

公寓那天是 7月 14日，整整 16

天了，他没有出过一次门，今天是

7月 30日，他必须与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

尼科尔斯基一道前往“一大”代表李汉俊家中
开会。他是几天前得到的通知，此后便开始筹

划这次出行。起先他一筹莫展，直到一位英文
流利的犹太女人来敲他的门，他终于想出了一

个并不能保证奏效却也许是唯一的办法。
“您好先生，冒昧打扰，我叫诺亚，住在您

的隔壁，假如不是特别麻烦您的话，能为我照

看一下孩子吗？我出门办点事，大约一个小时
就回来了。”这位自报家门的女人目光焦灼。马

林没有犹豫，“叫我安得烈森，没问题，您尽管
去，我没有出门的打算。”

诺亚看来是单身，马林私下揣测她是个寡
妇，因为显而易见，犹太女人是不太会离开丈

夫独居海外的，尤其还带着一个孩子。那是个
男孩，只有五岁不到，在马林的房间里跑来跑

去、爬上爬下一刻不停。有那么一瞬间，马林看
见他攀上了窗边的凳子，如自己往常那般紧张

地望出去，“汽车！”他用英语叫喊。这一喊，竟

让马林心生一计。次日，马林回访了诺亚母子，
称自己初来乍到无亲无友，十分落寞，可否择

日请她母子用晚餐？诺亚欢喜，当下无不可，日
子便定在 7月 30日晚间。

涉险赴会
天色已暗，马林整装，

出门前精心梳理了一番八

字胡。他右手抱着孩子，紧跟在诺亚身

后，走出楼下大门，左拐，孩子的身体完
全挡住了他的脸。他没和诺亚交流什么，

饭店是诺亚定的，假若方向相反，他便会
选择用左手抱孩子。走出一个街口，马林

回头张望，远远的，黑色轿车原地未动，
再过一个街口便又要转弯，马林仍下意

识回头，路上行人不多，他确信无人跟

来。其实他心中早有预案，即便有人跟
来，他也会先去饭店里坐下，伺机而动。

饭菜还算可口，诺亚一直在笑，尽
管初识，马林却辨得出，这个不算美丽

的女人，嘴角溢出的分明是一种满足的

笑容。他起身去了趟洗手间，回来时顺
便到服务台把账结了。“好了，诺亚，账

已结，我要提前离开去见一位老朋友，
你们再坐一坐，回家不过只有两个街

口，路上不要耽搁。”他摸了摸小家伙的
脸蛋，“再会，小不点。”诺亚的笑在脸上

迟滞了两秒，但总算不失礼节地回赠给

马林。“谢谢安得烈森先生，谢谢您的晚
餐，我们自己可以回去。”

马林在饭店门口上了一辆黄包车。
当他到达李汉俊家的时候，尼科尔斯基

和陈公博已经在那了。参会的人不多，

会议主要还是围绕“一大”的筹备工作，

一直开到深夜。散会后，李汉俊用牛皮
纸给马林扎了一包桂花糕让他带回去。

马林谢过，直接赶回麦根路 32G号。但
他没想到，他前脚刚走，巡捕房的人接

踵而至，在李汉俊的家中好一阵搜查，
反复盘问李汉俊和陈公博二人，刚刚离

开的那两个外国人是谁，其中有没有一

个叫安得烈森的荷兰人？二人坚称来的
都是故交，不认识什么荷兰人。盘问无

果，巡捕房的人草草收了队。
当晚回到家中，屋里的灯是他临走

前留的，进门后便立即关了。他走到窗
前，屏息静立，观察楼下动静。楼下的车

里原有两人，显然是被今晚的状况搞晕
了头，下车来，站在路边窃窃私语。几分

钟后，有个捕房当差的一路小跑过来，
与两人低语了一阵，朝楼上指指戳戳。

从未像今夜这般睡得踏实，第二天
一早，马林提着李汉俊昨晚送他的桂花

糕来敲诺亚的门，“送给你，给儿子吃。”
诺亚瞪大眼睛问：“为了什么？”这一问倒

是把马林问住了，他显然不能说谢谢，诺
亚当然也不会明白他的谢意从何而来。

他迟疑了一会，道：“为了昨晚的失礼，我
至少该把你们母子平安送到家。”

