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大红楼屹立于北京东城区五四大街
29号，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营垒、五四运
动的策源地和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发祥地之
一，更屹立于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中。

它方正、利落的线条，红砖红瓦铺
就的暖色调，容易让人在这灰秃秃的北
京冬季，尤其在西伯利亚南下的寒潮
中，想到些温暖甚至炽热的词语——那
是青春绘就的色彩，也是属于百年前青
年人的荣光。

北大红楼又被称为“北京大学第一
院”，当时是北京大学文科、校部、图书馆
所在地。据北京大学校史馆副研究员杨
琥说，它是当时这一带最高、最宏伟的建
筑。“北大的整顿，自文科起”，北大正处
于破旧立新的激荡之中，洪水般涌入的
新思潮、军阀更迭的动荡政局撞上充满
理想主义血气方刚的青年师生，注定了
北大红楼会是那个时代的焦点。

最引人注目的，当属这两处：一是红
楼二层的国文教员休息室，又被戏称为

“群言堂”，取“群居终日言不及义”语；另
一处则是一层东南角的图书馆主任室，
即李大钊的办公室，被称“饱无堂”，取

“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语。据罗家伦回忆，
每到下午 3 点以后，这两个房间都是满
的，“在这两个地方，无师生之别，也没有
客气及礼节等一套，大家到来大家就辩，
大家提出问题来大家互相问难⋯⋯总以
讨论尽兴为止”。

倘若身处1918年的北大红楼，你或
许能听到学生在谈论鲁迅的 《狂人日
记》，这是当时发表于《新青年》的中国
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小说，也是一
篇彻底的反封建“宣言”。而对 《新青
年》呼吁政治改革不太“感冒”的新潮
社成员或正热烈讨论《新潮》月刊的创
办，他们主张宣传文艺思想、人道主
义，并将该刊物的英文译名定为“The
Renaissance”（注：文艺复兴），足可见
这些年轻人的“雄心”与“壮志”。

走到一层的图书馆主任办公室，你
或能看到青年学生正在和 29 岁的李大
钊讨论十月革命的胜利，而在当时，谈
论马克思主义还是很“摩登”的事情。
这年 10 月初来乍到、在图书馆阅览室
工作的毛泽东，常和一名学生讨论无政
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前景。后来，毛泽
东回忆，“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
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
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自由之风气之下，这群年轻人心怀
大义，公然鄙夷抨击着蝇营狗苟、精致利
己⋯⋯所谓不破不立、不辩不明，时代新
声在这里汇集、碰撞、争执，国家、民族的
未来轮廓早已显迹于青年人的日常。

回望历史，北大红楼成为中国现代
史上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最早传播马
克思主义和民主科学进步思想的重要场
所，可以说偶然中有必然。

“无论当时的这些年轻人信仰什么
主义、哪种思潮，但都是寻找国家的出
路，底色是一样的，那就是爱国主义。”北
京鲁迅博物馆（新文化运动纪念馆）陈列
展览部主任陈翔说。

或许他们会为不同的主张争得面红
耳赤，但在“爱国”这件事上，他们站在了
一起。从北大红楼后面的操场集合出发，
拉开了五四运动的帷幕。

“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
断送！

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
低头！

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五四”当天流传的这则《北京全体

学界通告》虽仅百余字，期间的国仇家恨
以及拳拳爱国心，期间的铮铮铁骨和青
年血性，至今读来，仍觉心潮澎湃。

北大红楼，也因此一役举世闻名。
经过“五四运动”洗礼，越来越多中

国先进分子集合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
杨琥介绍，自 1920 年 10 月起，李大钊先
后在北大史学系、政治学系等系开设“唯
物史观”“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等课程，

开中国大学讲授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之
先河。学的人多了，此前在北大红楼秘密
成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也走到“明处”，
在 1921 年 11 月 17 日的《北京大学日刊》上
公开宣布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也是
中国最早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社团。
而北大红楼，也成为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
主义的主要阵地。

但据朱务善在《回忆北大马克斯（思）
学说研究会》一文中回忆，在这一时期，一
方面资产阶级右翼代表如胡适之流对宣
传马克思主义深表不满，另一方面“梁启
超、张东荪这一班人⋯⋯叫嚷什么中国产
业不发达，谈不到社会主义”。

