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20年 8月， 陈独秀在上海成立共产党组织

后， 就致函他在北京大学时的学生谭平山、 陈公

博、谭植棠，商约在广州建党。 当时，谭平山、陈公

博任教于广东高等师范学校， 谭植棠任教于广东

法政学校，他们立即响应号召，建立了广州社会主

义青年团，吸收一批青年入团。

谭平山等人还在同年 10 月出版《广东群报》

宣传新文化。 陈独秀很高兴，写信热情鼓励：“广州

是我国重要的省城，在历史上是革命策源地，曾多

次起过先驱作用，作出过重要贡献，而今更应顺应

历史潮流，发挥更大作用。 ”他还在《广东群报》创

刊号上发表《敬告广州青年》一文，希望“诸君做贫

苦劳动者的朋友，勿为官僚资本家佣奴”。

1920 年 12 月， 陈独秀应陈炯明之邀南下广

州，得到李大钊的支持，认为是传播新文化、社会

主义思潮和建立党组织的好时机。 陈独秀一到广

州，就约谭平山、陈公博和谭植棠商谈建党之事。

1921年春， 广东共产党小组成立了， 陈独秀任书

记，《广东群报》为党的机关报。 从 1921 年 1 月中

旬起， 陈独秀和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在《广东群

报》上展开了一场六次通讯战。 着重批判无政府主

义主张不要国家、不要政府、不要法律的危害。 陈

独秀后来把这些论战文章在《新青年》上转载，引

起全国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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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党的

监狱政策由原来对犯人的镇压专政，

转变为以思想教育、 提高文化素质为

主， 旨在将犯人逐步改造成自食其力

的劳动者。 监狱根据教育部的教育大

纲， 为犯人专门编撰了一套教材， 定

期考试， 成绩合格者， 发给文凭， 承

认学历。

陈晶拿着教案走上讲台， 学员们

起立齐声喊：“老师好。 ” 她也回敬一

声：“同学们好。 ”

陈晶说：“昨天我们学习了《刑法》

的前十条，从作业来看，你们有些字写

得不规范， 下面请王牡丹来讲台上写

‘犯罪’两个字。 ”

王牡丹走上讲台， 拿着粉笔歪歪

扭扭地把“犬”旁，写成“提手”旁。

陈晶说：“下课后你到办公室去补

课，下去坐在你的位子上。这个字错在

哪儿？”大家齐声说：“偏旁错了。”陈晶

又说：“上课时我讲了，‘犯’ 字有四

种解释， 一是抵触违反的意思， 如犯

法、 犯规； 二是侵犯的意思， 如井水

不犯河水； 三是当名词使用， 罪犯，

如盗窃犯； 四是发生、 发作的意思，

如犯错误、 犯神经等。 犯字与不同的

字组合成词， 所表达的意思就不同。

请大家平时在看文章、 材料时多留点

儿心， 慢慢就会悟出每个字的用法和

规律。 记住麦秸垛无论多大， 都是一

根一根麦秸集聚成的， 知识同样是日

积月累得来的。 ”

大家都在认真地听着， 阳光悄悄

地照进了教室。

陈晶与王牡丹踏过草坪， 走到一

个石条凳前， 陈晶用报纸拍了拍石条

凳上的尘土对王牡丹说：“坐吧。”两人

一块儿坐下， 陈晶说，“我一直挂念丹

丹的去向， 一个农村青年考上大学多

不容易， 现在想起来， 感到很对不起

她。 ”

王牡丹说：“对不起她的人是我！

那时她回家让我到学校说清楚， 我能

去吗？ 我只好躲开她。 听我妈说， 她

喝过毒药， 幸好家人发现得早； 她还

上过吊， 人不该死有人救， 刚系上绳

套， 她的一个同学眼疾手快， 上去抱

住了她， 后来俩人一块儿到南方打工

了， 从没回过家， 也没有给我来过

信。 她从来没有对别人提起我， 我在

她心目中早已消失。 俺那儿很穷， 地

薄， 没水， 没路， 山民靠上山采药卖

钱买盐吃； 想改善生活要到山里捡野

鸡蛋； 我小时候没有见过火车， 没看

过电影， 常常站在山坡上看太阳升

起， 看太阳落山， 清早太阳一蹦一蹦

出来了， 晚上又一坠一坠、 很不情愿

地掉下去， 我曾经为太阳掉下去哭泣

过，不知道掉下去会摔成个啥样，它妈

知道不知道心疼它。 ”

