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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郭敬丹、吴振东

　　上海市静安区的繁华闹市中，一排灰白色
石库门建筑在绿树映衬下显得庄重而静谧。建
筑无声，但每条走廊、每个房间都蕴藏波澜壮阔
的历史回响。
　　这里是中共二大会址，曾经的辅德里
625 号。
　　 1922 年 7 月 16 日至 23 日，中共二大召
开。会上产生多项“第一”：第一部党章诞生，第
一次提出党的民主革命纲领，第一次提出党的
统一战线思想……
　　从中共一大召开地“树德里”，到中共二大
会址“辅德里”，一“树”一“辅”，印证着中共一
大、二大共同完成党的创建的历史，更留下意味
深长的哲思。
　　走进辅德里，红色激流仿佛扑面而来，讲述
穿越百年的理想之光。

朴素简陋

　　 20 世纪末，上海建设“东西向大动脉”延
安路高架，在设计时特意作了一个重要改动：为
二大会址绕了个弯，将这幢百年石库门建筑完
好保存下来。
　　如今，会址门楣上的砖雕横批“修旧如故”，

“腾蛟起凤”四个字依旧清晰。
　　百年前的革命者们或许并未注意到这一细
节。那时的辅德里，“毫不引人注目”，也正因如
此，初创的中国共产党选择在这里召开自己的
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辅德里在当时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交
界处，‘分界线’边上往往会形成行政管理和治
安上‘真空地带’，周围相同的石库门房屋连排
连幢，625 号也不抢眼。并且，深巷内前后门均
可通行，在当时严峻的环境下，这也便于应对突
发情况，及时疏散。”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党支
部书记、副馆长尤玮说。
　　时光倒回百年，“毫不引人注目”的辅德里，
成为许多有志青年的汇聚地。
　　时任中央局宣传主任李达和夫人王会悟就
租住在这里。在电影《1921》中，李达在天台上
慷慨激昂地唱着《国际歌》，王会悟流着泪，但目
光坚韧，眼神中满是对丈夫、对未来的信心。
　　辅德里不仅是他们的生活场所，更是中央
局秘密的办公地点。中央重要的方针政策、政
治主张、重要指示，都由这里发向全国各地的
共产党组织。中央局来往文件的处理和保管、
机关事务、会务等工作，就落在李达身上。在寓
所一楼通往二楼的楼梯下方，李达安放了一台
小型印刷机，创建了党的第一个出版机构———
人民出版社。当时，大量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小
册子从这里源源不断输送到上海工人运动第
一线。
　　“625 号”后门斜对面一幢房子是平民女
校，由陈独秀、李达等发起。由于党的经费缺乏，
李达、王会悟夫妇就将自己工资和稿酬拿一部
分出来租校舍，并着手其他各项筹备工作。
　　 1922 年 2 月，平民女校正式开学，设有语
文、数学、英文、物理、化学、经济学、教育学、社
会学等课程，教师都是有深厚学养的知名人士，
大多数是共产党员，如陈独秀、刘少奇、陈望道、
沈雁冰等。这里曾走出王剑虹、丁玲、钱希钧等
后来颇具知名度的女学生。
　　幼年的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发展着自己的
事业。到中共二大召开时，全国党员已由中共一
大时的 50 多人增加到 195 人。中共二大的任
务，是制定出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革命纲领作
为自己的行动指南。
　　参加那次会议的是 12 名来自全国各地、
平均年龄 29 岁的代表：陈独秀、张国焘、李达、
杨明斋、罗章龙、王尽美、许白昊、蔡和森、谭平
山、李震瀛、施存统等。由于历史久远，至今仍有
一位代表无法确认身份。
　　他们在风华正茂的年纪相遇——— 每个人都
接受过新式教育，多人曾留学法国、日本、苏俄，
以他们的学识，不投身革命也足可衣食无忧。
　　他们为共同的理想在辅德里相聚———“这
些意气风发的年轻人，都较早受到马克思主义
影响，并将其同中国革命实际初步结合起来。他
们不断学习，与时俱进，敢于突破。”中共上海市

