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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闸北区公兴路和香山路上有
一条逼仄的小弄堂，里面只有三个
门牌号，原来住了三户姓曾的人
家，当地居民称它“三曾里”，却根
本不知道这里曾是中共三大后中
央局机关秘密所在地。

!"#$ 年 % 月，中共“三大”在
广州举行，毛泽东当选为中共中央
执行委员、中央局成员，并担任中
央局秘书。随即，毛泽东抵达上海，
主持中央局机关日常工作。选址在
三曾里是有原因的，看中的就是弄
堂周围全是普通百姓，而距离北火
车站只有几百米，四周道路纵横交
错，与外面的通讯联系比较方便。

这幢二层楼的普通房子共有
八九个房间，是办公场所，也是革命
家庭共同生活的地方。毛泽东和杨
开慧夫妇，蔡和森和向警予夫妇以
及罗龙章一家共十几口人都曾住在
这。他们对外称是一家，向警予是户
主，大家合吃大锅饭。为掩人耳目，
还在大门外挂上“关捐行”的招牌。

&"#'年端午节前，杨开慧和
母亲带着 #岁的岸英以及刚出生
不久的岸青又一次来到了毛泽东
的身边。“一家人”也很快从三曾里
迁居到慕尔鸣路的甲秀里 $&(号
!今茂名北路 !"#弄 $号"。这是一
幢两层楼的石库门，毛泽东一家住
在楼下，蔡和森、向警予住在楼上。
住在甲秀里的大半年时间里，

是毛泽东夫妇最安定幸福的日子：
厨房里时常飘散出辣椒的香味，毛
泽东一回到家便与儿子们嬉戏玩
耍，杨开慧除了帮助丈夫整理誊抄
文稿、料理家务外，还抓紧学习上
海话，她常去小沙渡路!今西康路"

的工人夜校为工人讲课。家，这就
是家的概念，也是毛泽东为中国劳
苦大众竭力营造的家的氛围呢。
毛泽东从“中共一大”这壮美生

命起始的地方走来，这个与他数次
结缘的上海处处留下了他稳重踏实
的足印。毛泽东是用火种照亮中国
的伟人，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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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年 $月 &'日，毛泽东生
平第一次来到上海。

此次抵沪，#%岁的毛泽东是为
欢送赴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的湖
南青年。早在 &"&(年春，毛泽东和
蔡和森等人便在湖南组织了新民学
会，会员们讨论最多的话题就是中
国的出路问题。
五四时期的中国是个动荡的年

代，大批有志青年漂洋过海，努力探
寻振兴中华之路，赴法勤工俭学形
成了一股波澜壮阔的热潮。新民学
会的会员也认为“向外发展”可以直
接研究西欧工人运动的经验，特别
是学习十月革命的经验。为此，毛泽
东便与蔡和森等人积极组织起赴法
勤工俭学的准备工作。
首批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将于

$月 &)日从上海启程，《申报》为此
还刊登了此次赴法勤工俭学的 ("

位学生的名单，其中就有 '$人是湘
籍青年，在各省的名单中占据首位。
作为新民学会的负责人，毛泽东亲
自前来上海，在 $月 &*日参加了在
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号环球
中国学生会会所举行的欢送会，这
次有 $++多名中外宾客参加的活动
场面十分热烈，#天后，毛泽东和吴
玉章等人前往杨树浦的黄浦码头与
大家话别。自 $月 &)日送走首批新
民学会的会员后，毛泽东这一年在
上海共送走了三批赴法勤工俭学的
学生，最后一批是在同年的 &#月
&%日，他从武汉绕道上海，为蔡和
森、向警予、蔡畅等人送行。
也许不少人会感到奇怪，毛泽

东为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四
处奔波，多方联络，那他自己怎么不
走呢？究其原因，正如他在北京大学
跟李大钊敞开心扉时说的那样：“现
在中国太复杂，要做的事太多。去法
国，去日本少说要两三年，大家都出
去了，谁给中国做点实事？谁去把我
们探索的思想付诸实践？我不想做
个空谈的书生，中国的变革需要我
们做实际的斗争，我想留下来……”

