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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方走向全国
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中国共青团的早期组

织，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党的早期组织把
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作为建党的重要工作。

!"!"年五四运动后，在中国青年中建立
革命组织已初步具有思想和组织基础的时候，
共产国际和中国先进青年取得了联系。!"#$

年 %月，共产国际的代表维经斯基来到中国，
先后会见了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具体商讨了
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在酝酿组建共产党组
织的时候，陈独秀吸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
验，“主张组织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中共的
后备军，也可说是共产主义预备学校”。
于是，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立即委托

组织内部最年轻的成员俞秀松出面筹备建立
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年 '月 &&日，维
经斯基、俞秀松等人召开会议商讨团的成立
问题。会上，俞秀松提出，强调“实行社会改造
和宣传主义”，要把进步、寻找出路的青年团
结在共产党组织周围。以俞秀松、施存统、沈
玄庐、陈望道、李汉俊、金家凤、袁振英（震
瀛）、叶天底等八位青年名义发起的上海社会
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经陈独秀提议，俞秀松
担任青年团的书记。

团机关设在上海法租界霞飞路渔阳里 (

号（今淮海中路 )(*弄 (号）。
各地来沪的青年有二十余人参加了上海

社会主义青年团。基于陈独秀选派青年去莫斯
科学习的考虑，也是为了掩护革命活动，!"&$
年 "月，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和上海社会主
义青年团在团的机关所在地，公开创办了外国
语学社。渔阳里 (号大门口挂起了“外国语学
社”的招牌，"月 &'日在上海《民国日报》头版
还登载《外国语学社招生广告》。到学社学习的
人多是通过陈独秀和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
成员介绍的，他们中的一些人在学习过程中，
先后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外国语学社少时
二三十人，多时五六十人。!"&!年春，二十多
名青年团员分三批去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其
中有刘少奇、罗觉、任弼时、肖劲光等。
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不久，北京、武

昌、长沙、广州等地社会主义青年团也纷纷宣
告成立。
早期团组织创建以后，虽然马克思主义

已在中国传播，但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尚在
继续，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斗争刚刚开始，五四
运动后，知识界中普遍存在的“温和”社会主
义思潮尚未得到澄清。因此，早期团组织内部
往往存在着很大的思想分歧。而且，早期团组
织的成员鱼龙混杂，这些因素影响了团的统
一行动，削弱了团的战斗力。各地团组织缺乏
一个统一的领导机构，基本上处于相对独立
活动的状态。!"&!年 )月前后，一些地方团
组织的活动相继出现短暂的停顿。

!"&!年 *月，中共“一大”召开，会议研
究了在各地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青年团作为
党的预备学校问题，决定了吸收优秀团员入
党的办法。“一大”后，中央和各地党组织派了
大批党员去恢复和加强团的工作。!"&!年 '

月，出席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和少年共
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张椿年（即张太雷）
从苏联回到上海。根据少年共产国际对中国
建团的指示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局的意见，由
张太雷主持，开展了团的恢复和发展工作。
!"&!年 !!月，党中央局发出通告，要求各地
党组织密切注意青年运动，对青年团组织要
“依新章从速进行”。在恢复和发展青年团组
织的工作中，吸取了 !"&$年建团的教训，注
意了团的思想建设，确定社会主义青年团为
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团体。在重新制定的团的
临时章程中，明确规定社会主义青年团“以研
究马克思主义、实行社会改造及拥护青年权
利为宗旨”。一部分原来的团员因为信仰上的
分歧离开了团；一部分人则转变立场，接受马
克思主义，取得了思想上的一致，团的成员不
再像过去那样复杂。同时，为了加强领导，临
时章程还规定：“正式中央机关未组成时，以
上海机关代理中央职权。”

!"&&年初，全国各地社会主义青年团已
发展到十余个，因此，召开团的全国代表大
会，制定团的正式章程，组建团的中央领导机
构，已经成为团组织的首要任务。社会主义青
年团临时中央局以代理书记的名义，于 !"&&

