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我们"要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

!!!蔡和森 !"#$年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这是毛
泽东在词《沁园春·长沙》中，对其青少年时代的回忆。蔡和
森正是“挥斥方遒”者之一。这位毛泽东的同乡挚友最早提
出了“中国共产党”这个名称。

!%"&年 '月，蔡和森出生在上海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的
一个小官员家里。因其父退职，全家从上海迁至湖南老家。
迫于生活压力，他的母亲把 ('岁的蔡和森送到辣酱厂当学
徒。'年学徒期满后，蔡和森立志读书，进入永丰国民小学
读三年级，用了一个学期就越级考入双峰高等小学。从青少
年时代起，蔡和森就立志以改造中国为己任，积极探求救国
救民之真理。

)"*+年 %月，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蔡和森写信给毛泽东指
出：“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毛泽东回信说：“见地极
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年 "月，他在给毛泽东的信
中又明确提出：“要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

!"*!年 !$月，蔡和森因领导留法勤工俭学学生斗争
被法国政府强行遣送回国。同年底，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并
在中共中央从事党的理论宣传工作，成为党早期重要的理
论家和宣传家。!"**年 ,月，他出席党的二大，参与起草二
大宣言，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年 "月，由蔡和森主编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
导》在上海创刊，这也是中共中央在上海创办的第一份公开
发行的机关刊物。《向导》得到广大读者好评，被称为黑暗中
国社会的“一盏明灯”，是民众政治生活中的“寒暑表”，是中
华民族的“福音”，是四万万苦难同胞的“向导”。

)"*'年，蔡和森任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主讲社会
发展史。)"*&年 &月，上海爆发轰轰烈烈的五卅运动，蔡和
森是这次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以《向导》为阵地，做了
大量的宣传工作，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策略主张，指导了运
动的深入发展，充分展现了领导群众斗争的卓越才能。

)"')年 ,月 )$日，蔡和森在参加会议时因叛徒出卖
而被捕牺牲，年仅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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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我的志愿是要做一个有利于国$ 有利于民的东西南北

的人%

!!!俞秀松 )")"年

历史学家史景迁在研究中国大革命时发现一个特征：
许多革命者明知政治活动充满危险却义无反顾，明知希望
没有结果仍一如既往。俞秀松，就是这样一位勇者。
“壮心欲填海，苦胆为忧天。”以此来形容俞秀松的一

生，恰如其分。他在中共创建时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痕：
成立中共早期组织，他有份；创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他
有功；促成马恩经典著作《共产党宣言》第一部中文全译本
出版，他有胆有识。他参与创办的外国语学社，是党培养干
部的摇篮，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等时代精英曾在此学习。

)"*$年 '月，俞秀松到上海，进厚生铁厂工作。受陈独
秀、陈望道等影响，俞秀松逐步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并认为
俄国十月革命是解放人类的唯一道路。他参加马克思主义
研究会，在 )"*$年 %月成为共产党员。因为年纪小，陈独秀
安排他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
“在我们馆中，有一张 )"*$年俞秀松、罗亦农等上海社

会主义青年团部分团员的合影。其中后排中是俞秀松、前排
左一是罗亦农。”沈申甬说，“更为珍贵的一件有关俞秀松的
文物是《俞秀松日记》。”

据沈申甬介绍，这本日记详实描述了 )"*$年 ,月、-
月俞秀松在上海期间深入工厂，向工人宣传马列主义，与工
人打成一片的情况；还特别提到了当时陈望道翻译完《共产
党宣言》后，是由他送到陈独秀寓所的。
龙华烈士纪念馆总设计师、上海美术设计有限公司设

计总监胡晓云表示，由于《俞秀松日记》是一件一级文物，如
果采用传统的恒温恒湿的展柜予以展出，只能静态呈现日
记中的某一页，隔绝了观众翻阅日记的可能性，“为了详实
反映日记内容，本次展览特意选用了带有视频播放功能的
恒温恒湿柜，不仅对日记本身作了全面展示，更将日记上的
重要情节以视频的方式进行展播，让观众能更详细地了解
其中的内容。”
俞秀松于 )"'"年 *月在异国他乡含冤告别亲人。