&"&"年五四运动爆发后，湖南
学生联合会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
定创办《湘江评论》，毛泽东任主编。
而毛泽东在刊物上发表的最重要文
章是长篇论文《民众的大联合》。文
章公开赞颂了俄国十月革命和它的
影响，号召全国的工、农、学以及教
员和妇女联合起来求得自身的解
放。论文发表后的影响大到上海的
《时事新报》的《学灯》副刊也在 (月
&$ 日转载了文章的内容，上海的
《新教育》第五期还介绍了这篇文章
的重要意义。此后，毛泽东的文章发
表于湖南，而上海的新闻界总在与
他遥相呼应。“五四”以后，由于军阀
张敬尧在湖南实施残暴统治，毛泽
东在湖南领导驱张运动。为了揭露
张的罪恶，争取舆论的支持，毛泽东
写了不少声讨张的檄文，又是上海
的《申报》、《民国日报》等传媒相继
刊登或转载了他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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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年前，在上海望志路106号（今
兴业路76号）那幢黑砖白瓦的石库门
里，中国共产党在这里呱呱坠地。从那
以后，革命的火种在茫茫黑夜中点燃，
中国人民有了可以依赖的领导者和组
织者，中国革命有了坚定不移的前进方
向，正如毛泽东后来说的那样：中国产
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参加一大会议的13位先驱中就有
时代的伟人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建党
前后，毛泽东曾多次来到上海，他或许
没有想到，上海拉开了他施展主张的序
幕，他的冲天豪情、他的绝世抱负从最
初火种的点燃到熊熊燃烧皆缘于上海。

! ! ! !驱张运动胜利在望，这时的毛
泽东又思考起驱张以后的道路应
该怎么走？&"#+年 *月 *日，毛泽
东从北京来到上海，此行，他有一
个重要的目的就是拜访《新青年》
的创办者陈独秀。当时，陈独秀和
《新青年》在他的心目中有着举足
轻重地位的，是沉寂中的中国一面
鲜艳的红旗。
到达上海后，毛泽东与三位新

民学会会员同住在哈同路民厚南
里 #" 号,今安义路 %$ 号-坐南朝
北的砖木结构房子里长达 #个月
的时间。这段时间，毛泽东经常到
环龙路老渔阳里 #号去拜访陈独
秀。在陈独秀的寓所内，毛泽东和
陈独秀一起讨论了马克思主义以
及组织湖南联盟的计划等重大问
题，陈独秀也向毛泽东讲述了他对
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这对毛泽东的思想转变起到
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他后来在延安
和美国著名记者斯诺交谈时回忆
道：“陈独秀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
其他任何人。他谈自己信仰的那些
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
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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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认为自己是一
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在此期间，毛泽东还去霞飞路

（今淮海路）花园里的《天问》周刊
社访问湖南各界爱国人士，向大家
布置驱张斗争和改造湖南的具体
事宜，还在《天问》上发表了《湖南
人民的自决》一文，“社会的腐朽，
民族的颓败，非有绝大的努力，给
他个连根拔起，不足以摧陷廓清，
这样的责任，乃全国人民的责任。”
这篇文章对激励全国民众救国斗
志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在老渔阳里陈独秀的家里，毛

泽东还认识了帮助陈独秀搞工人

运动的湖南学生李启汉和李中，当
了解到李中能够放下读书人的架
子到江南造船厂去做工后，毛泽东
相当兴奋，&"#+年 &&月 #%日，他
给赴法勤工俭学的湖南学生罗学
瓒的信中写道：“我现在很想做工，
在上海，李中君劝我入工厂，我颇
为心动……”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在民厚里

的寓所内组织了一个“自修学社”，
邀集了同住的李思安、张文亮等几
位新民学会的会员依照工读互助
团的办法，共同做工，共同读书，有
饭同吃，有衣同穿，过着一种共产
党互助的生活。

当时毛泽东他们的生活是十
分清苦的，寓所里一些简陋的旧
家具都是临时租借来的，为了省
钱，同住的几个人轮流做饭，他们
每天用炭烧小行灶，架上铁锅，放
少量的油和盐，吃蚕豆煮饭。为了
维持生活费用，他们还帮人洗衣
服，用这些钱买电车票出行。而毛
泽东则把省下的钱大多用来买报
刊。在他的小木板床上堆满了《申
报》、《新闻报》、《长沙大公报》、
《新青年》、《天问》、《湖南》等各式
各样的书报。在昏暗的灯光下，毛
泽东埋头苦读各种书刊，思考着
改造中国社会的重大问题，他深
感在中国走政治改良的道路是行
不通的，他非常赞同留法的蔡和
森来信中的主张，即在中国组织
共产党，走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
命的道路。