楼下一如往常，同一辆车，不同的
人。似有一张无形的网，将麦根路 32G

号公寓死死地网在中央。

不解之缘
除却母语，马林懂英、

德、俄三国语言。尽管他

在生活中不乏绅士风度，可后人对他的

描述却是发表言论口若悬河、滔滔不绝。
甚至有人拿他与维经斯基相比，说他盛

气凌人、指手划脚、固执己见，远不如
维经斯基那样谦逊，更不如他得人心。

自这个荷兰人冒着巨大风险乘坐阿
切拉轮抵达上海的那一天开始，便注定

要与中国、与上海、与中国共产党、与

中国的革命事业结下这段历史，而他所
能留下的唯一纪念便是这处暂居旧

址———麦根路 32G号公寓。倘若寓所会
说话，它也许会为那短暂的庇佑而感到

自豪，也许还会为今人细数，独坐其中
的马林，伴随着与常人无异的焦虑、兴

奋、苦恼、愤怒、恐惧、哀伤、欢喜、
渴望，在黎明前的黑暗中，在那些充满

希望的非常日子里都是怎样度过的。

悠悠岁月，沧海桑田，如今麦根路
32G号公寓早已从地图上消失。在中国

期间，马林主持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
国代表大会及其后的一些会议。中共一

大结束后，陈独秀从广州回沪主持中央
工作，马林作为共产国际代表也经常给

予协助。陈独秀最初出于自尊的缘故，

没有听取马林力主的建议，拒绝共产国
际对中共的经济援助。不久后陈独秀被

捕，马林动用共产国际拨给的几千元活
动经费打通关系把他救出，陈独秀意识

到中共的财政窘境，同意加入共产国际
并接受援助。

1922年 7月 11日，马林向共产国际
执行委员会提交了一个报告，介绍中国共

产党的成立和他访问过的国民党人士孙
中山等情况。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做出指

示，让中国共产党立即把中央委员会驻地
移到广州，与马林密切配合，开展国共两

党合作的有关工作。这个指示，被仔细地
打印在一块白色的绸缎上，缝进了马林的

衬衣。
1922年 7月 24日，马林第二次抵达

上海，协助组织中国工人运动。开滦煤矿
同盟罢工时，他在中共党员陪同下深入矿

区井下，开展动员工作。1923年 6月，马
林在广州参加了中共“三大”，会上确定了

用加入国民党的形式开展国共合作。1924
年，马林被召回，由维经斯基接替。

“麦根路 32G号”的知名，缘于当年专程前来参加中共一大的共产国际特使马林曾
经下榻此处。 但后人对“麦根路 32G号”旧址的考证却众说纷纭。

有些书籍将“麦根路 32G号”对应为今天上海的石门二路。 石川祯浩所著《中国共
产党成立史》将“麦根路 32G号”对应为淮安路。?《1918年上海公共租界西区及闸北分
区图》中明确标有专修德文学?的位置，而? 1917年的《申报》中则出现过“德文学?的
地址是麦根路三十二号”的相关记载，后人将新旧地图加以比对，推测出马林当年?麦
根路的住处应位于今天上海康定东路归仁里一带。

但?距今最近的一次考证中， 当年马林的下榻地大东旅?应位于今天的上海永安百
货西北角，即永安百货的前区位置。 大东旅?原有五个楼面，60多个房间，1920年扩充至
140多个房间。当时上海的大旅?只有“三东一品”四家：大东旅?、东亚旅?、远东旅?、一
品香旅?。 大东旅?因大房间的数量较多，故而吸引了很多华侨，以及北京来的官员。

据进一步详考，马林当年下榻的房间应位于大东旅
?的三楼或四楼。

麦根路 32G号究竟在哪？

32G

相关链接

壹

贰

叁

肆

荨 大东旅?今
貌，已变身为永
安百货

大东旅?，近麦
根路 32G 号公
寓一侧街景

■ 马林， 原名亨德利库斯·约
瑟夫斯·弗朗西乌斯·玛丽·斯
内夫利特

▲ 大东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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