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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忆

“党史研究大有可为”
当年，陈列保管组职

工人数不多，我属小字

辈。年过半百的组长陈绍

康于1955年从部队转业，

来到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

筹备处，一直在此工作；他

有着丰富的学术资源积

累，搞党史研究得心应

手。头一天上班，老陈介

绍了组室情况，我接茬：

“刚才听说，在1961年8月

13日，《解放日报》发表贺

绿汀的《游击队歌创作经

过》，您就不失时机打电

话，向贺老提出征集原曲

稿的要求，得到他的支持。”他爽朗地笑道：“以后要

靠年轻人。党史研究大有可为，例如有的革命前辈

曾提及建党时期李大钊等发起建立了一个红色出版

机构，设于上海，应考证一下。这件事请你留心。”我

闻言，既有压力也感到兴奋。

随即，我在完成本职工作之余，认真查考，很快

有收获：1921年6月24日，上海《民国日报》“觉悟”副

刊登载《“新时代丛书”编辑缘起》（6月28日，北京《晨

报》也登载此文），公布“编辑人”为李大钊、陈独秀、李

达、李汉俊、邵力子、沈雁冰、陈望道等15人；它的通信

处是“上海贝勒路树德里一百零八号转新时代丛书

社”，此即望志路108号（今兴业路78号）后门弄堂门

牌，昔日曾与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同为李

书城、李汉俊兄弟寓所，内部相通。在上海图书馆，

我又找到“新时代丛书”全套9种；该社虽在报上申明

“本丛书内容包括文艺、科学、哲学、社会问题及其他

日常生活所不可缺之知识”，但出版物中有《社会主

义与进化论》《马克思主义与达尔文主义》《马克思学

说概要》《妇人和社会主义》等，宣传马克思主义、社

会主义的书籍占近半数。可确定，新时代丛书社就

是革命前辈回忆中所指的那个“红色出版机构”。

在向老陈汇报时，他敏锐地提出：“1921年7月

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望志路106号‘李公馆’客厅

召开。而新时代丛书社恰在此前成立，‘通信处’也

设于‘李公馆’，这不是巧合吧？”我一怔，马上觉得其

中必有缘由：在筹备中共一大时，上海环龙路老渔阳

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成为联络处，中国共产

党发起组代理书记李达与李汉俊在此准备大会文

件，分别写信通知各地党组织派代表赴沪开会；同

时，又在“李公馆”建立新时代丛书社，这显然就是为

了掩护会场。

我继续查考发现：1922年6月印行的“新时代丛

书”第五种《遗传论》，“通信处”改成“上海宝山路商

务印书馆编译所沈雁冰转新时代丛书社”；6月6日，

李汉俊在上海《民国日报》“觉悟”副刊发表《研究马

克思学说的必要及我们现在入手的方法》，推介“新

时代丛书”第二种《社会主义与进化论》、第三种《马

克思主义与达尔文主义》，这表明他直至离沪赴鄂前

仍为丛书忙碌。李汉俊于1927年12月牺牲，未留下

回忆资料；包惠僧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

会的几个问题》中披露，1921

年7月30日晚，中共一大会址

遭上海法租界巡捕房搜查后，

他曾前往探视，李汉俊告

知：“我对他们说是北大几

个教授在这里商量编现代

丛书的问题。侥幸的是一

份党纲放在李书城写字台

抽屉内，竟没被发现。”从

中可见，新时代丛书社确

实曾使中共一大会址化险

为夷。如此一来，事实就清

楚了。

由老陈帮助联系，我写

的《当年一大会址为何遭搜

查而无恙》在《上海党史资

料通讯》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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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不懈就会取得成绩”
1982年底，我从复旦毕业被分配到中

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纪念

馆。报到时，正值寒冬腊月，徜徉于太阳照

耀下的树德里，却感到这条典型的石库门

弄堂充满暖意；瞻仰中共一大会议室，重温

建党光辉历程，更觉得眼前春光无限。

我成为陈列保管组一员，这是重要业

务组室，负责陈列研究、文物保管。通过与

老职工交谈得知，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征

集、收藏了不同时期的大量珍贵革命文物，

它的前身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筹备处成立

于1952年初，下设中共一大会址、中央工

作部旧址、中共一大代表宿舍旧址三馆；9

月，基本完成复原布置，开始内部开放。我

不由感叹：“这里也承担着上海革命历史纪

念馆的职能啊！”

时任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党支部书

记、主持工作的副馆长任武雄早年就读于

沪江大学、浙江大学，后参加革命工作，抗

战期间入党，于1957年担任上海革命历史

纪念馆筹备处副主任，经刻苦钻研成为学

者型领导，在党史研究方面有较高声望，同

事们都亲切地叫他“老任”。初次见面，这

位56岁的著名党史专家热忱鼓励我：“年

轻人要多努力，坚持不懈就会取得成绩！”

