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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建党伟业（青少年版）》以人物为中心进行展开，以毛泽东青年时期的故事为线索，在内容上
采用电影蒙太奇的手法，抓取共产党建党的辉煌瞬间和共产党人救亡图存的精彩片段，如毛泽东长沙
抗敌、中共一大转战南湖、李立三刘少奇组织罢工等英雄事迹，为青少年展现了从1913年到1927年这
段时间内共产党的风云传奇。
本书再现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壮大过程中的所经历的坎坷、所获得的荣誉、所激发的热情、所饱含的
深情。
故事的形式更容易吸引青少年的目光，使本书内容能够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转化为青少年知识结构的
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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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金达芾，男，1987年生，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研究生。
多年以来凭借扎实的知识基础和良好的文学素养，多次参与相关图书的编纂工作，经验丰富。
曾编著《名句名段》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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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一线阳光穿云出　　1913 年3 月，上海--　　一列火车缓缓地驶进站台，汽笛声、叫卖声
、嘈杂的人声充斥了整个站台，熙熙攘攘的人流争先恐后地向列车涌过去，生怕别人抢先上了车。
　　&ldquo;砰！
&rdquo;　　一声闷响破空，沸腾的人群立刻呆住，几秒钟时间，死一般的沉寂，之后人们开始尖叫着
四散奔逃。
人群散开，只见一个衣着考究的中年人倒在血泊里&hellip;&hellip;　　他，就是宋教仁。
　　上海车站的这一声枪响，证明了资产阶级议会政治的设想在中国彻底破灭。
随着这一声枪响，袁世凯加快了背叛革命、复辟帝制的步伐。
随之而来的反袁斗争，将苦难深重的神州大地再一次带回了兵火连天的岁月。
　　中国，这个沉睡的东方古国，究竟路在何方？
没有人知道答案，仿佛有一块浓厚的乌云笼罩在华夏大地之上，让人看不清前途。
然而，此时的国人尚不会料到，遥远的西边，在那个叫圣彼得堡的地方，将有一声炮响，把中国上空
的这一块浓密的乌云打出一条裂缝，让阳光再次照临这片古老的大地。
　　壹　　&ldquo;德先生&rdquo;与&ldquo;赛先生&rdquo;　　（一）　　1914 年，日本--　　11 月的
天气，在岛国日本已经是寒意深重了，街上没有什么人。
一幢小楼独自亮着灯，里面住的是一位大学者，他就是后来响彻整个中国近现代历史的--陈独秀。
此时的陈独秀已经是名动一时。
不管是在故乡安徽，还是上海，提到陈独秀，大家都会尊称一句&ldquo;陈先生&rdquo;。
一间不大的斗室，透着阵阵寒意，伏案奋笔疾书的陈独秀停下笔，披上一件外衣，默默地走到窗前，
推开窗户，外面的寒气一下子涌进来，冲淡了屋里略有些浑浊的空气。
凭栏远眺，往事一幕幕浮上了陈独秀心头：十几年前，22 岁的自己怀着救国的梦想东渡扶桑，研究日
本强盛之原因，特别是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
　　这一次留学，让年轻的陈独秀眼界大大开阔，思想为之一振。
那时自己风华正茂，参加了留日学生中最早的革命团体&ldquo;青年会&rdquo;，凭着少年人的血气方
刚，自己剪了作风卑劣的学监的辫子，多么痛快淋漓。
而这一痛快换来的，就是被遣送回国。
　　回国后，自己组织集会、演讲，成立&ldquo;安徽爱国会&rdquo;。
又与章士钊等合办《国民日日报》，鼓吹&ldquo;排满革命&rdquo;。
紧接着自己提着一个包袱、一把伞就回到了芜湖，办起了《安徽俗话报》，用通俗的文字启发民智。
