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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广场响起了雄壮的国歌，一年级的桑浩铭光荣加入中
国少年先锋队。领誓人桑岭是桑浩铭的爸爸，广东省第一位驰援湖北战“疫”的医生，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2020年5月的这一刻，让桑岭深刻感受到了一代人的传承
使命感，珍惜生命中拥有的一切，明白今天的幸福来之不易。

他知道馆内陈列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宣言》中有一句话，“我们的使
命，是以国民革命来解放被压迫的中国民族⋯⋯”今天读出来，仍掷地有声。

1923 年 6 月 12 日至 20 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主要议
题是讨论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出席代表至少有 40 人，代表全国
420名党员，他们平均年龄29.8岁。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林 洁

有人不同意全体共产党员和产业工

人参加国民党；有人主张一切工作归国

民 党 ， 要 取 消 共 产 党 的 独 立 性 ；30 岁

的毛泽东则坚持“为了实现国共合作，

共产党员可以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

98 年 前 ， 中 共 三 大 的 代 表 们 在 会

上唇枪舌剑、思想交锋，就国共两党合作

问题展开了争论，短短 9 天会期，有 3 天

都在讨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

统一全党的认识

“我们决定劝说全体党员加入国民

党。从这时起，我们党的政治主张有了重

大的改变。”陈独秀代表第二届中央委员

会向大会作了工作报告，着重说明了中

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

依据和过程。

1923 年 ，毛 泽 东 第 一 次 来 广 州 ，就

是来参加中共三大。据“三大”代表、当时

被 选 为 中 央 候 补 执 委 的 徐 梅 坤 生 前 回

忆，“毛泽东坚持了党的独立自主原则，

又坚决主张实行国共合作，建立统一战

线⋯⋯毛泽东态度是严肃的，斗争最激

烈时，毛泽东还站起来发言。”

“中共三大就是一个充满争论的会

议。”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曾庆榴

表示，中共三大是党史上一次重要会议，

充分发扬民主，允许发表不同意见，允许

争论，允许对党的主要领导人有不同的

看法，甚至指名道姓地批评，当然也有自

我批评。

作为当时中共最高领导人，陈独秀开

展公开批评和自我批评，坦诚自己：“由于

对时局的看法不清楚，犯了很多错误。”

最终，大会以 21 票赞成、16 票反对

的结果，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

问题的议决案》，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

人身分加入国民党，同时明确规定，在共

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时，必须在政治上、思

想上、组织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这是党内合作唯一可走的路

在曾庆榴看来，中共三大面临的主

要问题，是实行国共合作。而国共两党合

作最大的意义和价值是理论创新、观念更

新和政策调整。会议决定以“党内合作”

的形式，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从

而将党的工作推向一个崭新的进程。

中共三大是唯一一次在广州召开的

全国党代表大会，是广州在百年党史上

的一个熠熠生辉的亮点。

“中共一大对国民党是排斥的，到中

共三大要团结国民党，搞国共合作。”曾

庆榴对这段历史娓娓道来，他说中共一

大准备搞社会主义革命，但到了中共三

大要搞国民革命，所以从社会主义革命

出发，需要理论创新、观念更新。

中共一大是个伟大的起点——中国

共产党诞生。曾庆榴坦言，中共一大当时

确定的方针政策跟中国的实际是有距离

的。中共二大破天荒提出了明确反帝反

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建立革命统一战

线，已经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紧迫

的课题。

曾庆榴说，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策略

一开始是要打倒资本家，没收资本家的

工厂、矿山，由劳动者重建国家，搞社会

主义革命。后来觉得这样不行，还没到那

个时候。因此，在政策上做了调整，更符

合革命发展的需要，当时整个方向就有

了转变。“我们党还是能够不断地从实践

中提升自己、改变自己，推进自我革命。”

