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年初秋，任弼时到党领导的上海大学执教，并
参与编辑《中国青年》。此时，任弼时住入孟纳拉路（今
延安东路）富康里 $%#号，系一幢老式石库门房屋，二
楼亭子间为他的居室，里面仅放单人床、书桌、书架和
煤油炉；稍宽敞的前楼，后来成为团中央机关。任弼时
在这里常熬夜备课，并写下《列宁主义的要义》《马克思
主义概略》等文章。&"#'年 &月，团的“三大”在上海召
开，决定更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任弼时当选团中
央委员，兼任组织部主任，接着又任总书记。他为了密

切同青年工人联系，定期去曹家渡纯善里的平民学校
讲《共产主义 ()*》；另外，还前往沪西工友俱乐部作调
查，并提出：“可以分日夜两班上课，白班的工人晚上活
动，夜班的工人白天活动。要迅速把团支部建立起来，
一个厂里有三个团员就可以成立团支部或小组。”

五卅运动风起云涌时，任弼时多次在富康里 $%+

号团中央机关召开紧急会议，发动各界青年踊跃投入
斗争。,月 +日，他在签署的团中央通告里发出“此次反
帝运动应尽量扩大到全国”的号召。不久随团中央机关
搬到北四川路（今四川北路）大德坊。至 !"+,年春，他
的未婚妻陈琮英由湘来沪，两人在简陋的亭子间里结
婚。陈琮英常把丈夫起草的文件送给中共中央领导人，
或带出去秘密排印。

! ! ! ! !"+-年 %月，团的“二大”在南京召开。为更好地
“以共产主义原则”去“教育工人、农民、学生群众”，团
中央决定筹办新的机关刊物《中国青年》，《先驱》出至
第二十五期停刊。!.月 +.日，《中国青年》在上海问
世，系三十二开本，每周出版一期。首任主编为团中央
分管编辑工作的委员恽代英，萧楚女、邓中夏、张太雷、
林育南、李求实等相继担任主编或指导编辑工作。该刊
初期以辣斐德路 !%,号（今复兴中路 !",号）为通讯
处，至 !"+$年春租用淡水路朱衣里的一幢石库门房屋
（今位于延中绿地）作编辑部。

《中国青年》的发刊词阐明，其宗旨是要成为青年
“忠实的友谊的刊物”。在第四期发表的《我们的希望》中
指出：“救中国是一般青年的使命。我们要为这些青年扫

除一切陈腐邪恶的空气，指点他们最经济最有效力的途
径。”该刊主要栏目有“通论”“时事述评”“青年团体消
息”“青年问题”“民间的调查”“革命运动史”“青年与文
艺”“新刊批评”等。该刊根据青年的特点，从青年的生
活、思想实际出发，运用生动活泼的形式和平易流畅的
文字，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党的纲领，有力抨击错误
思潮，深入评析国内外重大政治问题。毛泽东的《中国社
会各阶级的分析》《青年运动的方向》等也曾在此登载。
恽代英在负责《中国青年》期间，没有让这份刊物

的读者面局限于先进青年，而是着重于广泛联系群
众，他在第七十期发表的《我们请读者诸君帮助》中提
出：“我们要把《中国青年》变成全国青年界的机关报
纸，所以我们欢迎各地青年团体借《中国青年》做他的
通信机关；一切与青年有关系的进步的团体亦可以在
《中国青年》中间报告他的消息，以及表示他们对于青
年的希望。”由于旗帜鲜明、贴近青年、内容精彩，受到
普遍的欢迎，该刊发行量逐渐达三万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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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年 ,月，上海共产党早期
组织诞生，随即积极开展工作。