于是，一场为期两天的大辩论就此在
红楼展开，辩论题目就是“社会主义是否
适宜中国”，由李大钊作为评判员。

参加辩论的人很多，都是北京各大学
及专门学校的师生，最后“连座位都没有
了，很多人还拥挤在教室外面听”。两方辩
论结束后，大家都想听一听李大钊的结
论，一时满场俱寂。

“李大钊说话声音不大，又很平静，表
现出一种高度自信心与坚定性，最能吸引
听众的注意，使人悦服。”朱务善文中回忆
道，有位反对社会主义的北大学生最后对
他说，“李先生以唯物史观的观点论社会
主义之必然到来，真是一针见血之论，使
我们再也没话可说。”此后不久，马克思学
说研究会成员竟增加到数十人之多，同时
其他各专校也成立了这样的研究会。

“这可以说是最初的‘理论自信’。”北
京鲁迅博物馆（新文化运动纪念馆）文物
资料保管部副主任刘静说，“正是因为李
大钊等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自信和坚定，才
能去说服别人，才能最终让北大红楼里的
马克思主义火种成为星星之火，终成燎原
之势。”

1920 年，南陈北李，首创共产主义组
织。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开天
辟地。建党百年来，中国实现了从站起来到
富起来的飞跃，正在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迈进。

北京鲁迅博物馆（新文化运动纪念
馆）办公室主任马海亭介绍，自 2019 年始，
大批青年涌入北大红楼，“不只是成倍增
长，应该说是几何级数增长”，不少青年党

（团）员在这里重温入党（团）誓词，有香港
学生在参观完红楼后说“我也要考北大”。

百年“红楼”正值青春，也必将激励更
多青年奋勇向前，写下历史新篇。

百年

﹃
红楼

﹄
正青春

□
孙庆玲

百年前一群年轻人在这里拉开了开天辟地的精彩序幕

方圆一公里的红色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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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上海的中共一大会址里的塑像 《起点》，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各地代表和国际代表。 刘建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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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达，31 岁；李汉俊，31 岁；张国焘，24
岁；刘仁静，19 岁；毛泽东，28 岁；何叔衡，

46 岁 ；董 必 武 ，35 岁 ；陈 潭 秋 ，25 岁 ；王 尽

美，23 岁；邓恩铭，20 岁；陈公博，29 岁；包

惠僧，27 岁；周佛海，24 岁。

1921 年 7 月，13 名平均年龄只有 28 岁

的年轻人在位于上海法租界望志路 106 号

（现改兴业路 76 号）召开了一场会议。这次

会议，后来经多方考证确认为中国共产党

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建立了 3 人组

成的党的中央局，选举陈独秀任书记、张国

焘为组织主任、李达为宣传主任，党的第一

个中央机关由此产生。

100 年后的 2021 年，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中国，已经从一个积贫积弱的半殖民地

