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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雅颂

情至心处诗最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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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 火
■彭流萍

在烈焰没有点燃大地之前

所有苦难，都是带血的挣扎

所有呐喊，都是心灵与血肉的呼唤

1921年，嘉兴南湖红船

孕育神圣的星火

那刻，黑暗被重新披上曙光的袍

星火在军人的词典中是一种精神

星火是刀，开天辟地

星火是死士，敢为人先

星火是一粒闪光的子弹

一生只有一次的火花

感染另一朵火花

星火是杜鹃，漫山燎过苍翠的山野

星火是理想，前赴后继的勇士哟

高举火把，登上古老的烽火台

点亮万家灯火……

星火是水，曲折不挠，英勇顽强

抱团取暖，流入湛蓝海洋

构成强大的 无坚不摧的联盟

星火是扑闪扑闪的煤

当我轻轻按下开关

星星仿佛流着泪呢

星火是一种带铁的文化

星火是火炬

一代代共产党人薪火相传

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脊梁

星火，宛若一枚金红金红的种子

锦绣河山好似肥沃土壤

我是一棵吐着红芽的嫩苗

即使我是干柴

仍要燃起信仰的火焰

当岁月的洪流湮灭了我的骨骼

仍要燃烧，仍用灰烬的余烟

仰望 我无限崇高的祖国

红 船 颂
■马 克

南湖的水呦清凌凌

一条红船准备起航程

船上搭载着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

十三个水手摇桨奋力前行

纵然，一条水路漫漫

纵然，航道险象丛生

顶着狂风恶浪

奋力前行 红船冲破黑暗

红船迎来了灿烂的黎明

南湖的水呦绿盈盈

一条红船准备起航程

船上承载着一个不屈不挠的民族

十三颗红心追逐着理想前行

纵然，前方一片迷茫

纵然，征途困难重重

迎着枪林弹雨

奋力前行 红船冲破雾霾

红船迎来了万里晴空

凝望党旗
■牟春江

党旗的红色最纯正

镰刀和锤头

是工农手拉手高举的铁拳

把信念托向湛蓝的天空

凝望党旗

重温自己沸腾的誓言

一句句在心中温暖

永远不改初衷

凝望党旗

如走近炉火

燃烧燃烧再燃烧

渴望好钢的沸腾

凝望党旗

如听闻出征的号角

迅速拉近胜利的距离

渴望浴火重生1921 年 7 月底的一天，嘉兴南湖
上，停泊着一艘单夹弄中型画舫，舫
中 13 位外地青年从中午 11 时开会直
到傍晚 6时，依然满脸兴奋，不见一丝
倦容。会议闭幕时，尽管四处阴霾笼
罩，危险四伏，代表们还是轻轻呼出
了时代的强音：共产党万岁！共产主
义万岁！

一湖烟波无声，满楼烟雨动情，一
场“开天辟地大事变”在阴霾中上演。

将近一个世纪过去了，我伫立南湖
的岸边，久久眺望清波荡漾的远方。眼
前这艘红船，全长约 16米，宽 3米，内有
前舱、中舱、房舱和后舱，右边有一条夹
弄贯通，当时开会是在中舱内举行。中
舱放一方桌，桌上摆设茶具，周围放着
椅凳，前舱搭有凉棚，房舱设有床榻，后
舱置有厨灶等物。

船艄系一小拖梢船，这是干啥用的
呢？工作人员介绍，这艘看起来年代已
经久远的小船是当年接送代表们的
船。在“一大”中途停会后，代表们从上
海北站乘早班火车来到嘉兴，坐摆渡船
到湖心岛，再由这艘小拖梢船接上了
船。根据王会悟的回忆，代表们都是以
游湖为名。当时，考虑安全，让船主把
船停泊在离烟雨楼东南方向 200米左右
的僻静水域。

