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博文女校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宿舍，
旧址坐落在上海市卢湾区太仓路127号（原白尔路389号），是
一幢三楼三底砖木结构坐南朝北的老式石库门住宅建筑。这
里原为五四运动后成立的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会址。1920年
学联机关搬迁后，就成为博文女校的校舍。

博文女校开办于1917年，董事长是黄兴夫人徐宗汉，校
长是黄绍兰。博文女校校址原设于贝勒路弄堂里，后迁到蒲石
路（今长乐路）。1920年初才搬迁到太仓路。

中共“一大”代表李达夫人王会悟参加了上海女界联合
会，担任《妇女声》的编辑，与徐宗汉、黄绍兰关系很好，她以

“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的名义，向黄绍兰校长租借教室，作为
代表们的住宿地，黄绍兰校长一口答应下来。

当时居住在博文女校的代表有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
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刘仁静、包惠僧、周佛海9人，他们全
部住在该校楼上。其中，毛泽东住在西厢房的前半间，与他同
住的有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同住东厢房前半间；王尽美、邓
恩铭住西面沿街小间，另几位代表分住沿街中间及东面小间。

当时环境险恶，代表们都是秘密到上海来开会的，这9位
代表住进博文女校的时间也先后不同。

长沙代表是毛泽东和何叔衡。由于当时湖南政治环境比
其他地区更为恶劣，人身安全更加没有保证，他们接到开会通
知后，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动身赴沪。谢觉哉当时与何叔衡在
湖南通俗教育馆编《通俗报》，他在1921年6月29日的日记中
记载道：“午后六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赴全国00000
之招。”（“00000”表示“共产主义者”——笔者注）。1952年谢觉
哉又在回忆当年的情景时说：“一个夜晚，黑云蔽天作欲雨状，
忽闻毛泽东同志和何叔衡同志即要动身赴上海，我颇感他俩
的行动突然，他俩又拒绝我们送上轮船。后来知道，这就是他
俩去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伟大的中国共
产党诞生的大会。”毛泽东和何叔衡是在7月4日前后到达上
海住进博文女校的。

武汉代表是董必武和陈潭秋。他俩到达上海住进博文女
校的时间是在7月20日左右。

济南代表是王尽美和邓恩铭，他俩于6月底以前到达上
海住进博文女校。

北京代表是张国焘和刘仁静。张国焘因为要参与大会的
筹备工作，所以最先到达上海。刘仁静是于7月上旬到达上海
住进博文女校的。

广州代表是陈公博、陈独秀。当时，陈独秀担任广东政府教
育委员会委员长，又兼任大学预科校长，因为要争取一笔款子
修建校舍，他一走款子就不好办了，所以不能离开广州。于是，
陈独秀就委派包惠僧参加大会。陈公博到达上海的时间约是7
月22日前后，包惠僧大约于7月20日到达上海住进博文女校。

旅日代表是周佛海。因当时施存统刚到日本，学习较紧
张，故由周佛海乘暑假之机回国到上海参加大会。周佛海到达
上海住进博文女校已是7月下半月了。

代表们住进博文女校时，正值学校放暑假，博文女校的学
生和教师都回家去了，所以校内相当安静。只有一名兼看校门
的厨师，他每天给代表们做饭，并事先已接到嘱咐，不许闲人
进入校内。

当中共“一大”会议召开时，住宿在博文女校的代表们经
常在校内讨论交流工作，起草文件。据中共“一大”代表、住宿
在博文女校的陈潭秋等人回忆，当年中共“一大”会议的开幕
式就是在博文女校楼上举行的，正式会议是在李汉俊家里进
行的。另据参加“一大”会议的包惠僧回忆，第一天在博文女校
召开的是中共“一大”会议的预备会，并不是全体代表都参加。
总之，博文女校作为中共“一大”会议的临时会场，开过会议，
这是事实。