委党校党的建设教研部副教授陈世瑞说。
　　 1922 年 7 月 16 日至 23 日，中共二大召开。
王会悟曾在晚年回忆，会场朴素简陋，没有正式
布置，就是加了几张凳子。两只柳条箱放在窗口，
上面铺一块布，当桌子用。“他们持续不断地开
会，下楼吃饭的时候，也在饭桌上讨论会务。”
　　如中共一大召开时一样，王会悟同样以“会
务王”的身份见证历史。二大代表们开会时，她
就抱着刚出生不久的女儿在外面放哨。
　　 1958 年，上海有关部门经过艰难查访，最
终确证了静安区老成都北路 7 弄 30 号（原南
成都路辅德里 625 号）就是中共二大会址，并
根据李达、王会悟等人的回忆和相关文献记载，
对它重新进行复原布置——— 王会悟曾回信“关
于中共二大会议原址的会议描述”，还专门请人
手绘了辅德里 625 号平面草图，工整清晰的图
上，书架、床铺、座椅等一一呈现。
　　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复原了那些场景。客
堂间中央，摆放着一张八仙桌，周围八个方凳，
两边是太师椅和茶几。自 2002 年纪念馆对外
开放以来，一批又一批参观者走进这个房间，追
寻辅德里的红色历史。

党章诞生

　　 100 年前，闷热潮湿的夏天令人困倦，但
聚在辅德里 625 号的 12 人却激情澎湃，一个
自由、独立的新世界，点亮了他们的面庞。
　　彼时的中国，最突出的问题，是帝国主义势
力操纵下愈演愈烈的军阀混战。成立之初的中
国共产党已经认识到，时局如此动荡，如果不先
推倒祸国殃民的大小军阀及帝国主义，不先建
立一个有严密组织、有严明纪律的有力的党，一
切美好理想的实现都无从谈起。
　　拥挤的石库门里，与会代表字斟句酌。8
天、3 次全体会议；逐条起草，讨论，修改，最后
表决通过，首部《中国共产党章程》就此诞生。
　　“党的二大与一大共同完成了党的创建任
务，标志之一，就是首部党章的诞生。”上海市中
共党史学会会长忻平说。
　　首部党章共 6 章 29 条，千余字，包括党
员、组织、会议、纪律、经费、附则等，条文对党员
条件和入党手续、党的组织原则和组织机构、党
的纪律和制度等分别作了具体规定。
　　与现行党章不同，首部党章的内容只有条
文，没有总纲。在中共二大通过的文件中，《关于
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更多承担了总纲的
职能，决议案首次明确了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
性质，并提出党在建设过程中必须遵循的两大
原则：一是“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群
众里面去”，二是“党的内部必须有适应于革命
的组织和谏训（训练）”。
　　《中国共产党历史》关于中共二大这样写
道：“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是党成立
后的第一个党章。它对党员条件、党的各级组
织的建设和党的纪律做了具体规定。”党史专
家认为，首部党章对纪律的规定十分严格。比
如，无故连续四个星期不为党服务，三个月不
交纳党费的，要开除出党。再如，言论和行动有
违背党的章程和各执行决议案，无故两次不参
加大会，泄露党的机密的党员等都必须开除。
此外，在经济纪律方面突出了对党的经费的
管理。
　　“在当初这样严峻的政治条件下，一个新生
党组织对一名党员的要求如此严格，有这样的
魄力，非常不容易。”忻平说。
　　 1922 年 8 月，二大闭幕后不久，当时还是
国民党党员的朱德费尽周折，来到陈独秀在上
海的寓所，说出自己想要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想
法。看着朱德急切的神情，陈独秀却告诉他，与
国民党不同，共产党是极为严密的组织，共产党
员必须有坚定的革命意志，必须经受严峻斗争
的考验，而且这样的考验不是短时间就能完
成的。
　　“碰壁”后的朱德没有气馁，而是极为虔诚、
认真地翻阅陈独秀送给他的革命理论书籍，继
续他的入党申请之路。后来朱德赴欧洲，经过严
格的组织程序，终于在周恩来、张申府的介绍下
成功入党。
　　当时尚处幼年的中国共产党，当然渴望更
多优秀青年的加入，这么做，只因纪律如铁、信