那时，上海已经是我国最大的
工商业城市，各地许多追求进步的
青年都来到这里，希望吸收新知
识、接触新思想。李达的《一九二
"年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说：
“‘五四’运动后，湖南、湖北、安徽、
四川等地，有不少青年对旧社会不
满，要求思想解放。这些青年，都有
一股朝气，想干革命工作，想谋出
路。”“到上海找‘新青年社’”。为了
团结和教育广大青年，上海共产党
早期组织决定筹建团组织。俞秀松
作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最年轻
的成员，义不容辞。%月 ++日，俞秀
松与施存统、沈玄庐、陈望道、李汉
俊、叶天底、袁振英、金家凤发起成
立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并担任书
记，机关设于霞飞路渔阳里（今淮
海中路 ',/弄）,号，这是一幢石库
门房屋。
为了掩护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

的活动、便于输送革命青年赴苏俄
学习，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还办起
了外国语学社。"月 +%日，上海《民
国日报》头版登载《外国语学社招生
广告》：“现已成立英俄日本语三班，
除星期日外每班每日授课一小时，
文法读本由华人教授，读音会话由
外国人教授，除英文外各班皆从初
步教起。每人选习一班者月纳学费
二元。日内即行开课。名额无多，有
志学习外国语者，请速向法界霞飞
路新渔阳里六号本社报名。”俞秀松
首先在外国语学社发展团员三十余
名；后来，团员逐渐增加到约二百
人。在团内，俞秀松每周安排一次政
治报告会，他常自己登上讲台，同时
请陈独秀、李达等作演讲，所以包惠
僧的《党的“一大”前后》说：“报告的
内容多半是由党规定下来的，俞秀
松作的报告较多。”俞秀松不断激励
团员的政治热情，不少人深入工厂
调查，踊跃参与筹建机器工会、开办
工人半日学校、纪念“五一”宣传；他
们也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办的
工人刊物《劳动界》撰稿，发表了《我
们的劳动力哪里去了？》《黄包车夫
拉车吐血》《失业问题与社会主义》
等。
在党组织领导下，俞秀松废寝

忘食地处理多种事务，使上海社会
主义青年团颇有起色。它虽具有地
方性，但实际起到全国青年团发起
组的作用，广州、北京、天津、武汉、
长沙、唐山、太原、济南等地很快都
出现团组织。

!"+!年 -月，全国已经有团员
千余人，于是在沪建立团的临时中
央执行委员会，由俞秀松担任书记，
机关仍设于渔阳里 ,号。此时，青年
共产国际（也称少共国际）东方书记
部致函上海青年团，邀请派代表参
加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
信中赞扬“上海的青年团是中国青
年团中最好的一个”。俞秀松在家书
中说：“上海的朋友们推举我为留俄
学生代表之一，而且推举我为中国
赴俄京第二次国际少年共产党（大
会）的代表”；他出席大会时，在报告
中对我国青年运动形成与发展、上
海建团等论述甚详，并指出：“第一
个青年团建于上海，其原则是准备
社会革命。”翌年春，他回国赴杭州
建团。

! ! ! ! !"+!年 '月，由于俞秀松和一批骨干相继赴苏俄学
习等原因，团组织的活动无形停顿。中国共产党成立后，
对此非常重视，张太雷在恢复团组织时，主持制订了临时
章程，其中规定：“正式中央机关未组成时，以上海机关代
理中央职权。”

!"++年初，施存统从海外回国，在沪负责团的临时
中央局和上海地方团组织日常工作，旋又主办《先驱》（这
份半月刊原由北京团组织出版，因遭查禁移至上海）。此
时，团的临时中央局机关搬到大沽路 -',—-'/号（门牌
后来改为 $..—$.+号，现已拆除），系两幢石库门房屋。
上海地方团组织机关也设于大沽路 -'/号，施存统常在
这里布置团的工作；团员大会也在此举行，多时近百人，
连天井都被站满。
随着各地团组织的纷纷建立，全国的团员迅速增至

数千人。在此情况下，团的临时中央局认为有了新的发展
契机，所以积极筹备，并通知各地团组织：将于 $月在上
海召开“团一大”。-月 ,日，中共广东支部负责人谭平山
写信给施存统提出建议：“大会地点，如能改在广州更好，
因为比较自由。”中共中央和团的临时中央局鉴于香港海
员大罢工取得胜利，广州已经成为全国工人运动兴盛的
地区，遂采纳这个意见。

团的“一大”召开时，施存统当选团中央书记。《新青
年》杂志第九卷第六号在通讯中谈到：“这次中国社会主义
青年团代表大会，是由上海临时中央局召集的。”'月 !'

