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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纪事

天行健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
在北京爆发。为唤起更多民
众的爱国良知，陈独秀和李
大钊共同起草了一份《北京
市民宣言》，由胡适翻译成英
文，印刷成中英文传单。6月
11日，陈独秀在香厂新世界
游艺场散发传单时被捕。

陈独秀入狱，《每周评
论》暂时没受影响。这是一份
《新青年》编辑同人创办的
“专谈政治”的小报。于是，胡
适成该报的主要编辑。胡适
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
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引发了“问题与主义”之争。

胡适和李大钊辩论时，
陈独秀仍在狱中。1919年 9
月，被关押了三个多月的陈
独秀出狱了。他写了一篇题
为《主义与努力》的短文，表
明立场，一方面肯定了胡适
的“一点一滴改造”，另一方
面把主义比作行船的方向，
“改造社会和行船一样，定方
向与努力二者缺一不可”。

1919年年末，章士钊、汪
精卫邀请陈独秀与蔡元培、
吴稚晖南下，一起筹办西南大
学。可是陈独秀虽然已经出
狱，人却还在警察的监管之
下，不允许他随便出京走动。

陈独秀是如何安全离京
的，胡适和高一涵都有生动

记述，两人不约而同地提到，
李大钊雇了一辆骡车，化装
成生意人，把陈独秀护送到
天津。陈独秀上船前往上海。

而高一涵在 1927年所做
《李守常（李大钊）同志事略》
中，还提到一个细节，说陈、李
二人“在途中则计划组织中国
共产党事”。这就是后来人们
耳熟能详的骡车之中“南陈北
李，相约建党”的最早出处。

不过，“南陈北李，相约
建党”是不是在骡车之中？高
一涵的说法真实性存疑。据
考证，他在 1919年年底去了
日本访学，1920 年 6 月才回
国。也就是说，李大钊护送陈
独秀离京时，高一涵并不在
国内，也就不可能见证“南陈

北李，相约建党”。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这

一佳话确是史实，只不过他们
相约时，已经是 1920年 9月
的事了。而且，从陈独秀的信
件和发表的文章看，他最终确
定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应该是
在 1920年四五月间。
《新青年》的编辑事务随

陈独秀迁移到上海。当时，陈
独秀在上海一边忙着筹备共
产党组织，一边负责《新青
年》稿件的撰写、征集和编
辑，诸事缠身，十分焦虑。负
责发行的群益书社又因为杂
志定价，跟他“一天之内起了
两次冲突”。
《新青年》的影响力不是

一蹴而就的，甚至在 1917年

8月，负责发行的群益书社以
印数太少、销路不畅为由，一
度停止出版《新青年》。

双方争执不下，陈独秀
一气之下，收回《新青年》杂
志自办发行，成立了“新青年
社”。群益书社一纸诉状，把
陈独秀告上法庭，双方闹得
很不愉快。

恰在此时，共产国际远
东局派代表维经斯基到北京
与李大钊会晤后，经李大钊
介绍，维经斯基南下到上海
与陈独秀诸人会面。维经斯
基愿意为《新青年》提供资
助，这对处在困境中的陈独
秀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

1920年 9月，停刊 4个
月的《新青年》复刊。《新青
年》实际上已成为中共上海
发起组的机关刊物。陈独秀
公开发表《谈政治》，宣传马
克思主义，《新青年》成为中
共理论刊物，直至 1926年 7
月停刊。自《新青年》起，在中
国共产党成立前后，陆续又
有一大批报刊、通讯社选择
“落地”上海。它们有一个共
通的特点———都是在共产党
上海发起组或共产主义小组
的领导下创办的。

□张小英陈逸君张丁
综编自《北京日报》

《解放日报》《人民日报》

“飞夺泸定桥”，
游客与先烈前辈“并肩作战”

随着暑期临近，红色旅游不断
升温，红色旅游景区的游客逐渐多
起来。走进位于四川泸定县的飞夺
泸定桥·渡河纪全感互动空间，游
客戴上 VR眼镜，拿起道具枪，脚
下是翻腾奔涌的大渡河水，身边是
正在行军的红军战友，1935年“飞
夺泸定桥”战争场景就这样呈现在
眼前。“场景太逼真了！与先烈并肩
作战、手持枪械与敌人搏斗、炸弹
在身边炸开，还有震动、风、水等特
效，就像身临其境一样！”游客陈希
在体验项目后惊叹地说。

红军日行 240里的壮举，在 VR
视角里变成不断加速的森林草甸，
脚下的路变得可知可感。游客成为
战士，和先烈前辈“并肩作战”，踩在
虚拟泸定桥的钢索上，沉浸地参与
这段红色历史，其中的震撼和教育
意义自然会在体验后，留下属于每
个人自己的答案。
□鲁元珍周宝阮长安吴忧李婷宁蕖

《光明日报》、四川在线
6月 23日、29日

92岁游本昌宣誓入党

七一前夕，在鲜红的党旗下，92
岁的中国国家话剧院一级演员游本
昌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宣誓完毕，
他用微微颤抖的手，珍重地抚摸着胸
前闪亮的党员徽章，他说，“现在，我
是党的一名‘老学生’了”。