南湖红船，你那被历史课本言简意
赅概括的内容中蕴藏着怎样的传奇色
彩？那被历史浸染过的岁月后面又是

如何的烽火连天和惊心动魄？
1959年 10月 1日，新中国成立 10周

年，南湖革命纪念馆成立，以湖中烟雨
楼作为馆址。因开会之船早已不知所
踪，当年纪念馆根据中共“一大”会议时
来嘉兴安排游船的直接当事人王会悟
回忆，仿制了一艘丝网船模型，送到北
京请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审定认
可。后按模型原样仿制了一艘画舫，作
为南湖革命纪念船，陈列在烟雨楼下万
福桥旁，供群众瞻仰，接受革命传统教
育。这只仿建的“红船”，不仅集无锡丝
网船、灯船的优点于一身，而且船上的

屏风、气楼的雕刻图案，如花卉和戏曲
人物等表现得栩栩如生。

时隔 5年后，董必武重来南湖，他登
上画舫，感慨万千，挥毫题诗一首：“革
命声传画舫中，诞生共党庆工农。重来
正值清明节，烟雨迷蒙访旧踪。”

红船一旁便是烟雨楼。这楼是南
湖湖心岛上的主要建筑，拥有悠久的
历史。烟雨楼正楼两层，高约 20 米，
建筑面积 640 余平方米，重檐画栋，朱
柱明窗，在绿树掩映下，更显雄伟。
楼前檐悬挂董必武所书“烟雨楼”匾
额。烟雨楼前起风雨，蹉跎岁月见真

金。这幢古楼宛若一位历史的老人，
当年他张开怀抱热情欢迎来这里开
会的每位代表，也兴奋地目送他们远
去播撒火种。如今，他依然坚守在这
里，为寻根追源者讲述当年见证过的
每一个细节。

南湖风光旖旎，四季宜人。春天，
湖畔柔柳如烟；夏秋，湖中菱田绿如秧
畦；冬日飞雪时，湖上银树琼宇。春夏
间阴雨天气，景色迷人，其时烟霭似纱，
雨丝如雾。明人费元禄记述说：南湖
“其妙在轻烟沸渚，山雨欲来时，夹岸亭
台乍为明灭，而渔船泊舸微茫破雾，但
闻橹声伊轧耳”，赞为人间胜景。
“静静的水面上笼罩着薄烟，刚从

云雾中挣扎出来的朝阳喷发出红晕，一
只 普 通 的 乌 篷 船 荡 漾 在 晨 光 霞 霭
中 ……”伫立在这艘光芒四射的红船
前，我感慨万端，思绪激荡，党的“一大”
代表们那低沉的声音也犹在耳边回响，
他们用永恒的真理，熔铸成特制的铁锤
和银镰砸碎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
山”，铸就了国旗上的五颗金星。

革命声传画舫中
■李根萍

感 念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你听说过老渔阳里 2号吗？你去过
老渔阳里2号吗？

发生在老渔阳里 2号的故事，距离
今天已经一个世纪了。那是 1920 年，
在上海。或许，没有人知道老渔阳里 2
号的门牌究竟更换了多少次，但人们
知道它现在的门牌是南昌路 100 弄 2
号。100年前，中国共产党人就是在这
里选择了走马克思主义道路，创世纪
地铸就了中国革命的红色起点。

20 世 纪 20 年 代 ， 上 海 租 界 林
立，石库门这种别具一格的里弄住
宅，可谓老上海的缩影。位于法租界
环龙路的老渔阳里 2号，是一幢典型
的一楼一底的石库门房子。门楣上方
是一个典型的 A字三角形石雕，布局
精巧，整洁干净。这里原本是老革命
党人柏文蔚的公馆。2 月中旬，陈独
秀乘坐外国轮船到达上海。3 月初，
他从好友汪孟邹位于五马路 （今广东
路） 棋盘街的亚东图书馆搬到这里居
住，原本冷冷清清的柏公馆一下子就
热闹起来，真可谓“谈笑有鸿儒，往
来无白丁”。