年 &月 &&日向各地发出了关于正式召开第
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通知。

!"&& 年 ) 月 ) 日是卡尔·马克思诞辰
!$+周年纪念日。当天，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一大”于广州东园开幕。大会确定在此时召
开，意在表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信仰马
克思主义的革命团体，是代表劳动青年利益
的革命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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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国共青
团 成 立 90 周 年 。
1922年 5月，中国社
会主义青年团在广州
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
大会，成立了全国统一
的组织，这一团体被称
为“中共的后备军”；
抗日战争时期，为吸收
广大青年参加到抗日
救国的民族统一战线
中来，各地共青团组织
陆 续 实 行 改 造 ，自
1937年到 1946年，
共青团组织不再存在，
取而代之的是各种抗
日救国青年团体；进入
解放战争时期，青救会
等青年群众组织不能
满足形势发展的需要
和青年积极分子的要
求，中共中央及时发出
了试建青年团的提议。
经过两年，试建工作取
得了成功。1949年 4
月，中国新民主主义青
年团正式成立，1957
年更名为中国共产主
义青年团。

! ! ! !由于这次代表大会的开幕式是同马克思
诞辰纪念大会和欢迎全国劳动代表大会一并
举行的，因此，出席大会的除来自 !)个地方团
&)名代表及青年共产国际的两名代表外，还有
全国劳动大会代表和来宾共 !)$$余人。中共
领导人陈独秀、张国焘等也出席了会议。

团的“一大”通过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纲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等决议案，
选出了团的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高君字、
施存统、张太雷、蔡和森、俞秀松当选为执行委
员，施存统当选为书记。
由此，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诞生了。

改造
从共产主义青年团到抗日

救国的青年团体
!"%)年，国际国内形势出现了剧烈变化。

国际上，法西斯反动势力迅速兴起，准备发动
侵略战争。!"%)年 *月，共产国际“七大”决定
建立世界人民反法西斯统一战线。青年共产国
际“六大”根据这一精神，决定建立世界青年反
法西斯统一战线，号召全世界青年为民主、自
由、和平而战，并提出改造各国共青团，使之成
为广大青年群众的组织。同时指示中国共青团
“要尽量使青年积极参加全民抗日救国的斗
争，以建立全体青年的群众运动和组织”。国
内，日本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民族危机到了
最严重关头。此时的中国共青团，由于战争和
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依然是第二党式的秘
密狭小的无产阶级青年组织，已很难担起团结
各阶层爱国青年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
任。因此，!"%(年，中共中央和共青团中央开始
筹划共青团的改造问题。经过多次研究，党中
央于 !"%(年 !!月 !日正式作出了《中共中央
关于青年工作的决定》，提出“根本改造青年团
及其组织形式，使团变为广大群众的非党的青
年组织形式，去吸收广大青年参加抗日救国的
民族统一战线中来”的中心任务。规定了改造
共青团的具体办法：取消国统区的团组织；建
立公开半公开形式的青年组织，大批吸收团员
入党，未入党的团员作为党的积极分子；在各
级党组织中设立青年部、青委及青年干事；彻
底改变工作方式，采用青年的民主的公开的活
动方式开展青年工作；加强马列主义教育，逐
步提高青年的觉悟，引导青年走上革命的道
路；根据地和红军中的青年团要成为青年的联
合组织，把教育、训练青年作为基本任务，使根
据地成为全国青年的模范。

决定发布以后，各地共青团组织陆续实行
改造。到 !"%*年底，改造顺利完成，自 !"%*年
到 !"+(年，共青团组织不再存在，取而代之的
是各种抗日救国青年团体。

重建
中国青年运动形成新的领

导核心
!"+)年 '月 !)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中国革命由此进入全国解放战争时期。但是，
随着革命形势和任务的变化，在抗日战争中发
挥了重要作用的青年群众组织出现了涣散、沉
闷和无组织状态。

!"+(年 )月，中央青委调山东解放区青救
会负责干部到延安汇报工作，其中，谈到了这
些问题。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经过认真
考虑后，提出重新建立青年团。中央青委同山
东、陕甘宁解放区的青年工作干部进行了广泛
和深入的讨论后，起草了《关于成立新民主主
义青年团的建议》（草案），报送党中央。!"+(年
八九月间，在任弼时主持下，召开了两次中央
会议，讨论重新建团问题。其间，在征求毛泽东
的意见时，毛泽东说，搞青年团是好的，可以征
求一下各解放区的意见。任弼时在这两次会议
上说：“过去建立青救会，是个不可避免的历史
过程。青救会已经完成了历史任务，它的消沉
是青年工作发展的结果。现在是到了决定建立
青年团的时候了。”“关于团的基本性质和名
称，按实质，党的基本任务就是团的基本任务。
目前就是为新民主主义而奋斗。因此，名称可
叫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如再扩大一点，防止其
成为狭隘组织，也可叫民主青年团。”“团的性