幼年时期的游本昌，曾亲身经历
过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和国民党政
府统治的腐败，而上海解放那天，他
目睹了上海翻天覆地的变化，信仰的
种子也在心中扎下了根。

2024年 5月 30日，91岁的游本
昌向党组织正式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整整 21页，全部钢笔手书。

其实，游本昌今年年初刚经历
了生死大关。“父亲一度健康状况
告急，医院发了病危通知书。”女儿
游思涵说，抢救几天后，父亲醒来
对家人说，最危重之际，他虽无法
言行，但神志清晰，“我觉得自己还
有事没完成。”

□孙佳音
上观新闻 7月 1日

中国共产党
党员总数超 1亿名

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
显示，截至 2024年年底，中国共产党
党员总数为 10027.1万名，比上年净
增 108.6万名。党的基层组织 525.0
万个，比上年净增 7.4万个。

新华社 6月 30日

研学游

李汉俊：从“官费生”到马克思主义启蒙者

“（2021年）7月 1日
那天，妈妈让我把平板电
脑带到医院，在病房里看
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大会的直播。”
黄健（李汉俊外孙）说，母
亲看完纪念大会后很激
动，说自己替父亲看到了
今天的盛世，这是她一生
最大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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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
领》中，之所以有“在党处于
秘密状态时，党的重要主张和
党员身份应保守秘密”的规
定，就是为了在险恶的环境中
保护党组织和党员。由于是秘
密建党，所以不可能留下开会
日期记录的确凿资料。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
代表大会于 1921 年 7 月 23
日在上海召开，这个具体日
期是 20世纪 70年代末经过
党史工作者仔细考证各种历
史资料后才确定下来的。在
国内现存史料里，记叙中共
一大情况最早的历史文献是
中共一大湖北代表陈潭秋的
《中共第一次大会的回忆》一
文。这篇文章写于 1936年上
半年，发表于《共产国际》第

七卷第四、五期合刊上。陈潭秋在文
中回忆中共一大是 1921年 7月底开
幕的，但具体哪天还是不详。

据《日出东方———中国共产党第
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书披露，1938
年年初，为纪念中国共产党 17周年
诞辰，全国许多抗日根据地特别是延
安的同志，向毛泽东和董必武询问中
共一大在上海召开的时间。可是，他
俩都说不清。于是，毛泽东和董必武
商量后，说：“这样吧，就用 7月的第
一天作为纪念日。”这个结果在该年 5
月毛泽东发表的《论持久战》一文中
得到体现：“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国共
产党建立的十七周年纪念日。”这是
首次把建党日确定为 7 月 1 日的历
史文献。

中共中央首次正式举行建党庆祝
活动是在 194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 20
周年的时候。这年 6月，中共中央发出
了《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周年、抗
战四周年纪念指示》，用文件形式把 7
月 1日作为建党日正式确定下来。

□齐卫平
《党史纵览》

银李汉俊与陈静珠结婚照。

“飞夺泸定桥”VR场景概念图。

图片来源：泸定旅游微信公众号

银《新青年》编辑部旧址（北京陈独秀旧居）。

流金岁月

姻延伸阅读

“中国的布尔什维克”
1890年 4月，李汉俊出生

于湖北省潜江县坨埠垸（现潜
江市）一个教书先生之家。他 6
岁进私塾念书，有着过目成诵
的聪慧，并长于辞令辩才。李汉
俊年幼时曾听父亲讲中国历史
上农民起义的故事，从中学到
了许多爱国历史知识。

1902年，年仅 12岁的李汉
俊在其兄李书城及李书城挚友
吴禄贞的资助下，东渡日本求
学。他初“进法国教会学校晓星
中学校，升入日本高等学校后，
改为清政府的官费学生，以后
考入东京帝国大学工科”。留日
期间，他深受日本马克思主义
研究的先驱者河上肇的影响，
毅然放弃了较为喜欢的数学，
转而研究马克思主义。

1918年年底，李汉俊带着
大量有关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
月革命的书籍、报刊回国。 李
汉俊夜以继日地读书写作，翻
译《马格斯资本论入门》、校对
陈望道翻译的第一本中文全译
本《共产党宣言》等，他以“人
杰”“汗”“先进”等笔名在《新青
年》、上海《星期评论》、上海《民
国日报》副刊《觉悟》和《妇女评
论》、《劳动界》等报刊上发表马
克思译作和多篇马克思主义的
宣传文章。1919年 10月，英国
在华情报机关收到报告称，李
人杰（李汉俊笔名）是两名居住
于上海法租界的“中国的布尔
什维克”之一。

李汉俊在上海结识了詹大
悲，经詹大悲介绍，又认识了董
必武。李汉俊向董必武、陈潭秋
等介绍了俄国十月革命的情
况，并推荐一批马克思主义书
籍。几位湖北人在黄浦江畔彻
夜长谈：中国革命要胜利，非遵

