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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　洪流中锻炼成长

将注意力从西方转向了俄国，一些青年人在经历了挫折后，开始学习、

研究和宣传马克思学说。香山南屏青年杨匏安是其中的佼佼者。历史上，

在中国最早较为系统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就有“北李南杨”之说，

李大钊和杨匏安为马克思主义早期在中国的传播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五四运动的爆发和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一些变化，引起了列宁领导的

第三国际（共产国际）的注意。1920 年 4 月，经共产国际批准，俄共（布）

远东局海参崴处派出了共产党小组来到中国，了解中国革命情况，并同

中国的进步革命组织建立联系。俄共工作组的到来，使中国共产党的组

建工作得到了帮助，并且加快了工作进程。

上海是中国较早由农业化社会向工业化社会起步、发展的地区之一，

在中国拥有相对密集的劳动工人。1920 年 8 月，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

织在上海建立。在筹建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李大钊、陈独秀

等人参考俄国有青年团组织的经验，就曾考虑到培养中国共产党的后备

力量的问题，把进步青年组织起来进行培养。在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

领导下，由组织内最年轻的成员俞秀松出面主持，1920 年 8 月 22 日，

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有团员 20 多人。青年团成立之初，共产党

员不管年龄大小，都参与了团的组织和活动。当时社会主义是社会上比

较能被接受的新思想，而共产主义和俄国党被认为是“过激主义”和“过

激党”，所以当时上海党的活动是秘密的，而团的活动是公开的。a

第二节　广东的青年团组建

五四运动是一场空前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广东的爱国学

生、青年和广大群众积极投身参与运动。在这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潮流中，

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青年骨干，其中有学生周其鉴、阮啸仙、刘尔嵩，

a 李玉琦主编：《中国共青团史稿》，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0 年 7 月第 1 版，

第 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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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从日本留学归来的青年知识分子杨匏安、彭湃，还有广州青年谭天

度、黄裕谦等。在北京参加五四运动的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等人也

于 1920 年 7 月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回到广州任教。他们是广东地区最早

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且水平最高的青年。

1920 年夏天，陈独秀等人在上海创办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上

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后，陈独秀致函曾是他学生的谭平山、陈公博等

人，约请他们在广州建立党团组织。谭平山等人积极响应并决定首先组

织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

谭平山还和谭植棠、陈公博一道着手筹办《广东群报》，并利用这

个刊物继续宣传“五四”革命精神以及介绍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促

进广东革命群众运动的开展。他们以《广东群报》作为团结广州进步青

年的载体，发展了十几名团员。接着，经过协商，与广州各高职学校拥

有数十人的无政府主义组织“互助团”合并，于 1920 年 11 月在广东高

等师范学校召开了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这是广东社会主义青

年团的前身，香山青年杨匏安成为首批骨干。

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成员曾达两三百人之多，在广州永汉北路（今

北京路）19 号二楼设立通信处。但由于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初建没有

明确指导思想，成员成分复杂，信仰主张不一，思想分歧越来越大，同

时也缺乏领导骨干，组织不健全，青年团工作发生种种困难，于 1921

年 4 月之后陷入停滞，被迫解散。但这次建团活动为日后中国共产党组

织在广东的建立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重建准备了干部力量。

中国各地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的创建，是在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

影响下建立起来的。各地的团组织在建立初期，也与上海团组织保持着

一定的联系，但是这种联系不是一种系统的领导关系。当时上海、北京、

天津、武汉、长沙、广州等地建立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早期组织，多数还

只是带有社会主义倾向的青年团体，在制定团章时，虽然参考了上海青

年团的团章，但都加入了各自的内容，许多地方的团组织内部成分复杂，

信仰、观点和主张不一致，有的信仰马克思主义，有的信仰无政府主义，

也有信仰基尔特社会主义和工团主义的，各地青年团组织成立后，内部

普遍存在信仰上的分歧，各地团组织的活动方式和内容也不一致，基本

上处于独立的活动状态。这样一来，“凡遇见一件事情或一个问题，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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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所提出的解决方法或意见，就不能一致，常常彼此互相冲突”，造成“团

