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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9 日，北大红楼“光辉伟业 红色序章”主题展上，人们在观看李大钊生前唯一的珍贵影像。

当日，北大红楼“光辉伟业 红色序章”主题展正式对外开放，主题展围绕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早期

建党人物，展现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北京革命活动的光辉历史。 实习生 李铁林/摄

6 月 28 日，北京国家体育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型文艺演出现场，盛典仪式后的第一个节目戏剧与舞蹈 《破晓》，再现了陈独秀、李大钊“陈李建党”的经典场景。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赵 迪/摄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张 国 陈 卓

后来的事情，尽人皆知：58 人里的 13
人，秘密开了一次会，那被认为是一个政党

的起点。

会议开得悄无声息，所有原始记录都

散失了，而且找不到任何新闻可以佐证。多

年之后，这些人连开会日期都说法不一。不

过，与会者陈公博的日记里记载了 1921 年

7 月 31 日他隔壁房间的一起枪杀案，上海

的报纸也报道了那位“衣服华丽之少妇”遇

害一事。日后，这些记录成了考证会期的宝

贵依据。

1

在 1921 年的中国，一个政党的诞生和

解散都不是什么新闻。当时全国有 300 多

个政治团体。10 年前，武昌的一次兵变演

变成全国性的辛亥革命，终结了 2000 多年

的帝制。“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中

国最后一个皇帝的退位诏书里说。

从 1912 年第一届内阁开始，取代清王

朝的中华民国在最初 16 年里十易国家元

首，颁布了 7 部宪法，总理的位置更迭 59 人

次，任期最长的不过 1 年，最短的则不足 1
天。在此期间，还经历了帝制的短暂复辟。

就 连 辛 亥 革 命 的 领 导 者 孙 中 山 也 认

为：“政治上、社会上种种黑暗腐败比前清

更甚，人民困苦日甚一日。”