现在，“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回到
了上海，新文化运动的“旗舰”——
1915 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的 《新青
年》自然也跟着他回来了，老渔阳里
2 号也就成了 《新青年》 编辑部。在
陈独秀的身边，又汇聚了一群新青
年，李汉俊、李达、沈雁冰、陈望
道、施存统、杨明斋等是老渔阳里 2
号的座上宾。

走进老渔阳里 2 号，进门就是客
堂间，也是陈独秀的会客室。瞧！堂
间最显眼的位置，挂着一块小黑板，
上面写着“会客谈话以十五分钟为
限”。陈独秀确实太忙了，拜访者络
绎不绝，踏破了门槛。堂间有一把皮
面靠背摇椅，与人谈话时，他就坐在
这把摇椅上。陈独秀中等身材，前额
宽广，眼神炯炯，闪耀着智慧之光。
在年轻人眼里，这位思想界的大明
星，仪表确实与众不同，西装革履，
仪态文雅，待人随和。在不拘形式的
谈话中，他顷刻间就能把对方征服，
一笑起来就露出整齐的牙齿，散发着
充沛的生命活力，俨然是一位大知识
分子。

夏天来了，季风也给上海带来了
雨水。5月 5日，毛泽东从北京来到了
上海，住在哈同路民厚南里 29号。五
四运动前夕，他和蔡和森、何叔衡等
人在长沙成立了新民学会，创办了
《湘江评论》。因为组织发动“驱张
（敬尧） 运动”，他率领湖南驱张请愿
团于 1919年 12月 18日到达北京，住在
北长街 99 号 （今北长街 20 号） 福佑
寺。完成北京的事务后，他匆匆赶往
上海。5月 8日，在上海半淞园，他同
新民学会会员彭璜、李思安等为欢送
即将赴法勤工俭学的陈赞周等 6位会员
开送别会。一年前，同样是为了送新
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他也是从
北京赶到上海。那一次，毛泽东遭遇
了困难。1936年 10月，他在陕北保安
（今志丹县）向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
口述自传时回忆说：“当我到达浦口以
后，又是一文不名了，而且连车票钱

也没有。没人有钱借给我，也不知道
怎样才能离开这个地方。不过最倒霉
的就是一个贼偷去了我仅有的一双鞋
子！啊呀！怎么办呢？可是‘天无绝
人之路’，我的运气非常好。在车站外
面，我碰到了一个湖南的老友，他借
给我足够买一双鞋子和到上海车票的
钱。”毛泽东称这位湖南老友是他的
“救命菩萨”。

这位“救命菩萨”名叫李声澥，
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期间与
毛泽东相识，也参加了新民学会。早
在 1918年夏天，他就来到上海，在一
家古董玩具店帮工。1920 年 3 月，作
为《新青年》的忠实粉丝，他获悉陈
独秀的住处，便来到老渔阳里 2号慕名
拜访。作为学生出身的知识分子，他
听从陈独秀的意见，改名李中, 进入有
3000 多名工人的江南造船厂当了一名
钳工。因深得陈独秀赏识，李中被邀
请临时住在老渔阳里 2号，跟随陈独秀
一起开展工人运动。

在上海，毛泽东很快就见到了这
位久别的湖南老友。李中劝毛泽东一
起从事工人运动。毛泽东也很想向李
中学习，在写给罗学瓒的信中谈起此
事时说：“我现在很想作工，在上海，
李声澥君劝我入工厂，我颇心动。我
现在颇感觉专门用口用脑的生活是苦
极了的生活，我想我总要有一个时期
专用体力去作工就好。李君声澥以一
师范学生在江南造船厂打铁，居然一
两个月后，打铁的工作样样如意，由
没有工钱已渐得到每月工资 12元。他
寓居上海法租界渔阳里 2号，帮助陈仲
甫先生等组织机器工会。”

