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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的

　　青年团当年发展团员的速度比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还要快。

记者｜周　洁

1925年 1 月 26 日，中国社会主

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

会在上海召开。大会决定将中国社会主义青

年团改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提出青年

团的无产阶级化、群众化、青年化的问题。

张太雷任团中央总书记，同年 5 月后由任弼

时继任。

这次大会为动员广大团员积极投身第一

次大革命斗争做了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上海里弄走出首个青年团

20 世纪初，青年承担起了“救国使命”

的特殊使命。新文化运动的宣言书《敬告青

年》中，陈独秀明确宣示：“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

之在人身。”

在党的历史上，上海老渔阳里2号，因为孕育了党的诞生，

地位重要、影响深远。陈独秀住进这里后，因其在思想、文化

等多个领域的巨大影响力，吸引了许多朝气蓬勃、富有理想、

满怀报国之志的年轻人。相隔仅有数十米的新渔阳里 6 号，也

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及初期活动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新渔阳里6号，原为戴季陶寓所，后来为中俄通讯社社址。

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后，为了更好地在青年中进行社会改造

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团结和教育聚集于上海的大批优秀青年，

同时也为了从中培养和挑选预备党员，陈独秀指派俞秀松等人

组建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0年 8月 22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在这里正式成立，

俞秀松担任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这也是全国第一个

青年团组织。

1920年 9月，新渔阳里6号挂出了“外国语学社”的招牌，

对外称：“本学社拟分设英法德俄日本语各班，现已成立英俄

日本语三班……”其实，这是党开办的第一所培养革命干部的

学校，用学外国语掩护革命活动，学生都由各地共产党早期组

织推荐，包括刘少奇、萧劲光、任弼时等。

在这所特殊学校里，新文化运动者和早期共产主义者的代

表陈望道亲自讲授《共产党宣言》，结合时局，回答那个时代

实践中提出的重大问题。现在去新渔阳里 6 号，我们仍能感受

当时的场景：一楼厢房排着长凳和课桌，挂着黑板，十来平方

米的教室内，最多时要挤进 50 余人。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党建带动团建，才有了上海社会主

义青年团。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建立后，向各地分发团章和信件，

要求建立团的组织，并经常与各地互通情况，交流经验，实际上

起到了发动和组织成立中国青年团的作用。那时，上海团作为团

的临时中央机关，代理行使团中央权力。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常务

副校长徐建刚介绍，青年团当年发展团员的速度比中国共产党发

展党员还要快，后者至“一大”召开一年内发展了50多名党员，

青年团，登上历史舞台

新渔阳里6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