质，是带政治性的青年先进分子组织，是党的助
手。在团内要进行共产主义教育。”任弼时的讲
话，对建团工作的顺利开展起了重要指导作用。
中央青委在延安的冯庄、丰足火柴厂、行知

中学开始青年团的试建工作，并取得成功。随着
《建团提议》的正式下发，各解放区都开始了择
地试建青年团的工作。

!"+*年 *月，人民解放战争开始出现人民
军队转入战略进攻的新形势，中共中央工作委
员会于 *,"月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全
国土地会议和全国解放区青年工作代表会议。
在全国土地会议上，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少
奇明确提出“在土改中把青年团下层组织形成
起来”。全国解放区青年工作代表会议上，各地
交流了试建团的情况和经验，决定扩大团的试
建工作，并强调要在主改和各种实际斗争中公
开建团。"月 ##日，刘少奇、朱德和冯文彬共同
致电中共中央，报告青年工作会议情况，建议正
式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并提出了建团工作
计划。-$月 &日，中央复电同意。

--月，中央青委派人协助中共东北局建立
青年团。黑龙江省宾县农村和哈尔滨市电车厂
分别成为建团试点，很快建立起毛泽东青年团。
-"+'年 )月 +日，哈尔滨市毛泽东青年团成立
市团部，数千名东北民联的盟员转为毛泽东青
年团团员。*月，中共东北局发出建团通知，决定
在全区普遍试建团。'月 &%日—%$日，成立东
北解放区毛泽东青年团筹备委员会。此后，东北
解放区的建团工作得到迅速发展。"月 &日，中
共中央东北局向中共中央和中央青委报告了青
年工作会议情况，毛泽东看后专门致信：“请告
东北局，不用‘毛泽东青年团’名称，一律称新民
主主义青年团。”--月 -日，毛泽东青年团改名
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达 %.'万人。-"+'年
底，青年团的试建工作在各个解放区普遍展开。

-"+'年 "月，中共中央在河北省平山县西
柏坡村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明年
（-"+"年）上半年，……将召开全国青年代表大
会，成立全国青年联合会，并将建立新民主主
义青年团”。但是，这次会议并没明确两个组织
只成立一个中央机构还是分别成立中央机构。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周恩来为此于 -$ 月 --

日特地致信给毛泽东主席提出建议：“我意，如
包括全国学生联合会、基督教青年组织及其他
青年团体等等，恐只成立一个新民主主义青年
团是不够的。而在开全国青年代表大会同时，
即可开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代表大会。因此，
两个团体，恐仍须分别成立。但全国青年联合
会可成为青年团体的联合组织，新民主主义青
年团只以团体资格参加，并起领导作用。解放
区的青年群众组织，有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即
够。”毛泽东主席在周恩来的信上批示：“同意
这样做。”

为了适应建团工作的需要，-"+'年 ( 月，
中共中央青委首先在华北党校内开办了青年
班，称作华北党校六部。同年 "月，华北党校六
部独立出来，正式命名为中央团校。-"+'年 "

月，团校正式开学。
在各解放区试建青年团取得成功的基础

上，中共中央于 -"+"年 -月 -日，发布了《关于
建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决议》，号召在全
国普遍建立青年团。同时，还颁布了《中国新民
主主义青年团团章（草案）》。这两个文件，均经
毛泽东审阅修改。
全国解放区包括北平、天津、沈阳等地迅速

建立了团的组织。党的地下外围组织如民主青
年同盟、民主青年联盟等成员，纷纷转为新民主
主义青年团团员。到 -"+"年 +月召开新民主主
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全国团员累
计 -"万人。

-"+"年 -月 -"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
召开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及
全国民主青年代表大会的通知》，明确提出 +月
中旬，在华北召开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一大”。&

月，中共中央成立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筹
备委员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任
弼时为主任，冯文彬、廖承志、蒋南翔为副主任。

经过几个月的紧张筹备，-"+" 年 + 月 --

日—-'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
代表大会在北平举行。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向
大会作政治报告。大会通过了团的章程、纲领，
通过了关于团的任务与工作报告、大会结论等
决议，任弼时当选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名
誉主席，冯文彬当选为团中央书记，廖承志、蒋
南翔当选为副书记。

毛泽东为大会题词：“同各界青年一起，领导
他们，加强学习，发展生产。”并接见了到会代表。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

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正式
成立，中国青年运动又有了自己的领导核心。

-")*年，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三大”正
式决定将团的名称改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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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

关旧址

"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

会会场

" #%&%年 '月毛泽东主席在中

央团校第一期毕业典礼上讲话

" 毛泽东题写刊名的!中国青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