发扬民主是很大的亮点

曾庆榴认为，党内对这个事情（国共

合作）的讨论还是很充分的，发扬民主是

一个很大的亮点。

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后，在各地积

极帮助创建和发展国民党组织，使国民

党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大发展，党员人数

迅猛增加，党员成分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工人、农民和青年学生占相当大的比重。

大革命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的先

进性，党组织力量迅猛发展。中共三大召

开时，全国党员仅 420 人；中共五大召开

时，全国党员已增长到 57967 人，仅广东

党员就接近 1 万人。除新疆、青海、贵州、

西藏、台湾外，全国都建立了党的组织或

有了党的活动。

“党的组织发展，得益于国共合作这

一形式。”曾庆榴说，国共合作之后，黄埔

军校有了很大的吸引力，否则共产党员

也进不了黄埔军校学习，他们也不可能

成为党的重要军事政治干部，周恩来也

当不了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1924 年 6 月，黄埔军校如期开学了，

它 号 召 全 国 各 地 有 志 青 年 报 考 黄 埔 军

校，于是便有了那么一句话——“到黄埔

去”。第一期学员就有 600 多人，来自全

国各地。

曾庆榴认为：“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

条件下办的军校，共产党与它有密切的

关系，这是国共合作的成果。”

中共三大:

19世纪的“90后”敲定了一件大事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林 洁

2019 年 5 月 29 日，广州，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广场上，一学校在举行“争做新时代好少年”入队仪式。 徐 迎/摄

21票赞成 16票反对
国共合作成为现实

为了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目

前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正围蔽扩建。中共三

大会址纪念馆馆长朱海仁带着中青报·中青

网记者参观了紧挨着的春园，这里是一幢建

在河涌边的小洋楼，曾经是中共中央机关所

在地，“陈独秀就在这里办公，李大钊、毛泽

东、蔡和森等都曾陆续入住春园。”

由于大会当时是秘密召开的，原会址建

筑在抗战期间被日军飞机炸毁，史籍和档案

均无记载，加上部分“三大”代表在革命战争

年代牺牲了，会址的具体位置一度成谜。

后来，研究人员请来了“三大”代表、曾任

国务院参事的徐梅坤到广州寻找会址。当徐

梅坤经过逵园，抬头见到“1922”字样，立马回

忆起当年开会期间，就是正对着这幢洋楼。

初步确定了会址位置，2006 年广州市

委市政府决定建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采

用考古勘察的方法，确认其旧址、原貌。朱

海 仁 说 ，本 着 原 址 保 护 的 原 则 ，中 共 三 大

会址纪念馆在旧址旁边落成。

中共三大历史陈列布展大纲里，摘录

了罗章龙《椿园载记》：三大前夕，马林找各

地代表特别是工人代表谈话，解释国共合

作的必要性⋯⋯

在春园，朱海仁回顾了这段历史。他认

为，从中共一大到中共三大的转变，是非常

重要的思想转变。对于合作问题，当时两党

内部争论都非常激烈。有老党员根本接受

不了这种转变，甚至在开会的时候“拍案而

起”“拂袖而去”。

中共三大 9 天的会议中，决定了国共

合作的方式，通过了 13 个文件决议，选举

出新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

21 票赞成、16 票反对。朱海仁说，以微

弱的优势通过决议案，“恰恰说明了我们党

在发展初期，就善于结合社会实际，及时调

整自己进行自我革新。所以，共产党从成立

开始就注定了很有战斗力！”

