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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
伸1922 年 5 月 5 日 至 10

日，叶纫芳以“汕头 sy”代表
的身份参加了团一大，且有
资 料 显 示 ，他 是 曾 与 谭 平
山、达林、张太雷等团一大
代表有过接触的汕头社会
主 义 青 年 团 方 面 负 责 人 。
但对于其性别、照片和生平
等皆不详。

大革命时期参加革命
的老同志李春炜回忆，他曾
与叶纫芳有过照面，认为叶
是女性。但根据罗章龙等
人的回忆线索及相关照片
资料，又能得出叶纫芳是男
性的结论。罗章龙曾与毛
泽东、叶纫芳等人同在国民
党上海执行部工作近两年
之久，一般认为他的回忆似
更具可信度。

通过在俄罗斯国家社

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发现的
档案，专家们看到，叶纫芳
曾在团一大开幕式上的发
言中说道：“兄弟得此机会
参与盛会，令我发生好多感
想和希望……”同时发现的
1922年3月14日广东社会主
义青年团成立大会史料中，
谢英伯（男）等七人也均有自
称“兄弟”的表述，应可作为
叶纫芳是男性的一个佐证。

根据这些线索及相关研
究 ，广 州 团 一 大 寻 档 小 组
2020年终于在江西寻访到了
叶纫芳的后人，更以团一大
签到簿上的笔迹与他在家乡
留存的笔迹相对应等证据，
确认了这位团一大代表的基
本情况。他使用过的钱包和
眼镜，如今已在团一大纪念
馆的基本陈列中公开展出。

访谈

A10

2022年5月12日，在中国共青团成立100周年
之际，位于广州东园旧址内的团一大纪念馆建成
开放，为庆祝建团百年谱写出独特的南粤乐章。

百年前，一群怀着先进信仰的热血青年在此
召开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以下简称“团一大”），广州因而被视作共青团的
“产房”。值此建团百年之际，羊城晚报记者翻阅
史料以及实地走访发现，在广州这片红色热土，
除了东园，其实还有一批有着共青团成长印记的
百年史迹，如广东省立宣讲员养成所遗址、中共
三大会址、黄埔军校……

从2012年开始，由共青团广州市委、广州青运
史研究委员会组织的团一大寻档小组，分赴国内
外早期地方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活动地区及相关收
藏单位，爬梳搜寻，收获了一大批珍贵史料，也为
我们今天的缅怀增添一份真切与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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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求索是为了
告慰历史引领青年

（本期由共青团广东省委员会、共青团广州市委员会
协助采写并审稿。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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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在刚刚落成的
团一大纪念馆里，有您和同仁
们十多年来四处奔走寻找到
的珍贵文物、资料吗？

连莎：在2011年时，为迎
接建团 90 周年，广州就启动
了团一大史迹展的筹备 工
作。在梳理团一大历史过程
中，我们发现有些人物没有搞
清楚，对团一大召开前全国到
底有多少个社会主义青年团
组织也存有疑问，感到很有必
要去各地进一步收集史料。

在此背景下，团一大寻档
小组成立，从 2012 年下半年
开始分赴上海、北京、长沙、武
汉等早期社会主义青年团所
在地，与当地学者展开交流、
深入探寻。一年下来，我们搜
集到了 160 余件珍贵史料文
物，包括保存较好的“五四运
动宣传单张”等。团一大纪念
馆就保存着十多年来搜寻到
的团一大代表俞秀松睡过的
床、金家凤用过的杯子等。

羊城晚报：寻档小组为何
远赴俄罗斯？收获如何？

连莎：俄罗斯国家社会政
治历史档案馆是一个有着百
年历史的档案馆。近年来，该
馆不断解密公开20世纪初中
期历史档案文件，其中不乏共
产国际和苏共与各国革命党
往来的史料、苏联对外关系史
料等。

2013 年 9月 1日，由共青
团广州市委组织的团一大历
史寻档团队前往俄罗斯。在
莫斯科期间，我们找到了关于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建立时
期的一大批材料，如青年共产

国际关于中国建团的一系列
会议文件、团临时中央局筹
备召开团一大的资料、团一
大召开期 间的详细会议记
录等珍贵历史档案资料，共
拍摄了 3934 张史料照片，其
中有很多 是国内学界未发
现过的 。 中国社会科学院
近代史研 究所研究员李玉
贞激动地评价：“其价值不
亚于一面考古挖掘出来、保
存完好的铜镜！”

