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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90年前，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像一盘散沙，民族

备受欺凌，主权不断沦丧。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在黑暗中期

待着光明，当改良维新和三民主义都无法拯救病入膏肓的中

国，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了！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件，

成为中华民族命运的转折点。

从1921年到2011年，中国共产党90年的奋斗历史，是中

华民族由衰弱走向复兴的伟大历史。90年的历史证明：只有

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发展中国。坚

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取得胜利的根

本保证。

90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回顾中国共产党的辉煌历程，那

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场景犹在眼前。前事不忘，后事之

师，我们应铭记这段历史。国家副主席、中央党校校长习近

平强调指出，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要充分发挥党史以史

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各级党史部门和广大党史工作者要

以建党90周年为契机切实搞好党史宣传教育。

《理想的足迹——党的故事青少年读本》面向广大青

少年读者，用90个生动的故事从一个侧面再现了中国共产党

序

广东省教育厅巡视员、博士、

教授、博士生导师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90理想的足迹　党的故事青少年读本

2

的奋斗历程。希望通过阅读这本书，让青少年能够进一步了

解我们伟大的党，更加热爱我们伟大的党，热爱我们伟大的

国家。并能更深刻地明白，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中的领导核心地位不可动摇，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下，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在历史的长河中，90年不过沧海一粟，但对中华民族来

说，这90年承载了太多的梦想和辉煌，是那么的雄浑而又厚

重。回首过去，无数共产党人抛头颅洒热血，才换来了今天

的和平幸福生活。作为祖国的希望，青少年更要懂得缅怀过

去，珍惜现在，胸怀未来。从小树立崇高远大的理想，将来

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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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21

南湖红船

南湖红船迎建党

湖心岛烟雨楼下的堤岸旁，泊着一艘不同寻常的精致游

船，它就是举世闻名的中国革命领航船。这艘船定格了90年

前开天辟地大事件的历史画面，再现了中国共产党创建之初

的苍茫岁月。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

海秘密开幕。参加会议的代表共13人，他们是：上海的李

达、李汉俊，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的毛泽东、何叔

衡，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广

州的陈公博，旅日的周佛海，以及由陈独秀指定的代表包

惠僧。他们代表50多名党员。7月30日晚，代表们正在开会

★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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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知识

南湖红船迎建党

中国共产党诞生
纪念日，一般简称为
党的生日，抗日战争
时期确定为每年7月
1日。实际上，中国
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
表大会在上海召开的
日期为1921年7月23
日。

时，一名陌生的中年男子突然闯入会场，环视一周后又匆忙

离去。具有长期秘密工作经验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断定此人

是敌探，建议中止会议。根据上海代表李达夫人王会悟的建

议，会议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继续举行。

8月初的一天，代表们从上海北站坐早班火车来到嘉

兴，由王会悟带领，坐摆渡船到湖心岛，再由小拖梢船接上

王会悟预先租用的开会游船。这艘船长约16米，宽约3米，

船头宽平，内有前舱、中舱、房舱和后舱，会议在中舱举

行，王会悟则坐在船头放哨。

会议首先审议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

产党第一个决议。经过无记名投票，选举陈独秀、张国焘、

李达三人组成党的全国领导机构——中央局，陈独秀任中央

局书记，张国焘分管组织，李达分管宣传。

当天下午六点多钟，会议完成了全部议程，胜利闭幕，

庄重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闭会时，全体代表轻声呼出

了时代的最强音：“共产党万岁！第三国际万岁！共产主义

万岁！”会议结束后，代表们先后悄悄离船，当夜分散离开

嘉兴。他们把革命的火种带向全国各地，中国的历史从此写

出全新的篇章。

为了纪念中共一大在南湖游船上胜利闭幕这一重大历史

事件，1959年，南湖革命纪念馆建立。1985年，邓小平题

写了馆名。为再现当年历史场景，纪念馆按当年中共一大开

会租用的游船式样，在部分中共一大代表回忆的基础上，精

心仿制了这艘纪念船，停泊在烟雨楼前湖心岛东南岸水面，

向人们生动地展示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场景。

这艘中共一大纪念船，被人们亲切地称之为“南湖红

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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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22

中共二大会址，在今上海市成都北路7弄30号

关键词：中共二大制定民主革命纲领

革命纲领定航程

1922年7月16日，这是一个注定要载入史册的日子。这

一天的上海街头依旧车水马龙，来往的人群脚步匆匆，一派

繁华都市的热闹景象。然而，在一幢普通的居民楼内，却是

另外一番截然不同的景象。这里即将举行一场意义非凡的会

议，伴随着会议的召开，中国民主革命的暴风雨将席卷古老

的神州大地。

这一天，在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帮助下，中国共产党第二

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市成都路辅德里李达的家中召开，出

席会议的代表有陈独秀、张国焘、李达、杨明斋、蔡和森等

12人。中共二大代表对于中国革命的未来达成了共识，解决

了不少中共一大遗留的问题。会议通过了党的民主革命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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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知识