武昌起义的军官蔡济民在一首诗里控

诉，“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

到 1919 年，北京的学生发起五四运动

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杜威正在中国

讲学。这些年轻人的举动“迷住”了他。他目

睹几百名女学生去求见大总统，要求释放

被捕者。

美国传教士、后来的燕京大学校长司

徒雷登当时印象最深刻的是，这个国家民

族主义的觉醒。“外国列强不断的骚扰，惊

醒了一直在沉睡的她。”他在自传里说。

20 世纪的头二十几年，八国联军占领

首 都 带 给 中 国 人 的 耻 辱 有 增 无 减 。1922
年，江西人方志敏去上海求职，在法租界公

园门口看到“华人与狗不准进园”的牌子。

在后来写的《可爱的中国》一文里，他形容

自己“全身突然一阵烧热”，感到前所未有

的耻辱。他日后成为最坚定的革命者之一。

司 徒 雷 登 记 得 ，1911 年 ，很 多 学 生 为

了支持辛亥革命，冒着被杀头的危险，剪掉

了前朝的辫子，教师们把剪下来的辫子帮

学 生 别 在 帽 子 上 ，以 确 保 他 们 的 安 全 。而

1919 年 ，政 府 释 放 五 四 运 动 被 捕 学 生 那

天，他正在一个毕业典礼上布道，很多学生

缺席了，去迎接被释放的人。

“我们正目击一个国家的诞生。”杜威

预言。

“新中国”这个词，在此之前就已诞生

了，创造它的是梁启超——清朝最后一次改

革的领袖人物。1898年的那次“戊戌变法”只

持续了 103天，4年后，梁启超发表了幻想小

说《新中国未来记》。在小说里，那个时代中

国最有智慧的大脑尽情畅想：到 1962 年，皇

帝退位了，炎黄子孙将中国建成了世人向往

的强国，“睡狮破浓梦，病国起沉疴”。

与梁启超幻想的有所不同，60 年后真

正 治 理 国 家 的 是 毛 泽 东 及 其 同 志 。不 过 ，

1921 年赴上海参加那次秘密会议前后，毛

泽东暂时还没有引起全国范围的注意。他

和一群志同道合者在湖南长沙发起了一个

叫新民学会的社团，思考国家的出路。在全

国，这样的社团还有很多。

辛亥年，毛泽东是个 18 岁的中学生，

在学校墙上张贴了他期待的执政人选：梁

启超做外交部长，首相则是梁启超的老师

康有为，孙中山当总统。他的希望应验了一

部分：几个月后，武昌的兵变发生，孙中山

出任了临时总统。

2

随后几年，包括毛泽东在内的这批年

轻人，不断刷新他们的认知。

1921 年前后的中国，正处于历史的一

段幽暗隧道之中。1920 年 12 月 16 日，西北

地区遭受了里氏 8.5 级海原大地震的破坏，

根据研究，20 多万人因此死亡。华北地区

1920 年到 1921 年的旱灾也载入了历史，北

洋政府内务部统计，旱灾波及 5 个省份，造

成至少 3000 万灾民，饿死了 50 多万人。河

南的麦子价格疯涨，另一种“价格”则刷新

底 线 ：有 的 卖 儿 鬻 女 者 ，甚 至 将 人 论 斤 出

售，十四五岁之女郎，标价三四元，“尚无人

过问”。

这年 10 月，山东济南的中学生邓恩铭

写了一篇有关灾民的短文，开篇提出一串

问题：“为什么有灾民？我们对于灾民应当

怎么样？怎么样赈灾法？光赈灾目前吗？还

是赈灾将来呢？”

他自问自答：“要知道，若是再不设法子

来对待他们这一般豺狼似的军阀、官僚、政

客、资本家，以后就没我们苦人过的日子了！”

大半年后，他成为上海那次会议中唯

一的中学生。

1920 年 12 月，俄共西伯利亚局负责人

威廉斯基写了一份题为《中国共产党成立

前夜》的报告。他翻译了一张从福建漳州获

得的传单，标题只有三个字：救命呀！

“一切的人听呵！社会革命不是皇帝换

过大总统的戏法，是我们救命的方法，世界

人人都要一齐动手的。来啊！来啊！早一天

动手，早一天救命。”

威廉斯基认为，“在长城以内，四万万强

大的中国人民的社会力量的深处，当前正经

历着社会力量分化和重新组合的过程。”

最保守与最新潮的想法正在中国发生

碰撞。

杜威在中国讲学时，顺便参与了大学

里能否“男女同校”的讨论。1919 年，长沙

一名叫赵五贞的女学生抗议包办婚姻，在

出嫁的花轿中用剃刀自杀。毛泽东就此在

当地报纸连续评论，批评婚姻制度的腐败

与社会制度的黑暗。他还指出，“与其自杀

而死，毋宁奋斗被杀而亡”。

而在思想领域，整个国家最有见地的

人正在成群出现。美国耶鲁大学的历史学

家史景迁认为，这般密集的智性勃发和怀

疑精神，为“中国两千年来所仅见”。许多受

过教育的中国人深信国家灭亡在即，开始

钻研各种制度理论。

其中，就包括马克思的学说。

德国人马克思第一次出现在中文文献

里是在 1899 年 2 月，戊戌变法后不久。英国

传教士在《万国公报》上介绍他，用了 100
多字。他被错写为英国人。

不过，要等到 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以

及 1919 年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的学说才

真正在中国发挥威力。

这其中，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起到了

主要作用，另一位影响深远的学者则是他

的朋友兼同事陈独秀。

1919 年 元 旦 ，李 大 钊 发 表 文 章 称 ，十

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带来

新生活、新文明、新世界”。他向国内持续介

绍 了 马 克 思 的 主 张 。陈 独 秀 主 编 的《新 青

年》杂志，出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

当时，中国思潮众多，无政府主义、新

村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不胜枚举。很多

人回忆，无政府主义一度非常流行。李大钊

介绍“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过后，一位

“无政府共产主义党”发起人发表了《我们

反对“布尔什维克”》。

1920 年 3 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发起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员朱务善记得，这

个研究会组织过一次辩论，有人嘲笑他们

搞什么马克思、“牛克思”舶来品的学说。

辩论持续了两天，李大钊担任评判。好

几所大学的师生参加，连教室门口都挤满

了人。

那个辩题，在此后 100 年里不断被检

验——“社会主义是否适宜于中国？”