日，已经成为团中央机关刊物的《先驱》出版专号（第八
期），集中登载《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纲领》《中国社会主
义青年团章程》《青年工人农人生活状况改良的议决案》
《关于政治宣传运动的议决案》《关于教育运动的议决案》
等文件。
《先驱》在上海印行期间，由施存统担任主编，蔡和森、

高尚德等参与编辑，编辑部曾设于团的临时中央局机关。该
刊系四开四版报纸型，逢需增刊则加半张至两张；主要栏
目有“评论”“政治短评”“研究”“言论”“译述”“通讯”“随
感录”等。该刊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强调“马克思主
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唯一的指导理论”，对各种机会主义思
想进行坚决批判，还介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各国青年运
动情况，登载团中央文件和各地团组织活动消息。陈独秀、
蔡和森、李达等常为《先驱》撰文。施存统的《中国社会主义
青年团成立前后的一些情况》说：“《先驱》刊物的出版工作，
从约稿、写稿、编辑，到校对、跑印刷厂，都是我一个人干。”

,月 "日，上海租界当局查封团组织机关。尽管如
此，团组织仍在险恶环境中继续发展。

! ! ! ! !"#$年 %月 %日至
&'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
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
广州召开! 标志着共青团
正式成立"然而!鲜为人知
的是# 共青团的历史发端
于上海!团的$一大%起先
曾安排在申城举行& 建团
初期! 一些革命家为之倾
注了大量心血"

俞 秀 松
与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

施 存 统
“团一大”当选团中央书记

恽 代 英
主编《中国青年》

任 弼 时
给青年工人讲课

! ! ! ! !"+,年秋，陆定一被调到上海
团中央机关，负责与青年共产国际
代表联系，并协助宣传部做文书工
作；接着又参与编辑《中国青年》，由
于他的英文学得较好，所以除了自
己撰稿，还从上海《密勒氏评论报》
《大美晚报》和《大陆报》等外文报纸
译写一些有参考价值的文章。《郑超
麟回忆录》提及，他当年担任中共中
央宣传部秘书时，“*·0·（即‘共青
团’英文简称）中央宣传部陆定一，
和我天天见面，我们一同采访新闻，
一同编辑宣传刊物，一同起草宣传
大纲和拟定标语。”

!"+/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后，中共中央机关移至武汉。陆定一
奉命随行，不久担任共青团团中央
宣传部部长。翌年春，他回到申城，
此时《中国青年》已经更名《无产青
年》。隔了近半年，他根据有些同志
的建议，也鉴于环境险恶，把它改为
《列宁青年》，继续在沪秘密印行，其
“发刊辞”申明“本刊继续《中国青
年》而出版”。他曾兼任《列宁青年》
主编，并署名“定一”在第一至五期
发表了《广州暴动后的阶级形势》
《资本主义的末日》《拼命卖国的国
民党外交》《唐鉴同志的死》和《中国
革命的前途》。

!"+% 年冬，按照党组织的决
定，陆定一赴莫斯科开展工作。!"-.
年 ,月，他重返申城，仍担任团中央
宣传部长。那时，他寓居同孚路（今
石门一路）一幢石库门房屋前楼，平
日出去办事很谨慎，如有次到沪东
开完会发现有可疑男子盯梢，就先
乘上黄包车，再找机会跳上刚要关
门的电车，随后脱掉长衫悄然走出
车厢，机智地甩掉了“尾巴”。

!"--年 !月，团中央从上海迁
往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陆定一也
同时离开申城。

陆 定 一
任团中央宣传部部长

# 施存统

# 当年的!列宁青年"

# !先驱"刊头

# 早期的!中国青年"

# 早期在沪

团中央机

关旧址

# 任弼时# 恽代英
# 陆定一# 俞秀松

# 任弼时留下足迹的沪西工友俱乐

部旧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