半封建国家转变成为一个经济总量排名全

球第二、人口总量全球第一的东方大国。上

海这座被称为“东方时尚之都”的城市，经

统计确认的革命史迹有 657 处、革命类博

物馆纪念馆 31 座。

其中，最受公众关注的，是以中共一大

会址为中心的约一平方公里区域。这片区

域，包含了新天地南里、TX 淮海年轻力中

心、K11 等 当 代 年 轻 人 喜 爱 的“ 网 红 打 卡

地”，同时也是 100 年前年轻人培训、开会、

办刊的“聚集之地”，中共党史上著名且意

义 非 凡 的 一 大 会 址、二 大 会 址、新 老 渔 阳

里 、博 文 女 校 等 10 多 个 重 要 地 标 均 在 这

“红色之源一平方公里”之内。

百年前“年轻人的故事”擦亮了上海的

“红色”底色。

有志青年聚居的红色秘密摇篮

“他们是我们的同龄人。”2020 年 5 月，

新冠疫情下的东华大学五四运动 101 周年

纪念活动在时下年轻人最喜欢的网站上进

行云直播，数千名青年学子在线观看，并发

布弹幕与主播互动。主讲人、东华大学机械

工程学院学生董沁仪穿着一件红色卫衣、

搭配黑色小脚裤和小白鞋站在镜头前，带

着同学一起“云逛”新、老渔阳里。

“从 1919 年五四运动开始，到 1921 年

7 月中共一大召开，这段以创建政党、筹备

中共一大为主要内容的历史，基本全都在

渔阳里这条小弄堂里发生。”上海市中共党

史学会渔阳里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李瑊告

诉记者，当时众多有志青年关于成立新型

政党的思考和实践，都可以在新老渔阳里

找到答案。

值得注意的是，渔阳里距离中共一大

召开地、李汉俊兄弟住所直线距离仅数百

米，即便在如今需要穿越天桥绕行一段的

情况下，也只须步行 810 米共计 12 分钟左

右。这条路，成为当时有志青年们日常往返

的必经之路。

渔阳里，最早为人们所知是“团中央机

关旧址纪念馆”，现为“新渔阳里”。在上海

最繁华、最潮的淮海路上，这处小小的石库

门牌楼周围聚集了各种青年人的“网红打

卡点”——有颇具上世纪 80 年代风情的巨

型“大头娃娃”雪糕，有每天排着长队的鲍

师傅西饼店，还有一到中午就人满为患的

主题炸鸡店。每周，这里都会举行隆重的升

旗仪式，会有精心装扮成上世纪 20 年代青

年模样的大学生，来这里录制、直播或者现

场开讲“微团课”。

这条小弄堂，100 年前也是 19 世纪 90
后最爱的地方。

新 渔 阳 里 一 楼 ， 是 “ 外 国 语 学 社 ”。

这里被认定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所干部培

训 学 校 ； 新 渔 阳 里 二 楼 ， 是 学 员 们 的 住

所，几个小床拼在一间屋子里，他们以半

公开、半秘密的形式，传播马克思主义思

想、招募培训中国共产党的“铁粉”。

渔阳里弄堂的另一头，在小马路南昌

路上，现被称为“老渔阳里 2 号”。这里

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局第一任书记陈独秀的

旧居，从 1920 年开始，陈独秀在这里居

住了一年多的时间。这段时间，中国现代

史上具有重要价值的 《新青年》 编辑部随

陈 独 秀 从 北 京 迁 往 这 里 ； 陈 独 秀 、 施 存

统、俞秀松、李汉俊、陈公培 5 人在这里

开会，决定成立共产党，并初步定名为社

会共产党。

上海市社联副主席、中共上海党史学

会会长忻平说，新老渔阳里 2 号是名副其

实的“建党源头”“建团源头”与“红色

起点”，拉开了“开天辟地大事变”的精彩

序幕。

老渔阳里 2 号有着“红色秘密摇篮”

之称，从这里发出的红色信函，使各地相

继 建 立 起 共 产 党 早 期 组 织 ； 这 里 起 草 了

《中国共产党宣言》、创办了 《共产党》 月

刊，首先打出了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中共

一大召开后，这里还是中共中央机关办公

所在地。

一平方公里的红色聚集地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内，有个“红色一

平方公里”展示区，以该馆为中心，四周密

集地分布着与中国共产党早期建党相关的

10 多处早期重要红色史迹。

上海市政协委员、《新民晚报》首席记

者俞亮鑫曾连续多年、多次在政协会议上

提出建设“红色之源一平方公里”的提案，

这 些 提 案 最 终 变 成 了 现 实 。“ 这 一 平 方 公

里，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初的红色

聚集地。共产主义星星之火从这里燎原开

去。”俞亮鑫说。

除了中共一大会址、新老渔阳里，这一

平方公里内还包括博文女校、维经斯基住

址、《天问》周刊旧址等。

当年的年轻人们在这片区域里往来交

通、交流学习的场景一幕幕浮现在眼前。

19 世 纪 的 90 后 年 轻 人 、出 生 于 1893
年的毛泽东，在他 27 岁那年，也就是 1920
年的 5 月，从北京来到上海。他多次赴老渔

阳里 2 号与陈独秀会面，一起谈论马克思

主义和湖南改造等问题。3 个月后，他把从

上海学到的知识运用到湖南，在湖南长沙

发起创办文化书社，销售宣传马克思主义

的书刊；9 月，建立俄罗斯研究会，带着一

群年轻人一起研究俄国革命、学习《共产党

宣言》；11 月，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

主要成员有毛泽东、何叔衡等。

“实际上，共产党员早在中共一大召开

前已经培育了 50 多人，他们很多是在外国

语 学 习 社 里 培 养 出 来 的 。”俞 亮 鑫 告 诉 记

者，后来被认为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所干

部培训学校的“外国语学习社”，即团中央

旧址新渔阳里一楼，应是当时最热闹的年

轻人聚集地。

1920 年 8 月 22 日 ，在 陈 独 秀、杨 明 斋

的指导下，陈望道、李汉俊、俞秀松等 8 人

成立中国第一个青年团组织——上海社会

主义青年团。它的目标是，“在青年热情的

帮助下准备社会革命，实行社会改造和宣

传主义”。

青春政党如何“开天辟地”