过了几个星期，老任交给我一项任务：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我党与国民党右派

在上海作过坚决斗争，但一些史实需厘

清。当年，上海《民国日报》报道中应有线

索。请查阅一下，并作摘录。”于是，我

用了一个半月，把相关年份的上海《民

国日报》全部翻查一遍，果然从这份国

民党机关报中找到不少有参考价值的

内容。老任阅毕我梳理的资料，给予

肯定：“辛苦了，搞研究常得甘坐冷板

凳。”没想到，《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右

派在上海的斗争（1924-1925）》长文

发表时，老任让我也署名，他对初出茅

庐者的真诚提携令人感动。

1983年夏，老任带我前往上海普

陀区，登门拜望博闻强记的翻译家郑

超麟。郑老早年曾在驻沪中共中央宣

传部工作，他多次接待老任，彼此熟

稔。当老任问起中共四大开会地点，

郑老因是会议记录员，他思忖片刻就

回答：“当年四大会址是一幢石库门房

屋，地点在上海市区通往吴淞的铁路

旁边，不属于租界，而且离四川北路不

远。会场设在二楼，布置成教室的样

子……”郑老的叙述极有价值，我按老

任的嘱咐记录得特别详细。

此后，本市相关部门派人访问郑

老，并专程陪同前往实地踏勘，最终勘

实上海东宝兴路254弄28支弄8号位

置为中共四大遗址（原建筑在1932年

“一 ·二八”事变中毁于日军炮火）。我

曾在《党史信息》报发表短文《“四大”

会址位置找到了》，详叙原委。

“初心照耀——中共一大纪念
馆建馆70周年纪念展”正在展出。
在“我们都是‘一大人’”展板看到了
自己的名字，瞬间，我情不自禁地回
想起30多年前在馆里工作的一些
往事。

随着事业发展，陈列保管组后分成两个组，即陈列组、保管

组，均由老陈担任组长；不久，根据开展业务需要，保管组由陆米

强担任组长。陆米强时年33岁，在1973年踏上文博工作岗位，大

家习惯叫他“小陆”；他通过近10年的努力，已成为党史研究的后

起之秀，向报刊提供过不少稿件。大概因年龄相差不算太大，我

俩挺投缘，他多次对我讲：“从革命旧址可发掘许多感人故事。”

有一天中午，小陆拍拍我的肩膀：“你已知中共二大会址所

在地点了，那里房屋还未征收。一起去看看吧。”寻抵上海成都

北路（今老成都北路）7弄30号，他指着石库门说道：“当年，这里

是李达寓所，中共二大第一次会议就在楼下客厅举行。”房屋虽

饱经风霜，但基本保持原貌。他见我陷入沉思，便说：“告诉你一

个信息，有材料称此处曾设最早的人民出版社。如想追踪，我们

合作。”我与他击掌约定：“说干就干，这件事要尽快做好！”

在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库房内，找到多本“广州人民出版

社”出版的宣传马列主义的书籍。小陆认为：“这可能实际是由

最早的人民出版社出版。”

经查，《新青年》月刊第九卷第五号（1921年9月1日出版）

登载的《人民出版社通告》，在该社书目中列出“马克思全书”15

种、“列宁全书”14种、“康民尼斯特（英文Communist音译）丛书”

11种、其他读物9种，并表示：“近年来新主义新学说盛行，研究

的人渐渐多了，本社同仁为供给此项要求起见，特刊行各种重要

书籍，以资同志诸君之研究”；1921年11月发布的《中国共产党中

央局通告》则要求：“中央局宣传部在明年7月以前，必须出书（关

于纯粹的共产主义者）二十种以上。”我国近代出版机构多称“书

局”“书社”“书店”“印书馆”等，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为了有系统地

编译马克思主义著作而筹建人民出版社，它在1921年9月1日已

正式亮相，从此“出版社”名称逐渐流行；李达作为中共中央局宣

传主任，负责人民出版社顺理成章。李达的《中国共产党的发起

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提及：“‘人民出版社’由

我主持，并兼编辑、校对和发行工作，社址实际在上海，因为是秘

密出版的，所以把社址填写为‘广州昌兴马路’。”这样，就真相大

白了：那时，广州是孙中山领导的根据地，人民出版社为了安全，

遂将书籍冠以“广州人民出版社”名义，使敌人无法查禁。

当年，陈独秀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谈到，仅数月的时

间，人民出版社就已出版书籍12种，各印3000册。据考，人民出

版社共计出版书籍20种左右。我与小陆都从不同角度写了研

究文章。

我在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工作3年半，其间曾策划和执编

第一本反映馆里职工研究成果的《上海地区建党活动研究资

料》；还参与编写《上海人民革命史画册》。随着时间推移，自己

终于完全明白当初老任以馆领导身份，两次亲自安排一个新职

工“干活”的用意：进行磨炼，给予启迪。

后来，我奉调长期致力于新闻

出版，但始终未与党史研究“脱

钩”。我曾作为上海市政协委员，

提交《关于切实保护、生动展示在

沪中共中央机关史迹的建议》《关

于筹建中共中央在上海历史纪念

馆的建议》等，受到重视。

如今的中共一大纪念馆，由中

共一大会址、宣誓大厅、新建展馆

等组成；此次参观过专题纪念展，

又一次进入“伟大的开端——中国

共产党创建历史陈列”厅时，内心

非常激动：我永远是“一大人”，将

一如既往地积极弘扬伟大建党精

神……

“从革命旧址可发掘许多感人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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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年，新时代丛书社推出的部分书籍（上海
商务印书馆发行） ■ 作者保存的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工作证

■ 1920 年夏，李书城、李汉俊
（后排左3、左2）与家人在沪合影

■“初心照耀——中共一大纪念馆建馆70周年纪
念展”展牌

■ 1951年冬，修缮后的中共一大
会址外景

■当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部
分书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