羊城晚报：团一大纪念馆
的落成和我们今天对共青团
史迹的珍视和保护有怎样的
意义？

连莎：一直以来，广东各
界都有呼声，希望加强对团一
大历史的研究，倡议在广州建
设有关团 一大的历史纪念
馆。2002 年 4月，“中国社会
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
大会会址纪念碑”在东园落
成。2012 年，广东多位专家
学者就此事再次进行商议，并
向上级陈述情况、展示研究成
果。纪念馆原计划在2016年
落成，但根据建设现场的实际
情况，该规划后来分步走，即
团一大广场在 2012 年 5 月落
成揭幕，团一大纪念馆则在
2022年5月开馆。

广州是中国共青团起航
的地方，拥有一批与团一大息
息相关的史迹和文物。在建
团百年之际，纪念馆的建成承
载着回顾、缅怀与传承。我想
它的意义是面向未来，在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下，引领中国革
命的接班人——青少年未来
的路，让他们走得更稳、更好。

文/羊城晚报记者 黄宙辉 鄢敏 文艺 通讯员 任海虹 岳青
图/羊城晚报记者 宋金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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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一大”选在东园举
行，并非偶然。这里曾是
清末的私人花园别墅，“五
四”前后已成为广州民众
参 与 公 共 活 动 的 活 跃 场
所。据记载，孙中山先生
曾经八次在这里演讲和宣
传革命，广州各界也曾多
次在这里举行群众集会。
如今，当年东园的建筑物
已不存，只有一座拱门设
计的门楼保留，上方嵌有

“东园”二字的石额还历历
在目。

1922 年 5 月 5 日至 10
日，团一大在东园召开，参
会人数达 1500 多人。据曾
参加过省港大罢工的老人
回忆，当时东园内有一座
用茅竹搭起的纳凉棚子，
面积约 30 平方米，团一大
召开时，竹棚就被布置成主
席台，台上挂着一幅马克思
画像。

1922 年 5 月 5日下午，
团一大开幕式在东园的茅
棚和小广场举行，青年共产
国际的代表达林等二人和
中共中央局领导人陈独秀、
张国焘等都出席了。开幕
式首先由 24岁的大会主席
张太雷致辞，他在发言稿中
有这样斩钉截铁的词句：

“社会主义青年团一方面为
联络革命运动，并且帮助中
国无产阶级训练，而为世界

无产阶级革命之敢死队。”
与会代表随他三呼“社会革
命万岁”的口号，现场声浪
热烈。

随后，作为中国共产党
创始人的陈独秀登台，发表
了题为《马克斯的两大精
神》的演说。他开口便说：

“今天有两个大会，一个是
马克斯纪念大会，一个是中
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大
会……”这二者的关系在
于：“社会主义青年团就是
根 据 马 克 斯 的 学 说 而 成
立”。接着，他宣讲了马克
思的两大精神——实际研
究、实际运动，希望青年们
尤其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员，

“不要把马克斯学说当成老
先生大少爷太太小姐的消
遣品”。

从5月 6日到 10日，一
连五天，团一大一共举行了
八次全体代表会议，出席的
代表包括蔡和森、邓中夏、
张太雷、施存统、俞秀松、谭
平山等25人，代表北京、上
海、长沙、武昌、广州等 15
个地方团组织。大会最后
一天、5 月 10 日晚上，代表
们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出
了团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
施存统、高君宇、张太雷、蔡
和森、俞秀松当选为团一届
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施存
统任书记。

今天的广州市第十中
学（今素波巷 30 号）距离团
一大广场约 1.8 公里，当年
是“广东省立宣讲员养成
所”所在地，这是另一处与

“团一大”息息相关的重要
史迹。资料显示，在团一大
召开前，会议组织者们就在
这先行召开预备会议，当时
为素波巷19号。

广东省立宣讲员养成
所是中国共产党人早期创办
的培养宣传人才的学校。
1921年初，陈独秀在担任广
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期
间，以政府名义设立该养成
所，教员有谭平山、谭植棠、
谭天度等，许多学员成为广
东早期的党、团骨干。