最陈独秀值得自豪的还是游访&ldquo;淮上豪杰&rdquo;，发起组织&ldquo;岳王会&rdquo;，秘密培训志
同道合的革命之士，真有一派投笔从戎的豪情。
　　这几件事，桩桩件件都那么漂亮，但也着实被政府所痛恨。
这几年东奔西跑的日子，虽然攒下了一些虚名，让人家都知道了咱陈独秀这么个青年才俊，可是咱做
这么多事，有几件真的发挥了作用呢？
国家存亡在前，一点浮名，又算得了什么。
这次再次东渡来到日本，为的是帮章士钊办杂志。
　　办杂志为了什么？
要振聋发聩，对，一定要振聋发聩啊！
不能再写以前那样温文尔雅的文章了。
这篇文章，一定要如平地惊雷，震动中国。
想到这里，陈独秀刚才的倦意被驱散得干干净净，一股豪情涌上心头，不觉文思泉涌。
他赶忙提起笔，在纸上刷刷刷地写道：　　人民何故必建设国家，其目的在保障权利，共谋幸福，斯
为成立国家之精神&hellip;&hellip;吾国伊古以来，号为建设国家者，凡数十次，皆未尝为吾人谋福利，
且为戕害吾人福利之蟊贼&hellip;&hellip;若而国家实无立国之必要，更无爱国之可言。
过昵感情，侈言爱国，而其智识首不足理解国家为何物者，其爱之也愈殷，其愚也益甚&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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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洋洋数千言，文不加点，挥笔写就。
是啊，这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中，曾有过真正的国家吗？
所谓国家，不过是帝王将相拿来谋私利、祸害人民的工具，这样的国家值得我们去爱吗？
好不容易盼来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袁世凯这个窃国大盗又滥用国家威权，进行种种卖国害民
的罪恶活动。
这样的国家，有还不如没有！
　　写到这里，陈独秀脸上浮现出一丝微笑。
他很久没有写出这么痛快淋漓的文章了，明天就发出去，对，一定要明天就发，让袁世凯和他的走狗
们听听这堂堂之音，要听得他们觉得害怕，觉得发颤才好！
　　（二）　　&ldquo;这像什么话！
真是无知小辈，狂妄至极！
&rdquo;　　&ldquo;简直是大言欺世，甘愿亡国之辈，还好意思在这里大放厥词！
&rdquo;　　新一期的《甲寅》杂志出版了，陈独秀的这一篇《爱国心与自觉心》迅速成为了街谈巷议
的热点。
招致几乎举国上下的一致批评，甚至怒骂。
　　&ldquo;陈先生，有你的信。
&rdquo;　　陈独秀接过邮差送来的信，撕开封条，展开信纸读了起来。
这是一封读者来信，这位读者看了陈独秀发表在《甲寅》杂志上的那篇文章，感觉无比气愤，就给作
者写来了这封信。
陈独秀一字一句地读着，这已经不是第一封愤怒的读者来信了，&ldquo;不知爱国，宁复为人，何物狂
徒，放为是论&rdquo;的观点，也早就不是第一次看到了。
　　这一点是陈独秀早就想到了的，这篇文章如此犀利，没有批评反倒是不正常。
批评没有什么不好，反而会促使更多人去读，更多人去思考。
想到这里，陈独秀微微一笑，把信收起来，放到一边，继续自己的工作。
　　&ldquo;仲甫兄，近来批评你的声音很多啊！
&rdquo;章士钊不无担心地告诫陈独秀。
　　&ldquo;外界的批评，我向来是不惧的。
我早就说过嘛，让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都会改观。
在这之前，别人要说什么，让他们说去好了。
&rdquo;　　&ldquo;这么大的中国，有几个人能懂我陈独秀呢？
&rdquo;他不禁这样问自己。
这么多年的救亡图存，为什么总是不见效？
看来关键还在国民。
几千年了，国民在孔教和宗法制度的毒害下，变得越来越愚昧和落后。
中国的出路首先不在于政治制度的改革，而在于文化的转换，实现国民性的改造。
改造国民性，说着容易，做起来难，几千年的老东西，不是说打破就能打破的。
这次不过发了这么一篇文章，就招来这么多的是非，要是真的向旧文化宣战，还指不定闹出多大的风
波呢。
　　一定要在国内掀起大波澜，这样才能吸引志同道合的力量，一起来改造我们的国民。
陈独秀暗暗地下了这个决心。
至于方法，他早就想好了--办杂志，办自己的杂志。