! ! ! !信仰的召唤!让英雄的精神世代相传"清明节
让我们走进龙华烈士纪念馆#$$

缅怀革命先烈 寻找红色足迹
首席记者 方翔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永远奋斗

传承红色基因

! ! ! !龙华千古仰高风，壮士身亡志未穷，墙外桃花墙里
血，一般鲜艳一般红。几乎所有上海人都因为这首诗知
道了龙华。革命先烈铸就上海英雄之城的品格，今天我
们缅怀他们，就是要传承其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砥砺前
行。在这个清明小长假中，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龙华烈士
纪念馆，去寻找先烈们的红色足迹。

如果生命是以理想来度衡

那么他们正是用自己鲜红的血&

染成了路&

引导后来者向前行%

!!!摘自龙华烈士纪念馆多媒体剧"血染桃花红满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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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新民晚报今天刊出的'红色基因(清明系列)信仰的召

唤&让英雄的精神世代相传&把我们的思绪带进上海龙华烈

士陵园&带进那片桃花殷红$群英长眠的地方%

全文通过介绍李汉俊$俞秀松$蔡和森三位中国共产党

先行者的诗文和革命经历&栩栩如生地展示了他们为中华

民族崛起奉献青春$英勇奋斗$光荣牺牲的激情壮怀&读后

不禁让人浮想联翩&为之动容%

短短 '$$$字的一篇文章&不可能全面反映那一代革命

者在上海奋斗的群体形象% 但是&认真阅读这篇报道&一定

能够真切体会作者和编者的良苦用心) 通过缅怀上述三位

英烈& 寄托我们对英烈群体的哀思& 唤醒当代人的红色记

忆&不忘初心&以英烈为榜样&为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

为中国更有自信地屹立于世界而不懈奋斗%

陶柏康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教授）

! ! ! !我们要使中国底混乱赶快终止& 自然非努力使中国赶

上社会主义的路上不可了% 中国底同胞# 努力吧#

!!!李汉俊 )"**年

)"*)年 -月，中共一大在李汉俊兄长寓所召开。中共
一大代表董必武曾经说过：“李汉俊是我的马列主义学说的
老师。”

)")"年 "月，李汉俊把日本学者山川菊荣撰写的肯定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历史意义的《世界思潮之方向》一文翻译
成中文，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连载。受文章的感
染，李汉俊还撰写了“译后附志”，指出我国应该建立俄国式
的“民党”“革命党”，中国的革命者应该到知识分子、工人中
去。面对蓬勃的社会主义革命，李汉俊还提出：“我们中国怎
么样.———中国决不在世界外，也不能在世界外。”可见，这
时的李汉俊已经明确提出了建党思想。
据龙华烈士纪念馆陈列部负责人沈申甬介绍，李汉俊

*+多岁就通晓英、法、德、日四国语言，并潜心攻读马克思
学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初创时期，他在进步刊物《星期评
论》上，发表和翻译了一大批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并首
次提出阶级论；他与陈独秀等发起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
会”，为传播革命真理不遗余力；他帮助校正最早出版的马
恩经典著作———《共产党宣言》中译本，为中共的指导思想
奉献才华。

龙华烈士纪念馆藏有 )")"年李汉俊与家人在上海的
合影等珍贵照片，还有李汉俊参与创办的《劳动界》创刊号，
这本杂志也是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向工人进行马克思主义
宣传教育的通俗刊物。

)"*&年秋，为加强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宣传工
作，陈独秀致函李汉俊，请他到上海大学执教。)"*,年春，
李汉俊到上海大学社会系主讲“唯物史观”。)"*,年 -月，
北伐战争开始后，党中央把两湖地区作为工作重点，李汉俊
又回到了武汉这片热土。

)"*-年，李汉俊任湖北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同年
遭桂系军阀逮捕杀害。“在我们纪念馆中，还有一件 )"*-年
李汉俊在武汉迎接北伐军时用过的皮护腿。”沈申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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