中共三大后，中国共产党积极推动国

民党改组，同时组织动员共产党员、革命青

年加入国民党。1924 年 1 月 20 日至 30 日，

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

出席开幕式的 165 名代表中，共产党

员有 20 多名。大会在事实上确立了联俄、

其实，早在 1922 年团一大之前，成立

不到一年的中国共产党初步转变了对孙中

山国民党的认识，逐渐改变了对其的排斥

态度，开始考虑与国民党合作的问题，并在

团一大首次表达了这种联合的意向。

1922 年 3 月，广东党、临时团组织负责

人谭平山给团临时中央负责人方国昌的信

中建议，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

代表大会（团一大）的召开地点改在广州。

1922年 5月 5日至 10日，团一大在广东东园

召开，宣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

这是中国青年运动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研究馆员吴敏娜

表示，团一大分析和探讨了民主革命和联

合国民党的问题，首次表达了与国民党党

外合作，建立联合战线的意向，改变了之前

对国民党排斥的态度。

在随后召开的中共三大上，正式通过

了张太雷和刘仁静负责起草的《青年运动

议决案》。广东省委党校教师魏法谱说，这

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以纲领文件的

形式确认青年运动是党的重要工作，并要

在组织上给予帮助和指导。

1923年6月17日，广东新学生社成立，阮

啸仙任社长。他在《广东新学生社纲领》中明确

提出：“对内打倒封建制度，对外打倒资本帝国

主义”。魏法谱认为，这实际上是贯彻中共三大

精神号召广大青年参加到国民革命中的主张。

不久，广东新学生社组织扩大到广东

各地，并扩大到香港、广西和福建等地，使

中国共产党扩大群众基础的工作向广度、

深度发展，从而提高了社会影响力，扩大了

党组织和团组织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

中共三大及广州大革命的历史对整个

中国革命，产生了深刻而久远的影响。如统

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在当时的广

州取得了成果，积累了经验。这三点，后来

被毛泽东总结为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

广东省青少年事业研究与发展中心教

授林楠认为，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的历史

是红色文化的有形载体、鲜活记录，是重要

的“四史”学习素材。青年们从中共三大的

历史中可以找寻初心、激励使命，更加理解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

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

从事团史、青运史教学工作的广东省团

校 90 后教师邵明众说，“三大”代表中，除陈

独秀和李大钊年龄稍长外，毛泽东、蔡和森、

陈潭秋、瞿秋白、项英等都是 19 世纪的“90
后”。当代青年作为新一代时代使命的“接力

者”，要把中共三大这浓厚的红色精神不断

辐射、延伸，让红色基因在青年中代代相传。

以微弱优势通过决议案

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标志着第一次国

共合作正式形成。

此后，以广州为中心，革命力量从四面

八方迅速汇集，开创了一个反对帝国主义

和封建军阀的革命新局面。中共三大会址

纪念馆副馆长黎淑莹介绍，从开办农民运

动讲习所到创办黄埔军校，工农运动得到

恢复和发展，国民革命思想由南向北，在全

国范围内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广泛传播着。

黎 淑 莹 告 诉 记 者 ，新 布 展 加 上 了“ 青

年”的部分，因为代表中有 18 名后来成为

烈士，他们将短暂的生命定格在最灿烂的

年华里。

“眼见国家将亡，不应徒作书生，默默

以终也。”1926 年 12 月，29 岁的金佛庄为分

化瓦解北洋军阀孙传芳部，主动提出潜入

沪、杭等地策划浙军等部起义，假扮商人乘

船从九江东下。

明知任务危险，他却毅然表示：“为了

革命的胜利，虽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不料

行踪被泄露，船到南京下关码头即被捕，随

即被杀害于南京。

1927 年 12 月，张太雷领导了举世震惊

的广州起义，建立广州苏维埃政府。起义中，

他遭到敌人伏击，身受重伤，牺牲时只有 29
岁。他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创始人之一

和青年运动卓越领导人。他曾说：“要和敌人

斗争到底，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扫一扫 看视频扫一扫 看视频

本版文章参考书目

1、《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06

2、《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历史陈列改陈布展大纲》，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2020.12

3、《中共“三大”资料》，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编，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

4、《中共三大轶事》，李蓉 叶成林著，人民出版社，2015.07

5、《国共合作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图文版）》，李颖编著，万卷出版公司

6、《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局迁穗》，曾庆榴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

“青年”成为大革命的主力

团一大首次表达了国共联合的意向

依次为:陈独秀、蔡和森、李大钊、谭平山、毛

泽东、王荷波、朱少年、项英、罗章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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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歌》在“三大”闭幕式上唱响
“满腔热血沸腾，拼死一战决矣⋯⋯谁也解放不得我们，只靠我们自己。这是我

们的最后决死争，同英德纳雄纳尔人类方重兴！”这是瞿秋白翻译的《国际歌》中文歌
词，“英德纳雄纳尔”的译法被后来者广泛采用。

1923 年 6 月 20 日，为期 9 天的中共三大胜利闭幕了。根据“三大”代表徐梅坤回
忆，“通过决议后，全体代表到黄花岗烈士墓举行悼念活动⋯⋯由瞿秋白领着大家唱
会议期间刚学会的《国际歌》。之后，宣布会议闭幕。”其他代表回忆，张太雷和瞿秋白
一起教大家唱。

瞿秋白翻译《国际歌》时，为了“使中国劳动人民和世界无产者得以同声相应，收万
口同声、情感交融的效果”，巧妙地采用音译的办法，转译international为“英德纳雄纳
尔”，使歌词铿锵有力，和曲子和谐地融为一体。此后，《国际歌》的各种中文译本都采用
了瞿秋白的这一译法，也就是现在通用译本中的“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之后，在风起云涌的大革命中，《国际歌》的历史回响经久不息。也是从中共三大
开始，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式上奏唱《国际歌》成为延续至今的传统。

资料提供：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 林 洁/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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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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