从马克思主义不可。1971年 8
月 4日，85岁高龄的董必武回
忆中共一大和共产党湖北早期
组织的情况时，多次谈到李汉
俊，其中谈道：“五四运动时，各
种思潮都表现出来……当时社
会上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
日本的合作主义运动等，各种
主义在头脑里打仗。李汉俊来
了，把头绪理出来了，说要搞俄

国的马克思主义，介绍《马克思
主义入门》，看政治经济学入
门，到底是资本主义，还是帝国
主义，我们也弄不懂，这就是我
们的老师，我们的‘本钱’。”

与密探和巡捕从容周旋
1921年 7月 30日晚，中共

一大第六次会议在李汉俊的哥
哥李书城的寓所中秘密举行。
会议刚一开始，一个陌生的中
年男子突然闯入，又匆忙退出。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判断此人是
密探，建议立即休会，大家迅速
分散离开，只留下李汉俊和陈
公博两人。

代表们撤出会场仅十多分
钟，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的警车
便呼啸而至，车上冲出 10多个
人包围了李汉俊的住宅，3 名
法国警官带着 4个中国密探进
入了室内。他们不由分说，翻箱
倒柜地搜查，随后又跟进来几
个翻译。他们在李公馆仔细搜
查了足足一个小时。

其实在之前搜查的时候，
巡捕们搜出一份党纲的草案，
但因字迹模糊，涂改得很乱，他
们以为是一份无关紧要的碎
纸，没有重视。这次搜查过后，
法国总巡傲慢地用法语盘问
道：“谁是这屋子的主人？”
“我。”李汉俊从容地用法语回
答。“你们知不知道开会要事先
上报？你们在开什么会！”“我们
只是几个北大教授在谈论编辑
《新时代丛书》的问题，并没有
开会。”总巡恶狠狠地瞪着眼，
问道：“为什么这里有那么多关
于社会主义的书籍？还有，刚刚
那两个外国人是谁？”李汉俊不
慌不忙地回答道：“我身兼商务
印书馆编辑，也是一名教员，所
以，什么书都要多看看，也作为

参考、研究用途。至于那两个外
国人，他们只是北京大学的教
授，跟随北大师生暑期旅行团
来上海探讨学术问题的，在这
里聊聊天。”

李汉俊的长女李声馥在
《我的父亲李汉俊》一文中转述
继母陈静珠的回忆：“当法租界
巡捕搜查时，父亲发现会上起
草的党的文件正压在桌上玻璃
板下，他一面用法语与巡捕们
交谈，分散他们的注意力，一面
机智地用身体挡住桌子。这样
文件才没有被发现，避免了一
场严重事故的发生。”

几代人传承红色家风
1927年，蒋介石实行白色

恐怖，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国民
党左派和革命群众。12月 17日
下午，李汉俊被捕，当晚 9时被
杀害，时年仅 37 岁，是中共一
大代表中英勇牺牲的第一人。

1952年，毛泽东主席为李
汉俊烈士亲笔签发了 0011 号
《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
纪念证》，上面写着“李汉俊同
志在革命斗争中光荣牺牲，丰
功伟绩永垂不朽”。
“我妈妈（李声 奇）一辈子不

过生日，我们要给她过，她总是
不肯，因为她的生日和外公李
汉俊的忌日太近了，只相差二
十天。”武汉大学动力与机械学
院退休教授黄健说，母亲虽然
没有见过自己的父亲，但父亲
依然影响着她的一生，特别是
她的信仰。
“外公李汉俊牺牲后，他的

大儿子，也就是我的舅舅李声
簧投身党的地下工作，当时他
才 13岁。”黄健说，舅舅李声簧
1927 年入团，1929 年入党，一
直坚持革命斗争，离休前任中

国科技出版社副总编辑。姨妈
李声馥一生从事医护事业，同
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退休前
是武东医院护士长。

李汉俊曾在武汉大学任教
接近 6年，以讲坛为阵地向青
年学生传授马克思主义，是我
国高等教育史上第一位把唯物
史观列为高校教学科目的教
授。他为人师表的风范在后人
当中得到了充分传承，女儿、女
婿、外孙、曾孙等一家几代人都
与武汉大学有着深厚缘分，都
曾在武大求学或任教，在教育
部公布的全国首批 100个教育
世家名单中，便有黄健家庭的
名字。
“（2021年）7月 1日那天，

妈妈让我把平板电脑带到医
院，在病房里看了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的直
播。”黄健说，母亲看完纪念大
会后很激动，说自己替父亲看
到了今天的盛世，这是她一生
最大的幸福。7月 23日，黄健将
母亲的 50 万元存款捐给了武
汉大学。
“‘一大’召开时，党的经费

困难，李汉俊曾把妻子的嫁妆
全部当出作为党的活动经费。
我妈妈在外婆去世后将自家的
住房捐给了国家，临终前又将
自己最后的积蓄全部捐出。这
也是对外公精神的传承吧。”黄
健说。
（本版有删节）

□李凡姚鹏余玮
综编自CCTV国家记忆微信公众号、

《中国妇女报》、人民政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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