一 个 对 此 持 反 对 态 度 的 北 大 学 生 认

为，李大钊的评价“是一针见血之论，使我

们再也没话可说了”。

根据朱务善的回忆，当时北大著名学

者胡适反对学生参与这些活动，提倡不问

政治。他们用李大钊当时的名言回答：“你

不问政治，政治要问你呢！”

在天津，南开大学学生周恩来等人发

起的觉悟社也受到了李大钊的影响。1920
年 8 月 16 日，觉悟社与北京的少年中国学

会、工读互助团、曙光社、人道社 5 个团体

在北京陶然亭召开联席会议，参加者包括

李 大 钊、周 恩 来、邓 中 夏 等 23 人 。他 们 约

定，要“组织一个打破一切界限的联合”。

周恩来此前原计划是在日本读大学。

到了那里后，从京都帝国大学教授河上肇

创办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问题研究》

杂 志 里 ，他 感 觉“ 模 糊 中 偶 然 见 到 一 点 光

明”。他回到中国，参加了学生运动，并因此

被捕。他后来去了欧洲。

在巴黎的中国年轻人中，周恩来逐渐

成为一位领袖。他亲历过不同政见者的激

烈辩论。一次辩论演变成了拳脚相加，两名

学生进了医院，一把椅子则被摔到了周恩

来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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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列宁领导的政党在一个落后的国

家里夺取了政权，而且这个政权在 1919年宣

布放弃沙皇俄国在中国取得的特权，这使一

些中国人发现可以“走俄国人的路”。

“俄国革命的胜利和它对华的友好表

示，便成了昏暗中闪耀的光芒。”1921 年那

次秘密会议的代表张国焘后来这样回忆。

他当时是北大学生。

北大 1923 年有过一次关于“世界第一

伟人”的调查，排在第一的是列宁，497 票

中得了 227 票。

毛泽东对此有个生动的说法：“十月革命

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根据毛泽东的回忆，他的思想曾是“自

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

想的大杂烩”。与李大钊、陈独秀有过密切

接触后，他认为，到 1920 年夏天，“在理论

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

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五四运动后的北洋政府步兵统领王怀

庆，则为共产主义的传播感到苦恼，他在一

份呈文里说，“其祸甚于洪水猛兽”。

1919 年 6 月后的半年多，陈独秀因思

想和行动过激，被捕一次、被通缉一次。尽

管他的名言是“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

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他还

是决定要离开北京。

1920 年 2 月，李大钊假扮成账房先生，

驾着一辆骡车，送走了“商人”陈独秀。

两个月后，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先

后在北京和上海拜访了二人，希望帮助中

国建立共产党组织。

在 1921 年那次会议的前一年，中国共

产党的名字就已定好了。1920 年夏天，陈独

秀约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 5 人在

上海渔阳里二号他的住处开会，研究成立

共产党组织，初步取名为“社会共产党”。

关于叫“社会党”还是“共产党”，陈独

秀给李大钊写过信，征求他的意见，决定就

叫共产党。

张国焘记得，他 1920 年 7 月月底住在

陈家，陈独秀对他说：“研究马克思主义现

在已经不是最主要的工作，现在需要立即

组织一个中国共产党。”

8 月，陈独秀、李汉俊、李达、俞秀松、

陈望道等在上海发起了组织，他们还于 11
月起草了一份《中国共产党宣言》。

作为最年轻的党员，俞秀松受委派筹

建了面向年轻人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对于

1920 年的事情，他后来这样描述：“1920 年

春，我们曾想成立中国共产党，但在第一次

会议上我们之间未达成一致意见。这第一

次努力未能成功，过了一段时间，在第二次

会议上，我们宣布了党的存在。”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认定，上

海先成立的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会，8 月成

立的属于共产党早期组织，实际上是中国

共产党的发起组织，“是各地共产主义者进

行建党活动的联络中心”。

当 时 ，陈 独 秀 身 边 ，一 位 热 心 的 发 起

人，是《星期评论》编辑戴季陶，他是国民党

员，刊发过很多介绍共产主义的文章。

但在组织成立时，戴季陶因不愿背离

孙中山，“大哭一场”，选择了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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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1921 年春天，北京、武汉、长沙、济