中共中央组织部最新一期的《2019 年

中 国 共 产 党 党 内 统 计 公 报》显 示 ，截 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中 国 共 产 党 党 员 总 数

为 9191.4 万名，其中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党

员占比达到 50.7%，30 岁以下及 31 岁至 40
岁党员人数达到 3108.8 万名。入党，是当代

青年一项重要的人生选择。

回到 100 年前，虽然青年所处的年代不

同，但青年的选择却如此相似。1921 年中共

一大时，全国党员不过 50多人，13名一大代

表平均年龄仅 28岁；一年后，1922年中共二

大时，全国党员增加到了 195 人，二大代表

12 人平均年龄 29 岁（其中一人姓名年龄不

详）。中共一大在李汉俊及其兄李书城租住

的家里召开，中共二大则在距离李汉俊家

一公里左右的李达家里召开。其时，李达刚

刚从日本留学回国不过两年时间。

李 达 也 是 个 90 后 ， 他 出 生 于 1890
年 ， 1920 年 从 日 本 回 国 后 就 与 陈 独 秀 、

李汉俊等人组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

李达的妻子王会悟出生于 1898 年，是个

标准的 95 后。中共一大召开前，李达对

王会悟说：“我们要开会，几个外地代表

要 住 宿 ， 你 对 上 海 熟 悉 ， 请 帮 忙 找 一 下

吧。”23 岁的王会悟当时已是上海女界联

谊会理事、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妇女

声》 杂志社编辑，在上海认识不少人。她联

系了博文女校，为前来参会的一大代表安

排住宿——她租了女校楼上 3 间房，购买

了几张芦席，以备到会的代表打地铺使用。

后来也是她安排了嘉兴南湖的会程。

到中共二大时，王会悟直接在家里布

置会场——客厅里加几张凳子，两只柳条

箱放在窗口，上面铺一块布，当桌子用。“他

们持续不断地开会，下楼吃饭的时候，也在

饭桌上讨论会务。”王会悟后来回忆说。

青春的政党，不仅由一群年轻人开创，

它的创立过程也充满了“草创”的青春气息。

正如毛泽东后来引用《庄子》上的一句

话：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

从地理学层面看，建党精英的活
动总是在一定的空间之内进行的。上
海租界的石库门建筑为建党活动和秘
密工作提供了安全便利的条件，所
以，先进分子的建党活动主要在上海
法租界、公共租界进行，主要集中在
以筹备建党大业的陈独秀寓所——环
龙路老渔阳里 2号、培养党的干部的
外国语学社所在地和上海社会主义青
年团诞生地——霞飞路新渔阳里 6号
（今淮海中路 567 弄 6 号） 为中心的
“红色一公里”范围之内。

据上海市政协有关上海“红色一
公里”历史风貌区的提案披露，这里
星罗棋布地分布着数以百计建党时期
的红色文化遗迹。

——向东约 800米，不仅有召开
党的一大的树德里望志路 106号中共
一大会址，有聚集革命青年的三益里
17号 （今自忠路163弄 17号） 的《星
期评论》和《民国日报》社，也有一
大代表下榻的法租界白尔路 （后称蒲
柏路） 389 号 （今太仓路 127 号） 的
延庆里博文女校。

——向东南有印刷《共产党宣言》
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点燃共产党人信
仰之光的辣斐德路成裕里 12号（今复
兴中路221弄 12号）的又新印刷所。

——向北则有召开了中共二大的
辅德里625号的中共二大会址。

“红色一公里”形成了相对完整
的建党活动空间，堪称人杰地灵，流
传着许多感人的红色故事。

其实，当时新老渔阳里之间的道
路也是相通的。100年前，新老渔阳里
之间有一条南北贯通的弄堂连接着，
一南一北两个渔阳里在党的革命历史
上都不同凡响，留下了许多红色印迹。
因当年党的主要创建者陈独秀和他的
共产党人战友们时常穿梭其间，因而
这条通道也被称为“共产主义小道”。

把历史事件放在
一定地理空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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