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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共青团的发展历程和革命传统

第一章 共青团的发展

历程和革命传统

一、共青团的发展历程

( 一) 共青团的诞生

1840 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无数爱国的仁人志士为探求救国救民的道路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1919 年 5 月 4 日，在北京爆发了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彻底地反

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

五四运动是在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

下爆发的。它掀开了以社会主义思潮为主导的新思想、新文化的

篇章。当时，全国各地所出版的宣传社会主义倾向的刊物已达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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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种之多。社会主义思想在先进青年中的传播，社会主义对越来

越多的青年的吸引，为社会主义青年团 ( 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前

身) 的创建准备了思想条件，创造了新的文化氛围。

五四运动促使了青年群体的新的分化和组合，一些进步青年

社团有了较大的变化和发展，尤其是以社会主义为宗旨的青年社

团组织纷纷涌现。如长沙的新民学会、俄罗斯研究会、天津的觉

悟社、北京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等。它们为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

建准备了组织基础。1920 年 3 月，共产国际派维金斯基到中国，

同中国的革命组织建立联系，组建正式的共产党和共青团。在共

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指导和帮助下，中国第一个先进

青年的政治组织———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于 1920 年 8 月正式成

立，原浙江第一师范学生俞秀松担任团的书记。建团后，就在上

海共产主义小组主办的 “外国语学社”中发展了最早的一批团

员。此后，毛泽东在湖南长沙，李大钊在北京，董必武、陈潭秋

在武汉等又相继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团组织根据各地共产主

义小组的指示，深入工人中去，组建工会，举办工人学校，宣传

共产主义思想。

1921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正式成立，使包括青年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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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的中国革命跨进了一个崭新阶段。在各地社会主义青年团迅

速发展的基础上，在中国共产党和青年共产国际的指导下，中国

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于 1922 年 5 月在广州隆重开幕。

这一天也恰是卡尔·马克思诞辰 104 周年纪念日。大会通过了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纲领》和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等

决议案，推选张太雷、蔡和森、施存统、俞秀松、高尚德 5 人为

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选举施存统为书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的成立，实现了全国先进青年组织在思想上、组织上的完全统

一，使中国青年运动进入了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崭新阶

段，使中国青年在团组织的带领下，团结在党的周围，成为一支

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坚强力量。

( 二) 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共青团

1922 年 5 月，在党的直接领导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召开

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建立了全国统一的组织。青年团 “一

大”召开后，全团迅速投入到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中。在

当时蓬勃发展的罢工斗争中，无论是北方区、武汉区，还是湖南

区、上海区、广州区，青年团员都积极地站在斗争的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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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著名的安源路矿大罢工中，团员青年在李立三 ( 当时湘区

执委) 、刘少奇 ( 当时兼有团员身份 ) 等的领导下，发挥了突击

带头作用。

1922 年年底，安源建立了我国第一个产业工人的地方团委。

在京汉铁路大罢工中，很多团员青年英勇斗争，壮烈牺牲。

1923 年 8 月，青年团在南京召开 “二大”，坚决拥护党所确

定的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大会后，团一方面配合党帮助国

民党改组，另一方面派大批团员和革命青年到国共合作创办的黄

埔军校受训。1924 年 10 月，北京发生政变，推翻了直系军阀政

府，团中央立即响应党发出的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

号召，动员全团迅速行动起来，带领青年为召开国民会议而

斗争。

1925 年 1 月，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张太

雷同志当选为团中央书记。大会决定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改名

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大会号召共青团员积极投入党所领导的

各条战线上的革命斗争。在随后爆发的五卅反帝爱国运动中，上

海青年学生坚决同工人群众站在一起，结成了反帝统一战线，勇

敢地参加了罢课、罢工、罢市的斗争，并迅速掀起了全国范围的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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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帝斗争新高潮。在北伐战争中，共青团发动广大团员青年参军

参战。叶挺独立团就是由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为骨干组成的，它

直接接受党的领导，率先攻入武昌城，为北伐战争立下了不朽功

勋，被誉为 “铁军”。革命斗争的洗礼，使团组织更加坚强壮

大。据不完全统计，在全国参加罢工的 50 万人中，青年占半数

以上，全国团员总数发展到九千多人，并有三千多名团员入党。

1927 年 4 月 12 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在这严

重时刻，青年团于 5 月在武汉召开了第四次代表大会。大会总结

了过去 7 年的斗争经验，根据新的形势规定了新的任务，即领导

工农青年群众参加争取革命领导权的斗争，反对背叛民族利益的

反动资产阶级，努力促成工农和小资产阶级的亲密联合，发展农

村土地革命。但是，由于当时党内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影响，大

革命失败了。在白色恐怖面前，广大青年团员和革命青年没有被

吓倒，他们掩埋好战友的尸体，擦干身上的血迹，更加坚定地跟

着共产党投入新的战斗。

根据党的 “八七”会议精神，共青团于 1928 年 7 月在莫斯

科召开团的 “五大”。大会系统地总结了共青团 “四大”以来的

工作经验和教训，确定团的基本任务是 : 争取团结更广大的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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