《 新 青 年 》 是
综合性文化月刊。
1915年9月在上海创
刊，初名为《青年杂
志》，1916年9月改
名为《新青年》。
《新青年》宣传民
主与科学，提倡新文
学，反对旧文学，提
倡白话文，反对文言
文，后期开始宣传马
克思主义，中国共产
党的创始人不少受到
《新青年》的影响。

革命纲领定航程

和《中国共产党章程》，公开发表了党的宣言。

中共二大在中共历史上的重要意义，在于制定党的民

主革命纲领。大会发布的宣言指出，中国一方面在政治、经

济上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另一方面还处在军阀官僚的统治之

下，这使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受到阻碍。因此，党的最高纲

领是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但在民主革命阶段的革命纲

领是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统一中国。近代

以来，中国革命屡次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明确革命

的性质、对象和动力，没有提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党

的民主革命纲领的制定，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

在中共二大参加者的名单上，并没有出现毛泽东的名

字。关于这一点，曾经有各种不同的说法，14年后的1936

年，毛泽东在陕北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时表示，第二次代

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他本想参加，可是忘记了开会的地点，

又找不到任何同志，结果没有出席。缺席如此重要的一次会

议，毛泽东一直深感遗憾。

由于当年的会议是在秘密状态下召开，新中国成立后，

人们并不清楚中共二大是在哪里召开的。1954年2月23日，

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筹备处收到一封来信，写信人是中共一

大和二大的代表李达。在信中，李达透露，中共二大的第一

次会议并不是像有人所说的在杭州西湖召开，而是在他的

家中——上海市成都路辅德里625号召开。1959年，辅德里

625号正式挂上文物保护单位的标牌。

时光流逝90年，当年中共二大的亲历者都已经离开了人

世。但是，会议制定的民主革命纲领，确立了中国民主革命

发展的航程，引领中国民主革命的暴风骤雨以不可阻挡的力

量一路疾驰，深深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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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京汉铁路总工会召开成立大会时代表合影

关键词：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

京汉罢工显力量

1923年2月1日的郑州，冰天雪地，天寒地冻。然而在

这寒风凛冽的季节里，却涌动着一股铁流。这天夜晚，京汉

铁路总工会执委会在郑州普乐园剧场秘密召开会议，决定京

汉铁路自2月4日起举行总罢工。举世震惊的京汉铁路工人大

罢工就这样拉开了序幕。

京汉铁路纵贯河北、河南和湖北三省，是连接华北和华

中的交通命脉，具有重要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意义。京汉铁

路的运营收入是军阀吴佩孚军饷的主要来源之一。1923年2

月1日，党领导下的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会决定在郑州召开

成立大会。参加大会的代表、各铁路工会代表以及北京、武

汉等地的学生代表近300人齐聚郑州。中共中央对这次大会

非常重视，派出了张国焘、陈潭秋、罗章龙等人出席大会。

2月1日上午，军阀吴佩孚派出大批荷枪实弹的军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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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知识

中 共 二 大 召 开
后，成立了领导工人
运动的中国劳动组合
书记部。从1922年1
月到1923年2月，掀
起了中国工人运动的
第一次高潮。在持续
13个月的时间里，全
国发生大小罢工100
余次，参加人数达30
万。

京汉罢工显力量

郑州全城戒严，下令禁止召开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但

是，参加会议的工人代表不顾生死，冲破军警的重重包围，

高呼“京汉铁路总工会万岁”、“劳动阶级胜利万岁”等口

号。开会不到15分钟，即与军警发生冲突。

从2月4日上午9时起，仅用3个小时，就实现了京汉铁

路数万名工人全部罢工，所有客车、货车、军车一律停驶，

京汉铁路立即瘫痪。军阀吴佩孚灭绝人性，痛下杀手。2月

7日，他借口调停工潮，诱骗工会代表到江岸工会会所“谈

判”，工会代表在去工会办事处途中，遭到枪击，手无寸铁

的工人纠察队当场被打死30多人、打伤200多人。反动军队

还闯进工人宿舍，大肆搜捕，造成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

案。

江岸分会委员长、共产党员林祥谦被捕后，反动军警

把他捆绑在电线杆上，用刀逼迫他下令复工。林祥谦高呼：

“上工要总工会下命令，我的头可断，工是不能上的！”他

宁死不屈，英勇就义。京汉铁路总工会与湖北省工团联合会

法律顾问、共产党员施洋也惨遭杀害。惨案发生后，尽管反

动军阀到处捆绑工人，用恐怖手段强迫工人复工。但工人们

坚持斗争，在没有得到总工会复工命令以前坚决不复工，各

地工会也拒绝单独谈判。罢工斗争持续到2月9日，京汉铁

路总工会和湖北省工团联合会为避免不必要的牺牲，保存力

量，准备将来进行更大规模的斗争，于是忍痛下令复工，大

罢工宣告结束。在这场斗争中，京汉铁路各地工人死50余

人，伤数百人，被捕和被迫流亡1000多人。

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是中共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

的顶点，它进一步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扩大了中共

在全国人民中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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