仰如磐！
　　 1923 年召开的中共三大上，陈独秀代
表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作报告，他说：“党
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时还没有纲领，甚至没有
规章，党的要求——— 无产阶级专政——— 悬在
半空，到第二次代表大会时就脚踏实地了，有
了规章，找到了中国实际的联系并决定了党
要走的道路。”
　　在党史专家、高校中国共产党伟大建党
精神研究中心立信分中心研究员徐光寿看
来，陈独秀所说的“脚踏实地”，主要就是指二
大制定了首部党章，制定党章不仅开启了中
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更为指导党员言行、健
全党内生活、促进组织发展、提高党的战斗力
发挥了积极作用。二大之后，在党的领导下，
全国各地的罢工斗争风起云涌，工人的政治
觉悟迅速提升、组织程度明显提高，青年、妇
女运动也展现出全新面貌。
　　如今，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中，特别设置
了一面党章集锦墙，墙上展示着不同年代、不
同版本的党章。有参观者感慨：“一部部党章，
正是中国共产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不断发
展的见证，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人对信仰的不
懈追求。”

守护信仰

　　有关中共二大的内容及其历史意义，党
史学界很早就有了较为统一的认识。一个原
因是，与没有任何中文文献留存于世、党史学
者通过多种线索才确定出召开时间的中共一
大相比，中共二大通过的中文文件原件被完
整保存了下来，历史的原貌直观呈现在研究
者眼前。
　　例如，《中国共产党章程》第 29 条有这
样的内容：“本章程由本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
会（1922 年 7 月 16 日— 23 日）议决”，明确
指出了大会的会期，精确到日。
　　中共二大留存于世的中文文献《中国共
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决议案》，里面包含中共
二大通过的各项决议文件，最后一部分内容
是《中国共产党章程》。
　　泛黄的决议案小册子，如今珍藏于中央
档案馆。小册子里盖着一枚印章：“张静泉（人
亚）同志秘藏”，其背后，是一个守护者的传奇
故事。
　　他叫张人亚，字静泉，1898 年生于浙江
北仑霞浦镇霞南村，中共早期党员，曾领导上
海金银业工人大罢工。
　　“张人亚的大部分革命生涯在上海度过。
他从事革命时间早，涉入领域广，在中国共产
党领导的早期上海工运、青运、党建、秘密交
通、出版发行等革命事业中作出了积极的贡
献。”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研究一处副处长陈
彩琴说。
　　靠着踏实进取的品质，张人亚逐渐从一
个普通的手工业工人成长为党的优秀干部。
1924 年，张人亚在自述中讲到他为什么加入
共产党：“我虽是中小资产阶级性的手工业工
人，可是我的境遇，已够使我忠于无产阶级，
自己既已要做无产阶级中的一员，自然总想
将无产阶级力量壮大起来，指导无产阶级行
动的头脑并健全起来。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
头脑，过去的事实已经告诉我了，所以我加入
共产党，并不是偶然的事。”
　　忠诚与信仰，融入了张人亚的革命生涯
中。1927 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中国
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危急关头，张人亚首先想
到的是党的文件和马克思主义书刊的安危。
这年年底，许久没回乡的他，匆匆推开宁波霞
浦的家门，将一批文件和书刊交给父亲张爵
谦后，转身继续奔赴广阔的革命事业。
　　幼年的中国共产党，许多活动秘密进行，
以至于家人丝毫不知张人亚的踪迹。张爵谦
为保护儿子留在家里的文件，编了个“不肖儿
在外亡故”的故事，为张人亚修了一座合葬

“衣冠冢”，并用油纸裹好文件藏进空棺里。
　　直到新中国成立，张人亚仍然没有回家，
张爵谦便嘱托三子张静茂将文件和书刊上交
党组织。1920 年 9 月出版的《共产党宣言》
首个中文全译本、1920 年至 1921 年《共产