每个人都有一个回忆不尽的幸福

童年，只是幸福的指数不同！

王牡丹正说着长出一口气， 泪水

流了出来。 陈晶问她哭什么，她说，她

想起丈夫，想起被牛牴断腿的儿子，当

娘的不能给儿子做饭， 没钱给儿子开

刀接骨。“是政府发动大家伸出援助的

手， 凑钱把我儿子送到医院开刀做了

手术，现在又该取钢板了，还要开刀花

钱，我的娘哎，去哪儿弄钱？ 我表现得

也不好，没脸向政府开口呀。 ”

陈晶问：“开刀取钢板需要多少

钱？ ”

“最少也得两三千块钱。 ”

陈晶看她愁眉不展， 说：“不要给

政府找麻烦了，这个忙我帮了，我给你

4000块钱。 ”

王牡丹惊愕了，她瞪大眼睛，活像

一朵绽开的牡丹花， 她看着陈晶的脸

慢吞吞地说：“你不是在说梦话吧？ ”

“真的，明天就可以取出来，给你

丈夫邮寄过去。 ”

王牡丹突然站起来说：“你不是诈

骗犯吗，你说的是不是黑钱？ ”

“我是以诈骗罪进来的，但给你的

钱不是黑钱， 是跟我一块儿长大的石

头哥送来的。 ”

“他从哪儿弄来的钱？ ”王牡丹接

受她妹妹的教训了，很警惕地问。

“我哥现在是全国有名的青年企

业家。 ”

“他咋恁有本事呢？ ”

“他的成功经验对于每个人都有

启发， 上高中时， 他送我到汽车站坐

车，我刚一离身，座位就被一个男人坐

上了，而且那人连句好话也没有，还蛮

横无理。 石头哥冲上车，大吼一声，那

人乖乖地起来了。 事后我问他：‘如果

那人不起来， 要打架的话你能打过他

吗？’石头哥说：‘我相信我能打过他。’

石头哥没有考上大学，就在家喂鸡，第

一次失败了，鸡都死完了。 他又喂，我

说，鸡要是再死咋弄？他说他一定要成

功。 他第一年没有考上大学回家喂鸡

把俺娘气病了， 为给俺娘也就是他妈

抓药，他跑 50 里路到鹤壁去，不舍得

坐汽车花钱。 一进城，他先进书店，一

看有养殖方面的书，欣喜若狂，又一想

到俺娘的病，他走出了书店，到药店又

拿出药方让人家看，一算，抓了药就不

能买书，买了书就不能抓药。从书店到

药店他徘徊了好几趟， 最后他买了一

本书步行回到家，俺娘病得很重，俺爹

等着熬药，一看他没买药，手里拿着一

本书，俺爹哭了。这些天我一直在找他

成功的秘诀，只有一点，就是以积极的

心态去面对生活。 其实人与人的差别

只有一点，积极与消积之分。我刚来到

这里时，十分消积，曾想过一死了之。

他来了，给我带来几千块钱，还给了我

积极生活的勇气。 ”

扑通———王牡丹跪在陈晶面前发

毒誓：“以后我再也不偷了， 再偷一件

东西遭天打五雷轰，死无葬身之地！从

今以后，你叫我咋，我咋，打你半点别，

我就不是人……”

在旁边散步的犯人和值班的干警

不约而同跑过来……

从此以后， 王牡丹成了陈晶言听

计从的好朋友，认真写作业，脸上也出

现了笑容。她力争早一天出狱，回家搞

养殖业，跟丈夫好好过日子。陈晶答应

她给石头哥说说， 让王牡丹的丈夫到

公司一边打工一边学习养鸡经验。

陈晶不计前嫌慷慨解囊， 把一个

十恶不赦的惯偷感化得走上了正路，

老实接受改造， 为劳改事业作出了贡

献，受到了监狱记功表彰。

韩振淇走进医院诚心诚意地与主

治大夫研究陈保省的治疗方案， 如实

地向陈保省两口子汇报陈晶的案情进

展程度。医生说，治愈心脑血管疾病最

好的良方是心情愉悦。

陈晶妈盼望的是早一天回到槐树

庄，韩世诚说村里搞宅基规划，除几所

上级批准不拆的老院外， 只剩陈保省

一家了，影响村容村貌，村里研究将一

处按规划盖好的两层小楼给他家，把

他家的老院拆了。这样的好事，他们自

然答应。 陈晶妈一直劝说丈夫回老家

安度晚年。陈保省通过这场病，认识到

最值得回忆的还是老家的那些人和

事， 最温馨的处所还是老家的那片热

土，落叶归根好！

医生检查了陈保省的身体说，可

以办出院手续了。医生还说，有一个男

同志送来一张报纸，让转给陈先生，放

下就慌慌张张地走了， 没留姓名、地

址。

谁会送来报纸？ 为什么不到病房

来？他送来的是啥内容的报纸，是企业

改革开放政策还是晶晶平反恢复名誉

的内容？ 老伴去办出院手续一直不回

来，陈保省有点着急了。

陈晶妈回来了，神秘地对丈夫说：

“你猜我见谁了？ ”