日本是不能再待下去了，既然下了决心，就要回到中国，去放开手脚大干一场。
躲在海外，偷偷摸摸地搞，这样声势怎么会壮大？
　　怀着开办杂志，唤醒国民的一腔壮志，陈独秀回到了祖国，而他这一次选择的落脚地，是中国最
繁华的大都市--上海。
　　20 世纪初的上海滩，是堪比纽约、巴黎的世界上最繁荣的城市之一。
十里洋场的灯红酒绿为这个&ldquo;国际大都会&rdquo;蒙上了一层浪漫的面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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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被称做&ldquo;冒险家的乐园&rdquo;的城市，见证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腐朽和罪恶：在闪烁
的霓虹灯光下面，是每天都在饥饿中挣扎的贫民，是被资本家榨干最后一滴血汗的劳工的悲惨命运。
　　但不可否认的是，上海的畸形繁华，却带来了文化和思想的活跃。
比起被北洋政府高压统治着的北京，这里的空气已经是相当的自由了。
各种新思想都是从这里进入中国，然后被推广到全国各地的，而这一点，也是陈独秀选择这里作为杂
志创刊地的最主要原因。
　　回到上海的陈独秀，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寻找志同道合的撰稿人。
在大上海，卖弄文墨的笔杆子到处都有，而思想进步、文笔犀利的撰稿人却不好找。
陈独秀最先想到了昔日共同留日的同窗高一涵，在向他透露了这个想法后，两人一拍即合，决定联手
开拓新事业。
两人分头行动，通过自己的地域人际网，联络了汪叔潜、陈嘏加入了创作队伍，这样，杂志的班底总
算建立起来了。
　　新杂志的准备工作忙碌而有序地展开了，杂志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出版。
在那个年代，要在北洋政府的眼皮子底下出版这么一本被当局看来有点&ldquo;反动&rdquo;的刊物，
的确是个大难题。
陈独秀想到了另一位老乡--亚东图书馆的汪孟邹。
汪孟邹曾帮助陈独秀出版《安徽俗话报》，算是&ldquo;老战友&rdquo;了。
可是，财力微薄的亚东实在有心无力，他们维持着《甲寅》杂志的出版已经是惨淡经营，要再增出一
本杂志便过于吃紧了。
但是交情摆在那儿，陈独秀要出杂志，汪孟邹没理由不支持，于是他把陈独秀介绍给了群益书社的陈
子沛、陈子寿兄弟。
经过反复协商，终于商定由群益书社出版这本杂志，每月一本，每期支出200 圆。
最初发行量为1000 份。
　　出版商落实了，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这本新杂志要叫一个什么样的名字好呢？
一定要突出这本杂志一新国民精神的创刊意图，要有锐气，要有革新精神。
这一点是颇费踌躇的，陈独秀想了好几个名字都不合意。
突然，一道灵光划过陈独秀的脑海，在这个死气沉沉的国度，谁最有朝气？
青年。
谁最具有进步要求？
还是青年。
欲新一国之思想，必先自新一国之青年开始不可。
这一本新的杂志何不叫做《青年》呢？
这个名字好，充满了朝气与希望，象征着永恒不竭的激情与力量。
要的就是这种效果。
杂志的名字敲定了，万事俱备。
这个年近不惑的中年汉子脸上，露出了一丝平日不容易见到的笑容。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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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建党伟业（青少年版）》向青少年读者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建党前后历史，但又不是干巴巴地讲
述历史，而是运用蒙太奇的手法，用文字将一个个精彩故事画面展现出来，读来趣味性十足，读过记
忆深刻。
因此，这本书对于青少年读者来说，即是拓展阅读的良好选择，又是增长历史知识的有效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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