南、广州等地及旅日、旅法华人中都成立了

共产党早期组织。

外地组织陆续收到了上海的邀请信，

请他们派两位代表到上海参加会议。路费

由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提供，来程 100 元，返

程 50 元。

李大钊和陈独秀因其他事务缺席了会

议。李大钊当时手头的一件事是组织北大

教师讨薪。陈独秀在广州任职，他派了包惠

僧参会。

13人中最年轻的刘仁静回忆，接到通知

后，他和张国焘、罗章龙、邓中夏等人开会讨

论谁去。邓中夏和罗章龙都另有事情，其中

邓中夏的原因是答应了要去重庆讲学。因

此，北京的代表定为张国焘和刘仁静。

到会的还有上海的李达、李汉俊，长沙

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济

南的王瑞俊、邓恩铭，广州的陈公博，旅日的

周佛海。开会地点，就在李汉俊的寓所。

湖南党员谢觉哉并非代表，不过他的

日记里提到了这次会议：“午后六时叔衡往

上海，偕行者润之（毛泽东），赴全国○○○
○○之招”。

后来，谢觉哉解释，五个圆圈，省略的

是“共产主义者”。

对那次会议，与会者的回忆出现了不

同程度的偏差。有人认为开始时间是 7 月 1
日，陈潭秋认为是 7 月底。陈公博记得，开

会是“利用暑假”，他去上海顺便是携新婚

妻子度蜜月。

除了陈公博住在旅社，其他与会者住

进了附近的博文女校。包惠僧负责与校长

接洽交了房租。他记得，暑假里，学校没有

一个学生。他们以“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

的名义租了几间房，约好只住 20 天左右，

付了两个月租金。

从陈公博的日记考证出，7 月 30 日晚，

这些人正在开会，李家来了一位自称寻人

的 不 速 之 客 。此 人 走 后 ，马 林 建 议 停 止 开

会，所有人离开。

随后，一群法国巡捕搜查了李家，李汉

俊和陈公博在场应对了过去。当时，写字台

抽屉里还放着一份油印的党纲，幸而未被

搜出。

张国焘认为，马林提出中止会议，是这

位共产国际代表在整个大会上说过的唯一

一句话。但根据更加确凿的证据，大会开幕

那天，马林作了很长的报告，另一位俄国人

尼克尔斯基也作了简短的发言。

包惠僧很多年后仍记得，李达的女友

王会梧开会时总坐在门外。他们处于热恋

中，“火一般的热”。

王会梧参与了会务。那次搜查后，她建

议会议改到她的老家嘉兴南湖去开。

她负责雇了一艘船，让这些人在船里

完成最后的议程。南湖的胜景烟雨楼，当时

复建不久，他们在船上开会时，遇上大雨滂

沱，四周烟雨茫茫。

等到会议结束，湖面上暮霭沉沉，渔火

点点。

会后，山东代表王瑞俊作过一首诗，其

中两句是“贫富阶级见疆场，尽善尽美唯解

放”，他将名字改为“王尽美”。

周佛海记得，他们会后立即在上海成

立了联系工人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劳

动组合”是日本词，“书记部”则是俄国词，

当时“费了很多心思”才造出这个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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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了 让 自 己 的 主 张 被 更 多 人 看 到 ，

1922 年 农 历 正 月 初 一 ， 李 汉 俊 、 陈 望 道

等人制作了一张贺年片，印了 6 万多张，

在 上 海 街 头 大 量 散 发 ， 正 面 是 “ 恭 贺 新

年”四个字，背面则是一首自编的 《太平

歌》。“有工大家做，有饭大家吃，这才是

共产社会太平国。”

这一年，一个叫朱德的客人到上海拜

访了陈独秀。他 36 岁，曾是一支旧式军

队的旅长，希望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未

能如愿。

朱 德 对 人 回 忆 过 ，当 时 的 心 情 是“ 绝

望、混乱”，“我的一只脚还站在旧秩序中，

另 一 只 脚 却 不 能 在 新 秩 序 中 找 到 立 足 之

地。”