1920 年 6 月的一天，毛泽东和彭
璜、李启汉等跟随李中走进了老渔阳
里 2 号，见到了仰慕已久的陈独秀。
毛泽东比陈独秀小 14岁，也算是忘年
交了。早在 1918年，毛泽东在北京大
学图书馆当佐理员的时候，文科学长
陈独秀就经常来他这里借阅书刊。几
十年后，毛泽东依然念念不忘，“他给
我的影响也许比那里任何人所给我的
都大”。

见面后，陈独秀向毛泽东表示了
对湖南人抗争精神的赞赏，毫不讳言

对张敬尧胡作非为的愤慨。
毛泽东表达了对陈独秀的尊重和

敬仰，介绍了创办《湘江评论》、宣传
新思想、新文化的情况。

陈独秀对《湘江评论》的工作和
驱张运动都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还列
举王船山、曾国藩、罗泽南、黄兴、
蔡锷，赞扬他们都是艰苦奋斗、扎硬
寨、打死战的湖南人。

谈话中，毛泽东向陈独秀说明了
“湖南改造促成会”的计划，征求陈
独秀的意见。在毛泽东身上，陈独秀
看到了湖南人的奋斗精神，十分高兴
地说：“一个人的生命最长不过百
年，或长或短，不算什么大问题，因
为他不是真生命。大问题是什么？真
生命是什么？真生命是个人在社会上
留下的永远生命，这种永远不朽的生
命，乃是一个人生的大问题。社会上
有没有这种长命的个人，也是社会的
大问题。奥利芙·施赖纳的小说中有
这么一个故事，你见过蝗虫它们怎样
渡河么？第一个走下水边，被水冲走
了，于是第二个来了，于是第三个，
于是第四个，到后来，他们的死骸堆
积起来，成了一座桥，其余的便过去
了。那过去的人不是我们的真生命，
那座桥才是我们的真生命，永远的生
命 ！ 因 为 过 去 的 人 连 脚 迹 也 不 曾
留 下，只有这桥留下了永远纪念的
价值。”

毛泽东说：“先生说得真好。有真
生命的人，是因为他们造的桥的生命
永远存在那里，在我们心中。”

说到这里，毛泽东又跟陈独秀谈
起在北京与李大钊见面的情形。表示
自己在北京读了许多俄国十月革命的
书籍，像邵飘萍的《综合研究各国社
会思潮》《新俄国之研究》，还看到了
一些共产主义书籍。

陈独秀告诉毛泽东，陈望道刚刚
完成 《共产党宣言》 全本的翻译工
作，自己和李汉俊先生正在校阅，马
上就要出版了。

陈独秀听说毛泽东在北京时就阅
读过马克思的 《资本论》，非常欣
慰，感觉遇到了知己，越说越有兴
致。他告诉毛泽东：“马克思的 《资

本论》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
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著作，阐述
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经
济基础，揭示了现代社会的发展规
律。湖南受军阀蹂躏较其他省份惨
痛，社会各阶层都对督军制度有反
感，尤其是工人农民。前不久，上海
厚生纱厂女工事件在长沙新闻界闹得
沸沸扬扬，我们专门做了调查，想
必你们也看到了。”

毛泽东说：“我在 《新青年》 上
看到了，感谢先生为我们湖南女工说
了公道话。的确像先生所说，现在的
劳动运动，已经是要求管理权的时
代，而不仅仅是要求待遇的问题了。
无论待遇如何改良，终不是自由的主
人地位。”
“厚生厂在湖南招募女工无论办法

好歹，都不单是湖南的女工问题，也
不单是上海男女工人的问题，乃是全
中国劳动问题。要知道，我们吃的粮
食，穿的衣服，住的房屋，都是劳动
者做的。社会上有各种人，唯有劳动
者才是社会的台柱子。”说到这里，陈
独秀指着李中说，“现在，我请李中和
我一起组织机器工会，把工人群众组
织起来，提高他们的觉悟，一起为这
个国家而奋斗。”

