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仲春申城，花开正艳，上海兴业路 76
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庄严肃穆。虽
然纪念馆正在闭馆修缮，但仍有许多游客
专门来到纪念馆门前拍照留念，有的部队
来此开展党日活动。一面面党旗在石库门
前展开，一声声入党誓词久久回响……

开天辟地，党的创立。中国革命历程
中，这里是光辉的起点。中国共产党从这
里开启百年征程，带领中国人民使中国从
积贫积弱走向独立富强，创造了人类社会
发展史上的奇迹。

武警上海总队执勤第四支队十中队紧
邻中共一大会址，中队连续 20多年遴选官
兵担任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义务讲解员。
近日，记者来到该中队，从义务讲解员的笔
记中，重温建党精神。

生死存亡之际，历史和

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

战士讲解员陈伉的笔记开篇，是对纪
念馆陈列的《时局图》的介绍。图片下
方，一行大字分外醒目：“承载非凡使命，
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这是开天辟地的大
事变。”

历经百年沧桑，曾经的苦难仍历历在
目、刻骨铭心。
“19世纪末，西方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

狂潮，中华民族陷入空前的民族危机……”
每次讲解《时局图》，陈伉心情都会格外
沉重。

近代以来，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掠夺给
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灾难。“多屈辱啊！多耻
辱啊！那时的中国是待宰的肥羊。”为了
改变现状，中国人民同外国侵略者和本国
反动势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为了挽
救国家和民族，无数仁人志士开始探索救
国救民的道路。
“中国的出路在哪里？”历史给予了各

阶级及其政治势力登台的机会，但洋务运
动、维新变法等种种尝试，都没能完成救
亡图存的民族使命和反帝反封建的历史
任务。

生死存亡之际，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
党。“我们党的诞生是历史的必然，是中国
革命历经无数失败后得到的最终答案。”陈
伉介绍，纪念馆序厅名为《起点》的大型铜
版浮雕的寓意，正在于此。

1921年 7月 23日晚，上海法租界望志
路 106 号，中共一大开幕。仅仅十几个人
参加的秘密会议，将彻底改变中国命运，开

启中国人民走向光明幸福的新纪元。

真理与信仰的光芒，映

在鲜红的党旗上

“纪念馆的镇馆之宝，应该是这本首个
中文全译本《共产党宣言》。”在战士讲解员
何俊的笔记里，这段讲解内容被重点标记。

1920年 8月，由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
宣言》出版，首印 1000册，很快售罄。如今
这本册子已经泛黄，封面上的马克思肖像有
些模糊，但“共党产宣言”几个字仍清晰醒
目。第一版《共产党宣言》封面的“产”“党”
两个字颠倒了顺序，直到再版才更正过来。

虽然封面印错了，但书中蕴含的真理
和信仰没有错。“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
立起来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
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这面旗帜就是马
克思主义。

册子虽小，却蕴含无穷的精神力量。
通过学习《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著
作，一大批先进分子完成了思想转变，成为
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马克思主义一旦成为革命信仰，就会

产生无坚不摧的伟力。”凝望《共产党宣言》

的照片，何俊深有感触。以这里为起点，往
后百年，共产党人心头笔端流淌的，始终是
为信仰“头可断、血可流、主义不能丢”的信
念和决心——方志敏用“敌人只能砍下我
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诠释视
死如归；夏明翰用“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
真”铸就如磐信念；赵一曼用“我的主义、我
的信念，绝不更改”谱写生命绝唱……

永远做中国人民和中

华民族的主心骨

“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
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援助工人阶级，
直到社会阶级区分消除的时候……”战士
讲解员徐子健的笔记里，对党的第一个决
议和第一个纲领的解说占据了很大篇幅。

既然勇敢担起拯救国家和民族的伟大
使命，就必须做好斗争准备。

1921 年 7月，中共一大选举产生了党
的中央领导机构，讨论并通过了党的纲领
和决议。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确定了党

的名称、政策、纲领、纪律、机构等，旗帜鲜
明地把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作为自己

的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内
容包括工人组织、工人学校、工会组织的研
究机构等，规定了党在当前实际工作中的
主要任务，并提出了开展工作的原则、方法
和要求。”这段解说词已被徐子健研究过很
多遍，早已烂熟于心。

党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
用，在两份文件中得到鲜明体现。

从此，我们党就自觉把人民利益书
写于党章、宣示于誓词、贯彻于行动，带
领人民开启彪炳史册的创业征程，掀起
气壮山河的建设浪潮，闯出波澜壮阔的
改革之路……100 年来，无论弱小还是强
大，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漫漫征程上，这个
立志于千秋伟业的人民政党，始终是中国
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主心骨，始终是复兴征
程上的坚强领导核心。

重回一大会址前，砖墙依旧，梧桐茁
壮，时光仿佛穿越了百年。中国共产党带
领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精神密码，就藏在
这沧桑的石库门内，藏在千千万万共产党
员的心中。