“你说出来我不就知道了。 ”

“宾馆的王经理，她说她的身体一

直都不好，中药、西药天天不断，但始

终不见效。运气也不好，开个饭馆天天

没个客人，厨师也靠不住，缺德得很，

一会儿不在跟前， 就把油都倒进下水

道里，又赔了好几万。原来都说她是鹤

壁的美人呢，好花能有几日红，现在，

她那脸就跟黄裱纸一样，满脸蝴蝶斑，

不要说美人了，连一般人也不如。她还

说抽空就来看望你。 ”

“你听她的甜言蜜语吧！现在她在

我跟前口里吐出莲花来， 我也不相信

了。 不是她挑拨，说石头坏话，我能把

石头撵走？我走南闯北几十年，啥人没

见过，大风大浪都过了，没想到在一个

小河沟里翻了船。 红颜薄命叫她死了

算了。 她自己都说，算一回卦，她哭一

回，我一点儿都不同情她。 ”

“那是给算卦的钱少，给人家一万

块钱， 人家瞧着她的脸光拣好听话说

呢。 ”

“你这个人，哪壶不开提哪壶。 叫

你拿的报纸呢？ ”

“忘记了，我赶紧去拿。 ”（67）

崔炳文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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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指导创办广东党组织

因忙于广东的教务缺席中共“一大”

在繁华的广州商业旺地北

京路附近，有一条安静的百年老

街———昌兴街。

如今的昌兴街 2 6 号和 2 8

号，只是两栋普通的民宅。 鲜为

人知的是，九十年前，中国共产

党的主要创始人陈独秀就在这

里留下了《新青年》的光辉一笔。

那一年，陈独秀在广东指导

创办了党组织，是中国共产党最

早建立的 6 个地方组织之一。 虽

然他由于忙于广东的教务缺席中

共“一大”，但仍被选举为中共中

央局书记。

陈独秀

《新青年》南迁广州复刊

“1921 年 4 月，《新青年》因被上海法国巡捕

房查封而被迫迁来广州，就驻扎这里。 ”广东省委

党史研究室巡视员、 研究员陈弘君指着昌兴街旧

房告诉记者。

《新青年》社迁到广州的当天，《新青年》第八

卷第六期出版， 继续宣传革命理论。 而陈独秀于

1920 年 12 月应广东省长陈炯明的邀请， 来到广

州担任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直到 1921 年 9 月

才离穗。他在广州的这段时间，积极宣传马克思主

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中共成立之后，《新青年》 继续出版，1921 年

出版九卷五号后一度停止，到 1922 年 7 月出版九

卷六号。 结束第九卷后休刊。 1923年 6月，《新青

年》改组成季刊，仍在广州出版，并成为中国共产

党中央的理论性机关刊物，直到 1926年停刊。

1921 年 6 月， 共产国际执行委

员会委员马林来华， 到达上海， 催

促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

大会。 当月， 上海的李汉俊等函电

交驰， 屡催陈独秀及广东代表赴沪

参加“一大”。 陈独秀在谭植棠家召

集广东党员开会， 表示自己不能去

沪， 因兼任大学校长， 正在争取一

笔钱款修建校舍， 怕走后钱款无法

落实， 所以指派陈公博和包惠僧分

别作为广州代表和他的私人代表前

往参加。

1921 年 7 月 23 日到 31 日，在

这次被后人认为是“开天辟地”的中

共“一大”会议上，陈独秀被缺席推选

为中共中央局书记。 当年 8月底，陈

独秀辞去广东职务，离穗赴沪就任。

而中共“一大”后，陈公博回到广州传

达会议精神，广东党组织也是在宣讲

员养成所召开党员大会，宣告中国共

产党广东支部正式成立，成为中共最

早成立的 6个地方组织之一。

90 年过去了，当初的革命旧迹，

已成书香校园。但就在那琅琅的读书

声中，在那一张张依然蓬勃的青春面

庞上，我们仿佛还能听到陈独秀《敬

告广州青年》的不老先声。

（据《南方日报》）

陈独秀敬告广州青年“勿为佣奴”

1 9 1 9 年， 李大钊把他轮值主

编的《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编成

《马克思研究》专号。

陈独秀被缺席推选为

中共中央局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