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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火种在这里孕育11

拾级而上，红楼的内部仍然保持着
原来的格局。左右两侧幽长的走廊上，
分布着文科事务室、阅览室、大教室、书
库等场所。步行至一层东南角，便是李
大钊工作过的图书馆主任室。

抬眼望去，当年李大钊工作的情景
历历在目。一排书柜紧靠在北面墙角，
对面的鱼尾挂钟不紧不慢，桌上的吸墨
船好似还在晃动，一支毛笔浅浅地搁在
笔架上，它的墨迹仿佛还未干透……正
是在这张桌前，李大钊潜心研读马克思
主义，写下了《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
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重要
文章，向国人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学说。
他坚信“将来的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接受马克思主义后，李大钊义无反

顾地承担起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历
史责任。在纪念馆内，至今还保留着一
份珍贵的答卷。答题的考生是 1923 年
北大政治系学生马昌民，试题内容为“试
述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要义并其及于现代
史学的影响”。李大钊为这份答卷给出
了“玖拾伍分”的高分。

新文化运动纪念馆研究室副主任秦
素 银 对 这 段 历 史 做 了 详 细 考 证 。“ 从
1920 年 10 月起，李大钊先后在北大史学
系、政治学系开设了‘唯物史观’‘史学思
想史’等课程，开中国大学讲授马克思主
义理论课程之先河，这份试卷从一个侧
面展示了李大钊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
成果。”

这 间 不 算 宽 敞 的 办 公 室 ，更 见 证

了 北 京 第 一 个 中 国 共 产 党 组 织 的 诞
生。1920 年 3 月，李大钊在红楼图书馆
主 任 室 会 见 了 共 产 国 际 代 表 维 经 斯
基，商讨建党问题。10 月，李大钊在此
组 织 成 立 了 北 京 共 产 党 早 期 组 织 ，取
名“ 共 产 党 小 组 ”，他 每 月 从 个 人 薪 俸
中 拿 出 80 元 作 为 小 组 活 动 经 费 。 年
底 ，北 京 共 产 党 小 组 正 式 定 名 为 中 国
共产党北京支部。

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立，有力
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北方的传播。“如果
说召开中共一大的上海市兴业路 76 号
是中国共产党的‘产床’，那么北大红楼
便是她的孕育之地。”新文化运动纪念馆
办公室主任马海亭动容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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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红楼的红色记忆

图书馆主任室的隔壁是登录室，负
责登记新到报刊的年轻人带着一口浓重
的湖南口音，他就是毛泽东。李大钊对马
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大力宣传和不懈
实践，深刻地影响着青年时代的毛泽东。
虽然每个月只有 8 元的薪资，却拥有极
为难得的读书看报的机会，红楼一层西
侧的第二阅览室是他最常去的地方。

再往前走几步，便是“学生大教室”
了。远远望去，黑板上复原了鲁迅讲授

“中国小说史”时留下的板书，讲台下方
是二三十张颇具年代感的木椅。“当年，
除正式学生外，北大还有大量旁听生，他
们住在红楼附近的公寓或旅店里，教室
里常常挤满了学生，毛泽东就是其中之
一。”新文化运动纪念馆文物资料保管部

副主任刘静描述了当年的情况。
“可以想象，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

许多新知识才得以传播，许多新思想才
被激发，救国救民的真理也在互相支撑、
互相驳难中越辩越明。”刘静说。

1919 年 5 月 4 日，以北大师生为先锋，一
场声势浩大的五四爱国运动在全国掀起。
3000 多名群情激昂的青年学生聚集在天安
门前，横幅飘荡，呼声震天。一则用白话文书
写的宣言在游行队伍中迅速传开：

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
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
这则《北京全体学界通告》正是在红楼

诞生。
在红楼一层东北角、与图书馆主任室相

隔两个房间的地方，曾是新潮社的所在地。
1919 年 1 月，受《新青年》影响，《新潮》杂志破
土而出，成为新文化运动中的重要刊物。五
四前夕，以新潮杂志社为代表的北大学生在
这里制作了 3000 多面旗帜和条幅，参与创办
杂志的罗家伦在此起草了《北京全体学界通
告》，发出了赤忱的救国呐喊。

秦素银说：“这则宣言文字浅白、陈辞恳
切，是五四当天唯一的印刷品，同学们把传
单散发给市民，唤起了人们心中积累已久的
国仇家恨，对争取市民的支持起到了非常重
要的作用。”

据记载，5 月 4 日上午 11 点左右，北大红
楼敲响了五四运动的钟声。北大学生从《新
潮》社取出标语、旗帜、横幅和传单，在北侧
操场集合，向天安门开始进发。

学生运动很快就得到工商界的支持。6
月 5 日，上海工人开始大规模罢工声援北京
学生，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作为一支政治力
量登上历史舞台。中国革命从旧民主主义开
始跨入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了一个全新的
历史时期。1947 年，华北学联将出发的操场
命名为“民主广场”。

时过境迁，当年云集着众多热血青年、
发出振聋发聩呼号的平地建起了一栋栋新
式建筑。在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这个广场
孕育了进步青年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求新
求变的抗争激情。在后来漫长的革命岁月
中，无数爱国志士从这里奔向光明，成为建
设新中国的栋梁和骨干。

站在红楼高处眺望，外面的街道车水马
龙，红楼里的历史却早已定格。三十年后，在
距离红楼不远的天安门城楼上，那位昔日的
图书管理员，还是那腔标志的湖南口音，向
全世界宣告了新中国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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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推翻三座大

山，将一个百废待兴的旧中国，建设成了欣欣向荣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取得了举世

瞩目的辉煌成就。在为创造美好生活不懈奋斗的今天，我们更要从那段筚路蓝缕、

栉风沐雨的岁月中汲取力量，并向怀抱理想、不怕牺牲的革命先烈致敬。本报带您

一起重温这段波澜壮阔的百年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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