从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义务讲解员的讲解笔记中，重温建党精神——

初 心 如 磐 踏 征 程
■本报记者 金雅兰 特约记者 陈 超 通讯员 鹿子舟

“中国共产党万岁！”100年前，饱含信仰

的声音如惊雷划空，鼓荡起跨越时空的恒久

回响，中共一大在嘉兴南湖的红船上闭幕。

时代变迁，精神永恒。100年后，“红

船”已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心中的精神坐标。

习主席把“红船精神”概括为开天辟

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

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

献精神。这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建党

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之源，昭示着中国共

产党人的初心使命。

“红船精神”蕴含着党始终走在时代前

列的不懈追求。曾经的中国，有一段不堪

回首的屈辱历史。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

危难时刻，中国共产党义无反顾走上历史

舞台，担起民族解放的重任。于红船上宣

告成立时，我们党力量还很微弱，就誓以革

新旧中国、实现共产主义为己任，那是何等

的壮怀激烈、何等的铁肩担当！“斧头劈开

新世界，镰刀割断旧乾坤。”以红船为起点，

我们党从这里出发，走向井冈山，走向延

安，走向西柏坡，带领中国人民推翻“三座

大山”，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

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红船精神”蕴含着党一往无前的奋斗

姿态。马克思说，如果斗争是在极顺利的成

功机会的条件下才着手进行，那么创造世界

历史未免就太容易了。回首百年征程，我们

党从红船掌舵启航，为信仰乘风破浪，无论

面对战火还是灾害，无论经受危难还是考

验，一路历经挫折而不断奋起，历尽苦难而

淬火成钢。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无论

走多远，“红船精神”如一条红线贯穿党的全

部历史进程，中国共产党坚定理想、百折不

挠的奋进足迹，永远彪炳史册。

“红船精神”蕴含着党为人民谋利益的

宗旨初心。小小红船之所以能够越过急流

险滩、驶过惊涛骇浪，成为领航奋进的巍巍

巨轮，就在于我们党从红船诞生那天起，就

不为一己私利，而是怀着为国为民的赤子

之心和真挚深厚的人民情怀，把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作为根本宗旨。革命年代，在

“红船精神”引领下，我们党发动人民、带领

人民夺取政权。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继

续发扬“红船精神”，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

切，带领人民群众真抓实干。百年弹指一

挥间，我们党如今已是拥有9000多万党员

的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为中

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

和使命从来没有变。

“烟雨楼台革命萌生此间曾著星星火；

风云世界逢春蛰起到处皆闻殷殷雷。”当年

隐现在南湖烟雨中的星火，早已燎原，神州

大地处处皆是光明。

胸怀千秋伟业，恰是百年风华。如今，

红船依然静静泊在南湖岸边，向人们一次

又一次讲述“为什么出发”，继续见证中国

共产党的初心使命，也憧憬着中国共产党

和中华民族更加光辉的未来。

红船依旧 精神永恒
■苏延强

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先进政党。“马克

思主义不仅深刻改变了世界，也深刻改变了中国。”习主席在纪念马

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深刻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真

理力量。

回首百年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不是一帆风顺，而是

经过了不断比较、不断实验、不断斗争。其中，早期共产党人创办

的进步刊物，有力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

的诞生奠定了思想基础。下面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创办的一些重

要进步刊物。

1915 年 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
《青年杂志》，后更名为《新青年》。

创刊初期，《新青年》从反对封建
主义开始, 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
大旗, 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打
下良好基础。俄国十月革命后，《新青
年》掀开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新篇章，
成为在中国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
会主义思想的重要阵地。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新青年》一
度成为中共中央机关刊物，为中国共
产党的发展壮大奠定了理论基础。

1918年 12月，陈独秀、李大钊等在
北京创办《每周评论》。
《每周评论》周期短、版面活、紧

跟局势，与《新青年》等互为补充，互
相配合。它不仅积极报道世界各国
的独立运动，而且在马克思主义刚刚
传入中国时，便敏锐地发表了摘译版
《共产党宣言》。《每周评论》出版后，
带动影响了一批进步报刊的创办和
成长。

1919 年 7月，毛泽东在长沙创办
《湘江评论》。

在编排形式上，《湘江评论》学习当
时影响力较大的《每周评论》。在内容
上，毛泽东文风犀利、言辞激昂，热情歌
颂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介绍欧洲各国
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宣传马克思主义。

因见解深刻，文字辛辣，《湘江评
论》被称为“湘江的怒吼”，在舆论界产
生强烈反响，并影响感召了一大批青
年和学生投身到革命事业中。

1920年 11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
理论性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在上海
创刊，秘密发行全国。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党刊，
《共产党》月刊在中国第一次公开亮
出了“共产党”的旗帜，第一次喊出
了“共产党万岁”“社会主义万岁”的
口号。它指导全国各地的建党工
作，成为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必读
刊物之一。

（庄小好、贾国梁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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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领导机构成立后下发的第一份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

1921年，中共中央局召开扩大会议，着重讨论党、团组织发展以及工人运动和宣传工作等问题。11月，下

发《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对相关工作提出了具体的计划和要求，指导中央局和各地党组织积极开展工作。

（陈玉博、张 翔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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