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市历史博物馆 （上海

革命历史博物馆） 收藏有一份

珍贵的 《向导》 周报创刊号，

纵25.7厘米，横18.5厘米，厚1

厘米，是国家一级革命历史文

物。虽然纸张早已发黄发脆，

但是上面油墨的字迹仍然清晰

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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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导》周报

1922年8月中共中央在浙江杭州
召开会议，讨论研究如何贯彻落实党
的精神，在新形势新任务下加强党的
宣传工作，计划在北京创办《远东日
报》。但是出席会议的共产国际代表
马林认为，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创办
《远东日报》的条件不成熟，而且难
度太大，建议在上海创办一份周报。
最终中共中央接受这一建议，决定在
上海创办《向导》周报，作为中共中
央机关报。

1922年9月13日，《向导》周报
在上海老西门肇浜路兰发里三号（今
上海市黄浦区复兴东路 1047 弄 3
号）创刊，由蔡和森担任主编。《向
导》周报以“统一、和平、自由、独
立”为办报宗旨，有8个版面，除报
头外其余内容采用的是当时报刊通用
的竖排版格式，设有“中国一周”

“世界一周”“时事评论”“读者之
声”等栏目。《向导》周报以宣传中
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评论
国内外时政为主，及时报道和评论时
事，以指导现实斗争，系统地阐述中
国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
领，阐明建立以国共合作为中心的革
命统一战线的重要性。

《向导》周报在创刊号中科学分
析了近代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指
出：“资本主义先进国家的民主革
命，可以说完全是对内的革命，他的
敌人只有一个，就是封建阶级。殖民
地半殖民地的革命则不然，不仅是对
内的革命，而且是对外的革命。他的
敌人有两个，一个是封建阶级，一个
是外国帝国主义”，“官僚买办资产阶
级占有垄断资本，依附于帝国主义，
又与封建势力密切联系，因而反对革
命，是帝国主义的附属品，是站在被
革命的地位”，因此，“帝国主义、封
建主义和官僚资产主义”好比三座大
山沉重地压在旧中国人民的头上，是

“革命之绝对的对象”，这一科学论断
与 1922年 7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二
大通过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
相一致。

唤醒苦难同胞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份中央机
关报，《向导》周报具有鲜明的革命
性、深刻的思想性、犀利的战斗性。

《向导》周报自创刊之日起，始

终高举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旗帜，用大
量事实揭露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行为，
指出：“国境以内，租界厘然；水陆要
塞，大半割让；各大都会，莫不有外兵
的驻扎；长江内河，简直任外舰横冲直
撞；海关盐政早已共管，铁路交通现又
继之；外交内政，无一事能容中国人自
主，文化教育也几乎全归外人支配。”
《向导》周报通过不断地揭露帝国主义
列强的侵略本质，激发起中国人民反对
帝国主义列强的革命斗志，“打倒帝国
主义”的口号从此深入人心。

《向导》周报自创刊之日起，始终
坚持揭露封建军阀卖国求荣的罪恶行
径，大肆出卖民族利益、出卖国家主权
的丑恶嘴脸，以及军阀混战给中国人民
带来的巨大灾难。比如，1924年皖系
军阀卢永祥与直系军阀孙传芳之间为争
夺地盘爆发江浙战争，《向导》周报发
表《军阀战争之一幕》，指出：不管双
方“出兵宣言”中如何“词严义正”地
大讲“正义与民意”，这次战争的实质
只能是“直与反直的军阀战争”，其结
果无非是“外力侵入断送国家生命的惨
痛都是有加无已”，但是“在这一幕大
凶剧之中，江浙人民所受奸淫掳掠妻离
子散家败人亡的痛苦，岂是十年廿载所
能恢复？”《向导》周报通过不懈地揭露
封建军阀的反动本性，激发起中国人民
反抗封建军阀反动统治的革命斗志，

“打倒军阀”成为北伐战争的重要口号。
《向导》周报自创刊之日起，始终

大力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
积极开展工农运动，推动全国革命形势
的发展。1924年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
开，接受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政治

主张，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
三大政策，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建
立。革命统一战线建立以后，全国革命
形势发生巨大变化，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工农运动迅速发展，广东国民政府
出兵北伐，大革命风暴席卷全国。为
此 《向导》 周报发表 《统一的国民运
动》，指出：要打倒军阀，“必须是各
阶级各部分争自由争民权的各种势
力，在一个统一的目标之下集中起
来，成为一个有组织的广大的国民运
动，才有充分反抗军阀的力量”，“工
人阶级是最富于革命性的，特别有指
导中国国民革命之资格”，“农民是国
民革命的主力军”，“国民革命是中国
目前所紧急所可能的工作，只有国民
运动能打倒军阀，开辟我们共产运动
的途径”。