不过，没过多久，朱德就去往欧洲，推

开了周恩来的门，由此，他也推开了共产党

的一扇窗。

无论来自何处，在当时，这些人的前路

是烟雨茫茫。日本已对中国虎视眈眈，国内

军阀仍四分五裂。中国最后一位“万岁爷”还

是个孩子，住在昔日的皇宫里。在这复杂的

时局中，一个新生政党的力量还微不足道。

他们将与国民党展开合作，但在几年后

就会遇到国民党“杀尽中国共产党”的清洗

行动。损失最重时，党员人数仅半年出头从

近 6万减到 1万多。陈独秀失去了两个儿子。

即便是 13位与会者，也很快走到分岔路

口，有的保持终身友谊，有的则互为死敌。陈

公博在会后不久，就成了共产党的对头。

多年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去了延

安。他很想认识毛泽东，国民党通缉名单上

的第一号“赤匪”，悬赏 25 万大洋缉拿的那

个人，“那个价格这么高昂的东方人脑袋里

到底有些什么名堂呢？”

还有，“有什么不可动摇的力量，推动

他们豁出性命去拥护这种政见呢？”

他后来告诉外界，“蒋介石的国民党把

许多爱国的男女青年赶到了作为中国最后

希望的红旗下。”

斯诺翻译过作家鲁迅的讽刺小说《阿 Q
正传》，鲁迅告诉过他，阿Q正在治理国家。

1945年，陈潭秋被在陕西延安开会的中

共七大代表选为中央委员。那时，他的同志

都不知道，他已于一年多前在新疆遇害。

筹备七大时，毛泽东对人谈起过中国

共产党的起点，引用了《庄子》的“其作始也

简，其将毕也必巨”。他不止一次以这句古

语形容 1921 年那次会议。

到 1948 年，即将带领共产党取得全国

政权的毛泽东，从河北的西柏坡村给早已

转而从教的李达写了一封信：“吾兄乃本公

司发起人之一，现公司生意兴隆，盼兄速来

参与经营。”

1921 年去开会途中，毛泽东和他的好

友、新民学会成员萧子升同船。根据萧子升

的回忆，他们一起乘船从长沙出发，在船舱

里，就 一 直 在 辩 论 。萧 子 升 是 无 政 府 主 义

者，几 个 月 前 ，他 们 发 现 了 彼 此 思 想 的 分

歧，有时彻夜长谈至相对流泪，仍无法取得

共识。

萧子升记得，那次旅程最后一个夜里，

睡他下铺的毛泽东仍在劝他加入共产党。

毛泽东告诉他，如果全力以赴，“只要 30
年至 40年的时间，共产党就能够改变中国”。

次日一早，萧子升在武汉下了船，毛泽

东继续前往上海。两个人就此分道扬镳。

“多年之后我方才知道：那次毛泽东去

上海，是为了参加一次重要的会议，而这次

会议，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

大会。”

20 世纪 70 年代末，人们才考证出那次

会议，始于 1921 年 7 月 23 日。在 1941 年，中

国共产党就已将 7 月 1 日定为成立纪念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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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遇到的一个挑战，其实在

一大之前就出现了。

有学者研究发现，1920 年到 1922 年，

中国至少出现过 7 个自称是共产主义的组

织，有的就叫“中国共产党”，其他还有无政

府共产主义党、中国共产主义协会、中国青

年共产党、中华共产党等。

中共一大召开前的 10 年间，标榜社会

主义和共产主义、原发性的政治团体，至少

有 19 个，其中在上海创建的就有 9 个。

甚至早在 1912 年，上海一份报纸上就

出现了“中国共产党”招募党员的广告。没

有人知道那个党派的命运。

1921 年 6 月 22 日，中国共产党的两名

党员张太雷、俞秀松到莫斯科参加共产国

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他们发现，还有 4 个自

称来自中国的共产主义组织，其中有两位正

式代表，是姚作宾、江亢虎——日后他们分

别因叛国或汉奸罪获刑。

俞秀松和张太雷提出了书面抗议，指

出 这 二 人 在 国 内 的 所 作 所 为 。如 江 亢 虎 ，

“ 在 中 国 只 是 作 为 一 名 总 统 顾 问 为 人 所

知”。“他根本不是社会主义者，如果第三国

际允许北洋政府的总统顾问参加，就会失

去中国青年的信任，给我们重大打击。”