据黄校长的女儿黄允中后来回忆：毛泽东来的时候我只
有7岁，那时我和母亲都搬到楼底下住……我母亲不许我上
楼去打扰他们的，但那时我还不懂事，有时还偷偷上楼玩。记
得我有一次走到毛泽东住的房间里，毛泽东叫我小妹妹，摸摸
我的头，还给我糖吃。

博文女校是中共“一大”会议的一处重要场所，新中国成
立初期，董必武、包惠僧等都实地勘察和参观了该处旧址。
1951年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之际，中共上海市委宣
传部查实该旧址后，就由房管部门安排住户迁出，并把旧址修
缮复原，历年来国家还专门拨出经费加以整修。1959年5月公
布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由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负责保
护和管理。

博文女校

三处“一大”纪念地
陆米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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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庆祝建党 100 周年的日子里，上海博文女校、
望志路106号、嘉兴南湖游船三处“一大”纪念地反
复出现在新闻报道中，这三处纪念地原来是做什么
的？它们是如何保留下来的？在寻找过程中曾经发
生过什么故事？本文为读者解答上述疑问。

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办公室
人民政协报社

联合主办

读文史资料 学百年党史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更好地纪念
建党时期的光辉历史，党和政府决定在
浙江嘉兴筹建南湖“一大”会址纪念
馆，并明确指示：南湖建馆的中心是

“船”的问题。1959年 3月，中共嘉兴
县 （今嘉兴市） 委宣传部特邀请上海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上海美术
模型厂、上海美术家协会的专业人员
和技术人员多人前往嘉兴南湖协助核
实和复原制作游船的工作。同时，还
专门召集 20 年代在南湖岸边的小贩、
摇船工、造船工以及附近地区的老居
民等进行座谈。

根据众人回忆，20世纪20年代的
南湖游船有双夹弄大型丝网船和单夹弄
中型丝网船两种，代表们当年乘的是何
种游船，无法最后确定。这样，嘉兴县
委宣传部就请人绘出单夹弄游船详图和
双夹弄游船详图，并制成木船模型报送
中央有关领导审定。

董必武仔细看了船模后指出：船模
式样是对的，只是大了些，新了些，漂
亮了些，船模做得很精细，只是按“新
工旧做，整旧如旧”的原则要求看，还
不够逼真。

与此同时，当年随代表们到南湖并
负责订租游船等工作的李达夫人王会悟
也来信回忆道：当年代表们到嘉兴后，
先到城内张家弄鸳湖旅馆落脚，请旅馆
账房雇船。本想租大号船，因雇大船要
提前一天预订，便雇了中号船，长约14
米。船中央有个大舱，舱后有个小间，
放有漂亮的席枕和床榻。船艄处是船老
大夫妇的住房，船右边有个夹道，中舱
设有烟榻、大八仙桌以及多只凳子。

接着，包惠僧也来信介绍了游船的
一些布置情况。他们来信回忆的情况与
董老的审定结果是相吻合的。据此，嘉
兴县委宣传部就复制了一艘单夹弄中型
丝网游船，作为中共“一大”会议纪念
船。为了制造纪念船，当时中央有关部
门还专门拨出了万元人民币，并拨出黄
金2两，供舱内装饰用。1959年纪念船
在南湖“一大”会址正式陈列。

1964年4月5日，董老又来南湖视
察，他登上纪念船，仔细地察看船舱内
外后说：“这只船，我回忆是造得对
的，造得成功的。”接着，董老又回忆
道：“当时开会好像雇了两艘船，不是
一艘船。”以后，嘉兴县委宣传部又经
过进一步调查得悉，丝网船由于船体较
大，停靠不便，因此都备有一只小篷
船，俗称“拖梢船”，为接送客人和进
城购物用。不久，嘉兴县委宣传部就在

“一大”会议纪念船的后面制作了一艘
拖梢船。

在这次视察南湖时，董老回忆起当
年天下大雨，湖中波涛翻滚，代表们在
游船内秘密聚会，庄严宣告中国共产党
成立的情景，不禁心潮起伏，于是挥笔
为南湖纪念馆题诗一首：