强大的编辑和作者队伍

《向导》周报的编辑和撰稿人很多
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如蔡
和森、高君宇、张太雷、向警予、赵世
炎、罗亦农、毛泽东、周恩来、瞿秋
白、王若飞等，他们的理论修养较高，
斗争经验丰富，既具有忠诚的信仰追
求、深厚的大众情怀，又有深刻的社会
观察力、科学的思辨能力与论述水平，
他们编辑与撰写的文章为读者所喜闻乐
见，并以大众化、通俗化的表达形式广
泛流传开来。

比如，《向导》周报的首任主编蔡
和森留学法国时就系统学习马克思主
义，阅读了 《共产党宣言》《人道报》
等百余种马克思主义书报，打下了坚实

的理论基础。蔡和森经常深入实际调查
研究中国革命运动的现状和未来，以兢
兢业业的工作精神和善于工作的办报作
风，为后人树立光辉的榜样。

蔡和森在担任《向导》周报主编期
间，单独署名的文章有130多篇，联合
署名的文章有36篇，主要是揭露帝国
主义列强对我国的殖民主义侵略罪行、
揭露封建军阀的黑暗统治、宣传国共合
作、论述工农革命斗争的重要性以及介
绍苏俄、土耳其、匈牙利等国外革命的
情况。虽然蔡和森患有严重的哮喘病，
身体瘦弱，但他仍然整天在屋子里埋头
写作和编辑，往往记不起吃饭，有时晚
上写作疲倦了，常常不解衣不脱鞋，倒
在床上躺一会儿，又爬起来继续工作。

“黑暗的中国社会的一盏明灯”

《向导》周报在1922年的发行量为
1000多份，以后逐渐增加，在1923年
增加到5000多份，到1926年已经达到
3万多份，还出版了50期为一集的合订
本。随着社会影响的持续加强与国内读
者的拥护支持，《向导》周报从最初在
上海、北京、广州、长沙等4个城市发
行，发展到在全国20多个大中城市发
行，甚至在法国巴黎、德国柏林也有发
行。1923年12月在北京大学成立25周
年纪念日举办的“中国的日刊与周刊，
你最爱看哪种”的民意测验中，在被调
查的1007人中，《向导》周报获得224
票，名列全国周刊榜首。

《向导》周报在上海创刊后，由于
反动军阀的破坏、阻挠与镇压，发行到
第5期就遭到查禁，《向导》周报编辑
部不得不于1922年10月从上海迁往北
京，在北京西城区中老胡同1号（今北
京市东城区中老胡同 1 号） 出版发行
《向导》周报第6期到第20期。“二七惨
案”发生后，《向导》周报编辑部不得
不于 1923年 3月从北京迁往广州，在
广州昌兴新街28号 （今广州市越秀区
昌兴街28号） 出版发行《向导》周报
第21期到第85期。由于国民党右派企
图破坏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向导》周
报编辑部不得不于1924年10月从广州
迁往上海，从第86期起《向导》周报
一直在上海出版发行。蒋介石在上海发
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向导》
周报编辑部不得不于1927年 4月从上
海迁往武汉，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七一
五”反革命政变后，《向导》周报被迫
于1927年7月18日停刊。

《向导》周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第
一份中央机关报，前后历时近5年，先
后辗转上海、北京、广州、武汉等地，
出版发行 201 期，发表文章 1400 多
篇，累计300多万字。《向导》周报始
终以宣传中国共产党的纲领、政策、路
线、方针为己任，大力宣传反帝反封建
思想，热情宣传和支持工农革命运动。
《向导》周报经历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
建立与破裂、大革命兴起与失败的全部
过程，犹如“黑暗的中国社会的一盏明
灯”，“唤醒了四万万踏在国内外强盗脚
下的苦难同胞”，“真敢替受压迫的工农
阶级呼冤而确能指示民众以革命大
路”，为中国人民指明了革命前行的方
向，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人百折不挠的坚
强意志，是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出版
发行的最有影响力的报纸，也是中国共
产党早期报刊中发行时间最长且连续出
版的刊物。