体规律和团体训练，就不能实行”，“团体的精神，当然非常不振”。a

特别是到了 1921 年春天以后，上海青年团组织的主要领导者和大批骨

干都去了苏俄，不仅上海青年团组织的自身活动受到了影响，与各地的

联系也减少了，加上经费、人事等各方面原因，导致各地青年团组织联

系松散，不成整体。到了 1921 年 5 月前后，各地大部分刚刚建立起的

青年团组织，都相继出现了组织活动暂时停顿的现象。中国社会主义青

年团这棵在中华大地上刚刚破土而出的幼苗，亟须扶植、培养。

1921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和浙江嘉兴南湖正式成立。党的

成立大会曾专门研究在各地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青年团作为党的预备学

校的问题，还研究决定了吸收优秀青年团员加入共产党的办法，对于巩

固和发展青年团工作给予了极大的关注。恰逢此时，在出席共产国际三

大和青年共产国际（也有译为“少年共产国际”）二大之后奉调回国的

张太雷，带回了青年共产国际要求中国完成创建青年团工作的指示。于

是，中共中央局便决定由张太雷、施存统等人负责整顿和恢复中国社会

主义青年团的工作。

在党中央、代理团中央和共产国际代表的直接指导和帮助下，已经

是广东党组织的主要负责人的谭平山，于 1921 年 11 月开始了广东社会

主义青年团的组建工作。从 1921 年冬到 1922 年 3 月，在广州的团员发

展至 400 余人。1922 年 1 月，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筹备组建，并吸取

了广州青年团的经验教训，明确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1922 年 2 月，

杨匏安以“ㄆㄠㄢ”为署名，为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青年周

刊》撰写创刊《宣言》，开宗明义宣告：“社会革命四个大字，就是我

们先行的旗帜。”“我们最膺服马克斯（思）主义！”旗帜鲜明地提出

要以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学说为中国革命的指南，并明确指出：

中国革命除了注重劳工运动外，“尤其注重的是农民运动”。

1922 年 3 月 14 日，“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暨马克思纪念大会”

在广州东园召开，赴会者共有 3000 多人。3 月 19 日，又在广州素波巷

a 共青团中央办公厅编：《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1）》，第 12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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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号召开了团员大会，完成了广东青年团的恢复和建设工作。

在此期间，全国各地相继恢复和建立了 17 个团组织，其中广东就

有广州、潮州、梧州、佛山、新会、肇庆等 6 个，超过全国的三分之一，

全国团员达到 5000 余人。

团组织的壮大及革命斗争的发展迫切需要正式成立全国性的团中

央，制定团的纲领和章程，以加强对青年运动的统一领导。为此，青年

团的临时中央局于 1922 年 2 月 12 日决定召开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全国

代表大会，以便制定正式团章，组织正式中央机关，以联络、统一社会

主义青年团运动。

大会原定在上海召开，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负责人谭平山在致团中

央的信中建议：“大会地点，如能改在广州更好，因为比较自由。”中

央采纳了这个建议。大会能选择在广州召开，充分体现了共产党对广东

青年运动的重视和肯定。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2 年 5 月 5 日至 10 日

在广州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 25 人，代表 15 个地方团组织、5000 多

名团员。中共领导人陈独秀等和青年共产国际代表也出席了会议。大会

制定并通过了团的纲领和章程，确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中国无产

阶级的组织”，它的最终奋斗目标是为在中国建立“一切生产工具收归

公有和禁止不劳而食的初期共产主义社会”。大会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

主张，第一次明确地提出“铲除武人政治和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压迫”。

自这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有了统一章程，“从

前各处青年团的章程一律取消”。这次大会使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实现

了思想上、组织上的统一，成为纲领明确的、全国性的先进青年组织。

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之后，团中央派张太雷留在广州，

帮助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进行改组，整顿组织，健全机构，杨匏安任广

东社会主义青年团代理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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