共产国际收回了那两张代表证。

一个月后，中共一大在上海开幕。

没有人找得到中共一大的纲领，尽管

与会者记得那份文件 。1960 年，美国哥伦

比 亚 大 学 中 国 史 教 授 韦 慕 庭 发 现 ，该 校

1924 年的一篇硕士论文，叫《共产主义运

动在中国》。论文的附录里，居然有中国共

产党的第一份纲领。这份纲领的中文版早

已不知去向。

他欣喜若狂，考证出论文的作者是陈

公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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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次会议之前，很多人刚刚读过马克

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

对这本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国内陆

续出现过部分章节的译文。1920 年 2 月，陈

望道应戴季陶等人的约稿，完成了第一个

中文全译本。

陈望道当时是一位从日本留学归国不

久的学者，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一

次学生风潮中被辞退。回到浙江义乌分水

塘村老家，他在柴房里花了一个多月完成

了翻译。他依据的是日语和英语两个版本，

日译本由戴季陶提供，英译本是陈独秀通

过李大钊从北大图书馆借到的。

1920 年 6 月 28 日 ，俞 秀 松 的 日 记 记

载，“九点到独秀家，将望道译的共产党宣

言交给他”。

陈 独 秀 和 李 汉 俊 分 别 对 译 文 作 了

校 对 。

《共 产 党 宣 言》首 个 中 文 全 译 本 的 出

版，也得到了共产国际的资助，第一次印刷

的封面印了马克思的半身像，书名错印为

《共党产宣言》。

开篇第一句话，陈望道生怕国内读者

对欧洲的“幽灵”感到陌生，译为：“有一个怪

物，在欧洲徘徊着，这怪物就是共产主义。”

他的译文不断再版，被四处邮寄，成为

革命者常见的启蒙读物。很多人不知道译

者是谁，因为经常使用了化名。

1949 年 7 月，周恩来开会见到陈望道，

当众说：“陈望道先生，我们都是你教育出

来的！”

陈望道日后成为一位修辞学家，担任

了复旦大学校长。

他的儿子、复旦大学教授陈振新对中

青 报·中 青 网 记 者 回 忆 ，父 亲 平 时 寡 言 少

语，从未向他说过早年参与建党的事。

20 世纪 60 年代末，陈望道有一次因病

住院，隔壁病房一位将军慕名过来探视，言

谈中十分崇敬。听到他们的对话，陈振新才

知道，原来父亲就是那个翻译了《共产党宣

言》的人。

与 1921年那次会议有关的事情，常常是

这样，需要借助不同的侧面信息加以印证。

日本名作家芥川龙之介这一年近距离

观察了中国。在上海的酒馆角落里，他看到

过“勿忘国耻”字样。他与朋友登门拜访了

31 岁的李汉俊。李汉俊在日本留过学，通

晓四国语言。

在 他 的 印 象 里 ，李 汉 俊 才 华 出 众 ，是

“少年中国”的代表人物。他形容李汉俊如

“细且强韧的钟表发条”。

李汉俊当时告诉芥川，改造中国，“唯

有社会革命之一途”。

根据芥川的记录，李汉俊对他说：“种

子在手，唯万里荒芜，或惧力不可逮。吾

人肉躯堪当此劳否？此不得不忧者也。”

言毕，李汉俊眉头蹙起。

芥川还观察到，李家的楼梯很陡，无

论是谁从二楼下来，首先被看到的一定是

他的鞋子。

没 过 多 久 ， 他 们 会 面 之 处 ， 不 同 式

样、经过长途跋涉的鞋子走上了二楼的一

个房间——那里召开了中共一大。

这座石库门小楼当时的主人是李汉俊

的兄长李书城——孙中山的同盟会发起人

之一，李书城之妻薛文淑是博文女校学生。

她的学校和住处，都与中国共产党的那个

起点有所关联。开会时，他们不在家。

1949 年 后 ，有 一 次 ，薛 文 淑 与 家 人 去

历史博物馆，见到了中共一大会址的一个

模型。她认出来了——“那不正是我们住过

的地方吗？”

起 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