革命声传画舫中，
诞生共党庆工农。
重来正值清明节，
烟雨迷蒙访旧踪。

（本文作者时任上海“一大”会址
纪念馆研究室主任，原文发表于《上海
文史资料选辑》第111辑，本次发表时
有删节和编辑，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嘉兴红船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宿舍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宿舍———私—私
立博文女校旧址立博文女校旧址 （（今太仓路今太仓路127127号号））

中共“一大”会议的正式会场是法租界
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的李汉俊家
里。

当年，李汉俊与他哥哥李书城一起住
在望志路106号、108号，这是沿马路一排
五幢石库门房屋中并排的两幢，与后排四
幢房屋通过过街楼相连一起，成为一条弄
堂，人称树德里（即原贝勒路树德里，今黄
陂南路374弄）。

李书城早年追随孙中山，是老同盟会
员，参加过辛亥革命，曾任北洋政府陆军总
长。李书城对其弟李汉俊进行革命活动是
同情与支持的。中共“一大”开会期间，李书
城正在长沙参加反对湖北督军王占元的斗
争。当时李家周围环境比较僻静，有利于开
展革命活动，若遇不测有前后门可走。

1950年9月，经上海市市长陈毅提议以
及会议讨论决定，由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姚
溱负责寻找“一大”会址。尔后，姚溱指派沈
之瑜、杨重光等走访勘察，历时半年，于
1951年4月找到并确定现在这个地方，即原
望志路106、108号，现兴业路76号、78号。

当时房屋的建筑状况已面目全非，沿
街的底层房屋已成为一家制作切面的“恒
昌福面坊”。外墙是涂满了石灰的混水墙，
楼上设有厢房，都住着居民，内部结构也完
全改变了。

1951年9月16日，中共上海市委委托
市公共房屋管理处与当时的房主——“戴
瑞记经租处”的私营大房东陈老太联系，承
租下兴业路76号、78号。同年12月10日，
上海市委又委托上海市营建筑工程公司修
理和加固“一大”会址。与此同时，市委宣传
部也马上邀请中共“一大”代表李达前来确
定核实。根据李达回忆，当时将“一大”会议
室布置在兴业路78号（原望志路108号）
楼上，房间中间是一张会议桌，桌上放着花
瓶和烟灰缸，四周有几把椅子和圆凳，墙上
悬挂了马克思和列宁的肖像，还有毛泽东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手迹。
1952年 6月 3日，“一大”会址即将修

缮完毕，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闻讯
前来，成为“一大”会址的第一位参观者。7
月1日，《解放日报》刊登了有关“一大”会
址修复的消息。次日，上海市委、市政府领
导陈毅、潘汉年、陈丕显、方毅、刘长胜、王
尧山等来纪念馆参观视察。9月，经市委宣
传部审查同意，作有限制的内部开放。同年
12月，为了保护“一大”会址，恢复环境原
状，又订租下东邻的兴业路70号至74号
房屋，这样使沿马路的一排房屋连在一起，
成为现在的状况。

1952年12月，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
前来参观视察，他指出“一大”会场内部布
置不符合原来的状况，因为当年开会是秘
密进行的，代表们不可能在墙上悬挂革命
领袖的肖像和手迹。接着他对纪念馆的工
作人员郑重其事地提出：“革命历史纪念馆
的布置应该完全恢复当年原状，使来馆瞻
仰者能想象当时情景而生肃然起敬之感。”
此时，会址附近的老居民也纷纷反映，“一
大”建筑在解放前曾改建过，原来是可见砖
缝的清水墙，而不是混水墙，都是一上一下
没有厢房的石库门建筑，而不是两上两下
有厢房的。

不久，杨淑慧（周佛海的妻子）从北京
来到上海，告诉纪念馆工作人员说：她曾访
问了包惠僧、李书城等人，谈到“一大”会址
的布置情况，大家都认为现在的布置与当
年的原状不尽相符。1953年初，中央文化
部也在有关通知中指出：修缮和布置革命
纪念馆应以恢复原状为原则。