湖南驱逐张敬尧出境的运动
胜利结束，毛泽东从上海返回长
沙。毛泽东这次上海之行的收获是
相当大的，促成了他由激进的民主
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根本转
变。他以后跟斯诺回忆这段历程时
说：“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
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
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

建党前夕在上海：成为一位马克思主义者

! ! ! !毛泽东返湘后，与上海的陈独
秀和李达一直保持密切联系。毛泽
东开始着手创办文化书社。赞赏文
化书社的陈独秀给了毛泽东最大的
帮助，他为文化书社“信用介绍”，这
样的鼎力支持使上海新青年社、泰
东图书局、亚东图书馆、中华书局、
群益书社、时事新报社都免去文化
书社的押金，优先卖书报给文化书
社。由此，各种马克思主义书籍和新
文化书刊都能及时地源源不断地传
入湖南。其间，陈独秀写信给毛泽
东，委托他在湖南筹建中国社会主
义青年团和湖南共产党早期组织。

&"#&年 %月，李达郑重写信
通知毛泽东，请他赶快到上海参加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大会。毛泽东接
到通知后立刻相约时任《湖南通俗
日报》的经理何叔衡一起作为中共
一大的湖南代表到上海。%月 #"

日傍晚，长沙的天气又闷又湿，黑
云密布，眼看暴雨将至。毛泽东和
何叔衡婉拒了朋友们送行的好意。
这是一次秘密的会议，他们不能向
任何人声张。不过，还是有人来送
行了，是毛泽东新婚燕尔的妻子杨
开慧。她提着一只小皮箱，里面除
了有毛泽东日常换洗的衣服，还装
满了他喜爱的豆豉辣椒和当地人
推崇的吃了便能保平安的茶盐蛋。
此刻，毛泽东同样感慨万端，他

想起婚前和开慧的儿女情长终究瞒
不过老师杨昌济的眼睛，为此，父女
间有了推心置腹的交心。“霞仔，润
之的才华、韧性、抱负以及他的冲
天豪情是我生平之所没见过的，可
他不一定是个能给人带来幸福的
伴侣啊。”开慧的语气平和中透着
坚定：“爸，就看你是平庸日子里要
低吟的叹息，还是狂风暴风中要那

一声撼地的惊雷了。”杨昌济愣住
了，他哪想得到这话出自 &(岁女儿
之口？他喃喃自语：“真的长大了，自
己认准的幸福苦也是甜，动荡也是
快乐，艰难也是体验，因为你的义
无反顾会成为你终身的追求。”

)月 #$日，中国共产党第一
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望志路 &+%号
楼下仅 &(平方米的房间里举行。
犹如狂风暴风中那一声撼地的惊
雷，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必将震动中
国大地。会议中，毛泽东除担任会
议记录外，只作过一次发言：他报
告了长沙党组织的建立情况、主要
工作、活动方式和经验教训。讨论
工人运动的形式时，毛泽东还根据
自己的体会，坚决主张应把整个工
人阶级团结起来，组织起来，表达
了他早年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
工人运动相结合的思想……他的
汇报让人刮目相看，正如包惠僧说
的那样，“我对毛泽东的印象是老
成持重，沉默寡言，如果要说话即
是沉着而有力量。”而刘仁静则回忆
道：“在‘一大’会议上毛泽东很少发
言，但他十分注意听取别人发言。”
毛泽东十分看重“一大”会议，

开会间隙他常在住宿的博文女校
楼上厢房里低着头来回踱步，苦苦
思索中国革命的问题，连代表们经
过窗前跟他打招呼都浑然不觉。可
当他放松时却与人相处得非常融
洽。博文女校的校长黄绍兰的女儿
黄允中当时只有 )岁，多年后她回
忆起来，还清楚地记得：“那时我和
母亲都搬到楼底下住，我母亲不许
我上楼打扰代表们，但我有时还偷
偷上楼去玩。记得一次我走进毛主
席住的房间里，毛主席叫我小妹
妹，摸摸我的头，还给我糖吃。”
在毛泽东心中，一大会议是中

国共产党播洒火种的源头，他回长
沙后告诉杨开慧：这是一次年轻人
的会议，最年长的何叔衡'*岁，最
年轻的刘仁静仅 &"岁。&*位与会者
的平均年龄 #(岁，正巧是自己的年
纪。以后改变整个中国面貌的中国共
产党，就将由这群年轻人成立起来。

三曾里、甲秀里，毛泽东第九次来上海的“家”

“沉着而有力量”是代表们对毛泽东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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