党》月刊全部刊号、中共二大会议文件……
“他以自己独特的精明和远见，使中共早期一
些珍贵历史文献得以保存流传，留下了永久
的传奇故事。”陈彩琴说。
　　亲人一直没有放弃寻找“失踪”的张人
亚。2005 年，家人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
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上发现记载，张
人亚于 1932 年病故。悼词写道：“人亚同志
对于革命工作是坚决努力，刻苦耐劳的，在共
产党内始终是站在党的正确路线之下，与一
切不正确思想做坚决斗争……”
　　一家人如释重负，热泪盈眶。
　　讲述中共二大历史和中共早期党员守护
党章故事的非虚构戏剧《辅德里》对这段故事
有动人的演绎。舞台上，张人亚拎着旧皮箱，
为革命四处奔走。另一幕，则是亲人们不懈的
寻找与思念。当张人亚的侄女张望红终于找
到二伯的下落，并“告诉”已经去世多年的爷
爷，“二伯为了革命牺牲了”，观众席一片安静
与专注，许多人落泪了。
　　《辅德里》由上海静安区委宣传部、静安
区文化和旅游局出品，曾在全国巡演，打动了
无数青年。“90 后”编剧吴冰说，自己被张人
亚的故事“戳中泪点”，她发现，伟大是这样具
体，牺牲是何等的重。她希望，让更多年轻人
知道中共二大的历史、首部党章的守护、重要
历史人物的情怀和担当。
　　《辅德里》的主题曲里，吴冰把对先辈的
怀念与致敬写进歌词：“鲜花开满了山崖，野
火烧尽了荒凉。少年奔向了远方，旧皮箱装满
理想……”

“腾蛟起凤”

　　根据与会代表的回忆，中共二大结束的
7 月 23 日，陈独秀已然忘记这是秘密会议，
直接从座位上站起来，如同演讲般，高声宣读
大会通过的文件……
　　百年后，这样炽热的情感也被注入戏剧

《辅德里》中。舞台上，演员通过演唱、叙述与
表演展示中共二大，充满青春力量的“两小时
交响乐”几乎承包了全剧“燃点”。一个高潮出
现，是演员在激昂有力的音乐中集体高唱：

“中国共产党万岁！”
　　响亮的口号，来自《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
国大会宣言》。这是一份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
文件，制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初步
阐明了当时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策
略、任务和目标，指明了中国革命的前途。结
尾处，第一次公开喊出了“中国共产党万岁”
的口号。
　　大会推举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组成起
草委员会，负责起草《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
代表大会宣言》和其他决议案。
　　宣言指出，中国革命的对象是“资本帝国
主义和军阀官僚的封建势力”，革命的性质是

“民主主义革命”，进而提出在目前的历史条
件下，党的奋斗目标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
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
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本部为真
正民主共和国”。这实际上制定出了党在现阶
段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即党的最低
纲领。同时，宣言又指出：党的目的是要“组织
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
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
产主义的社会”。这又坚持了中共一大制定的
最高纲领。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国的民主主
义革命硝烟弥漫、艰难困苦，但此前却没有一
个政党明确地弄清革命的对象和动力，从而
有针对性地制定革命的纲领，而中国共产党
成立仅一年，就提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革命
纲领。“这充分表明，只有用马克思主义武装
起来的中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才能为中国
革命指明方向，才能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
利。”忻平说。
　　穿过百年的时光隧道，辅德里如一本
生动的教材，让今人清晰看到梦想、热血
与奋斗，正如会址门楣上至今闪亮的“腾
蛟起凤”，中国共产党由此“蛟龙腾跃，凤
凰起舞”。

走进辅德里，感受穿越百年的理想之光

▲ 7 月 19 日拍摄的中共二大会址。

张陵

　　作家陈果的长篇报
告文学《在那高山顶上》

（四 川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以“双百人物”、“最
美奋斗者”、“感动中国
人物”李桂林、陆建芬夫
妇为主人公，讲述了他
们 30 多年扎根深山彝
村，教书育人的感人故
事，表现了他们崇高的
思想品质和精神境界。
　　《在那高山顶上》
描写的二坪村，就是著
名的“天梯村”。生活
在高山上的彝族人民，
祖祖辈辈都无法修路，
只能靠着悬崖上用藤
条和木棍编成的梯子
下山上山。许多作品
把焦点都对准这“传奇
般”的“天梯”，反映这
座山寨曾经触目惊心
的贫穷和落后。然而，