1921 年 7月，中国共产
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
上海举行，中国共产党正式
成立，同年8月，谭平山就在
广东省立宣讲员养成所召

开会议，成立中国共产党广
东支部。中共广东支部还
在养成所创办了“注音字母
教导团”等，授课教师有意
识地向听众讲授和宣传马
克思主义。

青年团员也在此地活
跃起来。谭平山等人开始
筹备成立广东社会主义青
年团。1922年2月26日，广
东团组织创办《青年周刊》，
在创刊《宣言》中明确提出：

“‘社会革命’四个大字，就
是我们的先行旗帜。”3 月
14日，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
成立，这本周刊成为广东团
组织的机关刊物。这前后，
广东团组织与当时在上海
的团临时中央局联系，积极
讨论团一大的前期筹备工
作，谭平山发出了那封著名
的建议信：“大会地点，如能
改在广州更好，因为比较的
自由。”

养成所的原建筑已不
存。1928年，广州市第十中
学的前身兴华中学在其遗
址上重建了现在的建筑本
体。1995 年，原养成所教
师、广东党龄最长的老共产
党员谭天度同志亲自来到
这里，指认并确定了遗址的
具体位置。

2021年，该遗址进行了
全面修缮。修缮后的小红
楼变成了两层展厅，一层设
置为情景复原厅和多媒体互
动室。玻璃展示框中《新青
年》第九卷第三号的原件弥
足 珍 贵 ，被 当 作“ 镇 馆 之
宝”。展厅里的宣讲员告诉
羊城晚报记者，“当时陈独秀
先生没有参加中共一大，所
以他在1921年7月1日刊出
的这本《新青年》里发表了一
篇文章《政治改造与政党改
造》，委婉地发出了中国共产
党即将诞生的信号”。

团一大闭幕后，在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下，青年团加
强自身的组织发展和组织
建设，引导青年学习马克思
主义理论。1923 年 6月，在
民国初年的东山恤孤院路，
一幢两层砖木结构的普通
居民住宅里，中国共产党第
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秘密召
开。对于百年团史而言，这
次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
关于青年运动的决议案》也
至为重要——“第三次大会
认为青年运动为本党重要
工作之一，所以对于社会主
义青年团应极力加以组织
上指导上之援助。”

旋即，1923 年 8月在南
京召开的团二大即接受中国
共产党的“指导及帮助”，明
确了团组织在政治上必须完
全服从党的主张，对于中共
三大决议“愿努力协同中国
共产党诚实执行”。

此后，在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下，社会主义青年团积

极带领团员和青年参加到
帮助国民党改组的工作中，
并选派团员和青年共产党
员到黄埔军校和农民讲习
所学习。1924年 5月，黄埔
军校第一期开学，在 500 余
名学员中有 1/10 是青年团
员或青年共产党员。日后，
他们成为了国民革命军的
骨干力量。

“他们几乎都是由各地
共产党和青年团组织选拔

而来。”广州农讲所纪念馆
收藏的《广东农民运动（一
九二二—一九二七）》一书
中，也记载了青年团员到农
民讲习所学习的情况：“第
三届发展党员二十多人，第
四届发展五十多人，第五届
也成立了青年团‘农所支
部’。”在后来南昌起义、秋
收起义、广州起义等武装起
义队伍中，都有这些骨干学
员勇毅顽强的身影。

性别容貌生平百年扑朔
团一大代表叶纫芳之谜今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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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科技活动周昨日开幕

VR眼镜体验滑雪 与机器狗劲歌热舞
院士寄语青年要爱科学

开幕式在广州越秀国际会
议中心举办，共和国勋章获得
者、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云端
寄语，希望大家在科技周期间
收获丰富的科技知识。中国工
程院院士王迎军等 7 位科技工
作者与共青团员代表一同脚踏
红毯入席，共青团员代表为科
技工作者佩戴“科普爱心大使”
徽章。广州市科学技术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今年恰逢中国共
青团成立一百周年，希望通过
这种方式引导全民“追星”科技
大咖，鼓励青少年从小树立实
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远大
志向。