1953年6月在进一步复原中把墙上的
肖像和手迹取下，把会址外墙由混水墙复
原为清水墙，并制成会址模型，派人送到北
京，请中央领导同志审阅。王冶秋、胡乔木
把模型转呈毛泽东、董必武观看。董必武看
了后说：“是这座房子。”毛泽东观察模型后
说：“叫包惠僧去上海看一看。”

此时，上海市委领导再次指示要做深
入调查。于是纪念馆工作人员查访了出资
建造树德里房屋的陈老太和老居民董老
太，以及后来出资改建该屋的董正昌等人。
同年12月，纪念馆还特意邀请老居民一起
座谈回忆，从而对会址建筑原状及其变迁
情况有了详细的了解。

原树德里石库门房屋建筑于 1920年
夏秋之间，当时马路对面还未盖上房子，是
一片菜地，在菜地旁边仅有一所庵堂，西邻
今兴业路82号至92号也未建造，仅有一些
平房和几家小手工业工场。沿马路一排五
幢房屋，即望志路100号至108号（今兴业
路70号至78号）都是一上一下的石库门
建筑，清水砖墙，没有厢房。望志路106号、
108号开始由李书城、李汉俊兄弟等人居
住，他们搬走后，于1924年由董正昌将沿
马路一排五幢房屋全部租下，并将100号、
102号、104号三幢改为三上三下有厢房的
房屋结构，开了一间酱园店，又将106号、
108 号两幢改建为二上二下有厢房的房
屋，墙面也砌高了，由清水墙改为混水墙，
再租给亲戚居住，后来106号楼下又开了
一家米店，代卖切面。

抗日战争期间，望志路改名为兴业路，

门牌号码亦作重新安排，102号改为 72号，
108号改为78号，100号、104号、106号均改
作厢房，不再编号。

1954年3月，纪念馆又邀请薛文淑（李书
城的妻子，李汉俊的嫂嫂，“一大”会址的房屋
主人）、包惠僧前来上海，核查“一大”会址内部
建筑结构，他们均做了详细的回忆，与纪念馆
调查访问所得的情况基本一致，这样就为旧址
的复原和修缮工作提供了比较准确的依据。

“一大”会议室最初布置在108号（今78
号）楼上，这是根据李达、包惠僧的回忆布置
的。1953年董必武在北京审查“一大”会址模
型时，提出疑问，他肯定地说：“一大”会议室
在楼下。薛文淑也回忆道：106号楼上是李汉
俊的卧室，108号楼上是薛文淑的书房，106
号楼下是客厅，“一大”会议是在楼下客厅里
举行的，客厅里放有餐桌（可作会议桌），餐桌
从来没有放在楼上过。

1956年 2月，董必武亲自前来“一大”会
址视察，又一次肯定地说：“当年我们开会不
是在楼上，而是在楼下，会议室应该布置在楼
下。”接着他还分析道：“当时不像现在，人家
有女眷，我们怎好走到楼上去开会呢？何况那
时我们的会议又有外国人参加。”

1957年 6月，“一大”会址纪念馆负责人
前往北京再次访问了李达、包惠僧、薛文淑和
刘仁静等人，并向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作
了汇报，最后决定根据董必武的意见，将会议
室布置在楼下。同年10月，对会址建筑做了
全面的修缮复原，拆除厢房，恢复了5个石库
门，将会议室布置在106号楼下客厅。

为了对会议室内外各种家具摆设做进一
步考证复原，1958年12月25日，“一大”会址
纪念馆专门邀请家具业老工人前来参加座
谈，根据薛文淑的回忆，请老工人提出合理建
议，确证1921年期间的家具样式。同时又个
别访问其他制作各种生活用品的老工人，请
他们逐一对会议室内放置的茶具、烟灰缸、花
瓶等作核实考证。以后又特意邀请民用设计
院的专家前来对建筑复原方面进行复查。

经过多次走访、调查、考证等，终于将中
共“一大”会址恢复了原来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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