听了陈独秀的话，毛泽东眼睛一
亮。他向陈独秀表示，回长沙后，将
筹办文化书社、工人夜校，宣传新思
想，提高人民的思想觉悟，把自治运
动搞起来。陈独秀十分赞许。

1920 年 7 月，返回长沙前夕，毛
泽东再次登门，向陈独秀告别。在
老渔阳里 2号，他详细谈了回湘后的
打算，包括成立文化书社和俄罗斯
研究会、组织湖南人民自治运动，
表示要继续做好 《新青年》 的发行
工作。陈独秀十分赞赏，对毛泽东
说：“我正在筹备组建共产党。如果
你们的计划顺利实现，也是建党的
最好准备。”毛泽东兴奋地说：“我
们也想在这些工作的基础上，做好
湖南党组织的建设工作，今后请先
生多多指导。”陈独秀握着毛泽东的
手说：“希望你们继续努力，发扬湖
南人的奋斗精神！”

的确，在上海的这两个月，是毛
泽东一生中最为关键的一个时期。他
在写给好友的信中说：“好多人讲改
造，却只是空泛的一个目标。究竟要
改造到哪一步田地？用什么方法达
到，自己或同志从哪一个地方下手？
这些问题，有详细研究的却很少。”毛
泽东感觉自己像“睡在鼓里”一样。
这次与陈独秀的会见，让他茅塞顿
开。后来，他在自传中深情地回忆
道：“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
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
籍。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
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
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他还
说：“到了 1920年夏天，我已经在理论
上和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
克思主义者，而且从此，我也自认为
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上海，对陈独秀来说确实是一块
福地。这里，不仅是他躲过数次通缉
追捕的避难地，也是他四次东渡日本
求学或流亡的出发地，还是他发动新
文化运动的策源地。现在，上海又将
成为他发起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滥觞之
地，他将带领新一代知识分子中的先
进者在这里与产业工人相结合，以俄
国为榜样，开始探索走一条救亡图存
的道路。事实上，就在毛泽东 1920年
5月抵达上海的时候，陈独秀发起组织
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探讨社会主义学
说和中国社会改造问题。而在与毛泽
东会见的这个 6月里，陈独秀在老渔阳
里 2号与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等人
开会商议，决定成立党组织，还起草
了党的纲领。

1920 年 8 月，在共产国际代表维
经斯基的支持和推动下，中国共产党
早期组织在老渔阳里 2 号 《新青年》
编辑部成立，推陈独秀担任书记。那
时，关于党的名称问题，陈独秀和李
汉俊、俞秀松、施存统等人也没有最
后确定下来——是叫社会党，还是叫
共产党，抑或叫社会共产党？为此，
陈独秀专门致信征求李大钊的意见。
李大钊主张定名为“共产党”。陈独
秀同意并决定党的名称就叫“中国共
产党”。老渔阳里 2号成为各地共产主
义者进行建党活动的联络和指挥中
心。从此，古老的中国大地上有了共
产党。

这年 11 月，在老渔阳里 2号，中
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拟定了《中国共产
党宣言》，创办半公开的 《共产党》
月刊 （实际情况为：从 1920 年 9 月
起，《新青年》 成为上海共产党组织
的机关刊物。11月，上海党组织创办
半公开的 《共产党》 月刊）。其间，
陈独秀分别给北京、武汉、长沙、广
州、济南的朋友们写信，希望他们尽
快筹备建立党组织。不久，陈独秀收
到了毛泽东热情洋溢的邀请，希望他
去长沙出席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
大会。因要去广州就职，遗憾未能成
行。于是，毛泽东在新民学会的先进
分子中，创建了长沙的共产党早期
组织。

日出东方，苦难辉煌。毛泽东
说：“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
地的大事变。”

沧海桑田，换了人间。穿越百年
时光，老渔阳里 2号，一个见证开天辟
地大事变的地方，一个不应该被遗忘
的地方！

老渔阳里2号的百年时光
■丁晓平

回望初心

幸福之根，复兴之源

初心（油画） 刘宇一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