“科技发展的未来属于青少
年，希望孩子们能够热爱科学、
走进科学。”王迎军在深耕科研
的同时也关注中小学生科普工
作，她认为，让孩子们在青少年

甚至幼儿时期对科技产生兴趣
非常重要，历届科技周都为科普
付出很大努力。“希望孩子们能
够保持好奇心和求知欲，在实践
中积累科技创新的能力。”王迎
军说。

开幕式结束后，不少家长和
小朋友一同前往广州创新科普
嘉 年 华, 戴 上 VR 眼 镜 体 验 滑
雪，打卡无人机等科技产品。

“现在接触科技产品越来越
容易了，对我来说，这既是生活
所需，也是兴趣所向。”在广东实
验中学读高二的廖同学未来想
做一名机械工程师，此次她和同
学带来的三个参展项目都是校
本课程作品。动手打气就能让

“火箭”冲上云霄，气动火箭中蕴
含的压强原理让不少小朋友连
连惊叹。“同龄人更懂同龄人。”
在廖同学看来，只要有兴趣，小
朋友也能自主探索科技的奥妙。

“天上的卫星为什么不会
‘撞车’？”在广州气象卫星地面

站展位，三年级的梁同学聚精会
神地盯着卫星轨道模拟器，听工
作人员讲解背后的原理，不断追
问。“他从小就喜欢动手做各类
实验。”叶女士是一位高中化学
教师，这是她第三次和儿子打卡
科技周，希望培养孩子对科学的
兴趣。

科技大篷车驶向全国

“ 火 星 仿 生 猫 ”“ 机 器
狗”……当天，一辆满载科技产
品的移动“科普驿站”在广州启
动，即将前往全国各地的中小
学，播撒科学精神的种子。据
悉，这是中宣部“学习强国”学习
平台与科大讯飞共同发起的“科
技强国 强国有我”科技大篷车
全国巡展公益活动。

机器人 10 秒内作诗、猜丁
壳机器人、移动机器人投篮……
现场，许多小朋友被大篷车上的
新奇产品吸引，纷纷前来挑战，

与机器人一较高下。有学生戴
上耳机，感受自己的声音变换情
绪、语种；有家长带孩子用声音
定制明信片，通过声音邮局寄给
远方的亲朋好友。

与此同时，青少年还可以在
大篷车上学习实用技能。比如，
戴上VR眼镜，模拟实景3D的灾
害逃生，掌握家庭急救知识；使
用智慧跳远互动装置，无需穿戴
任何设备，AI 就能给出专业的
动作指导。

羊城晚报记者了解到，在未
来四个多月里，科技大篷车将以
广东为起点，在湖北、河南等全
国十余个省份陆续巡展，带着科
技展项、科普讲座、AI 大赛驶进
中小学。

小朋友互动体验前沿科技

当日 21 时，在广东科学中
心，仍然有孩子舍不得与模拟飞
行器、机器狗说再见，不舍“科学

之夜”。
“北极熊的皮肤是什么颜

色？”在广东科学中心“科学之
夜”现场，主持人话音未落，小
朋友们此起彼伏地喊着“白色”

“黑色”。主持人耐心解释道：
“黑色的皮肤可以吸收太阳的
热量，白色的毛则是它的‘保护
色’。”

除了互动问答，现场最炙手
可热的明星莫过于机器狗。“它
会投篮诶！”只见一只机器狗精
准地把蓝色小球投入篮筐，几名
小朋友兴奋地欢呼。听到呼唤，
机器狗 AIBO 眨了眨眼睛、摇了
摇尾巴，伸出左前腿来握手，这
让 5岁的姚同学对AIBO爱不释
手，和它一起跳舞：“它能听懂我
说话，很神奇！”

据了解，在科技周期间，广
州市各部门也将围绕各自职能
领域开展科普活动，如珠江科
学大讲堂、广州院士专家校园
行等。

想体验和机器狗的跨物种交流吗？试过脚踩踏板、戴着 VR 眼
镜滑雪的感觉吗？昨日开幕的广州科技活动周就能满足你。当
日，广州创新科普嘉年华系列活动启航，满载科技产品的移动“科
普驿站”在广州启动，广东科学中心等29个场所还举办了“科学之
夜”活动。据了解，今年科技周，市民可在全广州体验超过 370 场
科普活动，系列活动将持续到5月28日。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高焓 鄢敏 贺全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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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小女孩在进行三叶虫化石清修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