《在那高山顶上》却不
过度追求“传奇性”，而
把目光聚焦在山顶上
的一座乡村小学校的两
个民办教师身上。没有

“传奇”，只有破旧的校
舍、贫困的孩子和一天
又一天的日子。这才是
二坪村小学真实的故事。30 多年前，当李桂
林爬上天梯来这里任教时，看到只是几间残
垣断壁的屋子，杂草丛生，一片荒芜。人们
差不多已经忘记了这里曾经是一座小学校。
是李桂林以及陆建芬的到来，才让人们听到
琅琅读书声。从此，这座山寨的穷孩子们，
又找回了知识改变命运的希望。
　　几乎所有曾经的贫困地区都有一个共
同的现象，那就是教育严重落后。原因很
简单，多数人会选择条件好的地方发展，能
在艰苦地区长期待下来，实实在在教书育
人的老师毕竟是少数。而年轻的李桂林就
是这个“少数”，他奔着生存条件最恶劣、生
活最贫困的二坪村而去。第二年，他的妻
子、代课老师陆建芬及全家都上了山，夫妻
俩以常人无法想象的意志和毅力，一干就
是 30 多年。他们把人生最美好的时光都
奉献给了贫困山区的教育事业。
　　《在那高山顶上》正是从这样一个大时
代背景下，讲述他们的故事，才更加深刻地
表现出主人公的情怀和精神。他们只是比
别人更加知道，还有很多比他们穷、比他们
命更苦的人，在等待着他们去帮助。他们
也没有做出什么大事，只是教那些山区的
孩子们识字做人。他们并没有改变世界的
能力，但他们比别人更坚定地来到穷山村，
给孩子们带来了福音。
　　作品带着崇尚英雄、讴歌英雄的深厚
情感去描写李桂林陆建芬夫妇，把他们的
工作融入时代精神来表现。同时，作品也
从“感动中国”的光环中，还原他们平凡的
世俗生活，真实写出他们感动社会、感动我
们所有人之处。事实上，李桂林当初上二
坪村，也是经过一番思想斗争的。他在爬

“天梯”时，也产生畏难情绪，也想打退堂
鼓，可一碰到少数民族群众那种恳切纯真
的目光，他就觉得自己“扛得过去要扛，扛
不过去也要扛”，很多时候，他是咬着牙坚
持下来的。一个人扛不下来，需要找一个
帮手，最后，只能找妻子陆建芬。他心里也
是带有内疚的，觉得对不起老婆孩子，好在
陆建芬不仅是一个明事理的好妻子，更是
一个价值观人生观与李桂林相似的人民教
师。他们俩才共同撑起二坪村小学这片天
地。而在这么多年里，他们靠着民办老师
和代课老师那点低薄的工资，不但要维持
全家生活，还不时要帮助生活实在困难的
学生。他们也会为生活的困窘争吵，情绪
也会有低落的时候，但他们都最终共同扛
下来了。一个“扛”字，形象地写出了他们
二人生活的艰辛和孤独，也写出他们内心
的强大和力量。一批批彝族学生，就这样
被他们“扛”到山下，考上初中，考上高中，
甚至考上大学，实现了知识改变命运的理
想。有意思的是，李桂林、陆建芬的“夫妻
学校”名声传遍四乡，许多山下的孩子也争
着报名，要到这里读书。二坪村小学被

“扛”成了一所“名校”。
　　令人感动的是，李桂林、陆建芬夫妇成
为“感动中国”人物以后，仍然还是二坪村
小学的老师，仿佛一切都没有变。然而，变
化还是明显的，那就是，李桂林说话有人听
了。当年，他刚当上乡人大代表时，当地村
民以为他当官了。李桂林开玩笑说，当官
的听我的。有一次，他好不容易才从一个
来挂职的干部那里，弄到十吨水泥，用来危
房改造，另挤出个操场，立起了旗杆，升起
了国旗。如今，有人主动来听听他对学校、
对教育的意见了。
  更让人欣慰的是，随着脱贫攻坚的推
进，公路修起来了，“天梯”成了历史文物；
新村建起来，村民过上了小康生活，学校也
焕然一新。
  李桂林、陆建芬的故事触动我们的心
灵，像这样平凡普通的人们，他们的良知，
他们的意志，他们的精神，总能给我们最多
的感动。

平
凡
的
人
给
我
们
最
多
感
动

▲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内展出的首部党章。本报记者刘颖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