（作者系上海市黄浦区政协委员）

本报讯 （记者 付裕） 2022 年
度红山文化高峰论坛日前在内蒙古
赤峰市召开。本次论坛由中国考古
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
所、赤峰市文化和旅游局、红山区
人民政府联合主办。论坛主题为

“比较视野下的红山文化与中华文明
起源探索”，推动红山文化考古发
掘、研究、保护、传播和申遗工
作。此次论坛采用线下、线上相结
合的方式举办。

红山文化因内蒙古赤峰市红山后
遗址的发掘而得名，是中国东北地区
最著名的新石器时代考古文化遗址之
一，在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社会发展
进程中占据重要地位，对东北亚地区
同期或稍晚阶段的史前文化曾产生过
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1930年，我国著名考古学家梁思
永先生到赤峰、林西开展考古调查，
发现多处红山文化遗存，揭开了赤峰
地区史前考古的序幕。1954年，尹达
先生根据梁思永先生的建议，正式提
出红山文化的命名。

红山文化主要分布于西拉木伦河、
老哈河与大、小凌河流域，历时1500
余年，分为早、中、晚三个阶段。在距
今 5500～5000 年的晚期阶段，红山文
化发展进入鼎盛期，遗址分布密集，人
口迅猛增加，生产力水平显著提高，手
工业生产专业化程度加剧，以建筑、玉
雕、陶塑为代表的高等级技术能力集中
出现；等级制度逐渐确立，聚落内部出
现高等级社区，以玉为葬、以玉为礼的
礼俗开始出现，突出强调玉器的重要地
位，以玉为载体的礼制形态最终确立；

同时，公共信仰和祭祀礼仪系统成熟，
祖先崇拜、天地崇拜、龙图腾崇拜成为
红山文化先民的共同信仰；以种植粟、
黍为主导的成熟的旱作农业体系和发达
的渔猎经济传统助推了社会的高度发
展；科学和艺术成就超越以往，以天文
学知识的科学积累和玉雕技术的空前发
展最具代表性。

根据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的统计
结果显示，赤峰境内现存红山文化时
期遗址 725 处，是红山文化分布区内
遗址最密集、最集中的地区，见证了
红山文化孕育、形成、发展、兴盛和
衰落的整个过程，是红山文化的核心
分布区，也是中华龙的故乡和中华五
千年文明的圣地。赤峰市红山区魏家
窝铺遗址是目前经科学发掘揭露面积
最大的聚落遗址，共清理房址 110余

座，对于了解红山文化的内涵与年代
具有重要作用；敖汉旗兴隆沟遗址第
二地点发现并复原了一尊红山文化晚
期的整身陶人，通高55厘米，头部戴
冠，神态逼真，表情丰富，在全国同
时期考古材料中十分罕见。巴林右
旗那斯台遗址总面积达 150 万平方
米，为超大规模中心性聚落，也是
目前除朝阳牛河梁遗址外，发现红
山文化玉器数量最多的遗址，奠定
了赤峰地区在红山文化玉器研究中
的重要地位。

此次论坛主要讨论了红山文化系
列考古发现与多学科综合研究；讨论
了红山文化与仰韶文化的比较研究，
推进赤峰红山后、魏家窝铺、朝阳牛
河梁遗址群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及
相关事宜，以及推动红山区文旅产
业融合发展的意见和建议。此次论
坛有助于更好地认识红山文化考古
发掘、阐释、保护、传播及申遗工
作，了解以红山文化为代表，内蒙古
东南部地区在中华文明起源与中华文
明多元一体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
不可替代的作用，对其意义和价值的
更深层次的发掘与阐释，对于当今
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也具有重
要的作用。

红山文化高峰论坛召开
聚焦“比较视野下的红山文化与中华文明起源探索”

在河南大学明伦校区中轴线西
侧，两座古朴典雅的四角攒尖顶碑亭
坐落于此，亭中各矗立一通高大厚重
的石碑。石碑字迹依然清晰可见，这
就是贡院碑。

两座碑石一先一后建起，先立的
是《改建河南贡院碑记》，该碑石立
于1732年，碑文由时任河南巡抚田
文镜所撰写；后立的是立于1844年
的《重修河南贡院碑记》，碑文由时
任河南巡抚牛鉴撰写。《重修河南贡
院碑记》的碑座是一件带有单面二龙
浮雕的替代品。《改建河南贡院碑
记》 的碑座图案，前面是小的二龙
图，后面是大的单龙头。两石碑形制
相同，碑帽前后是腾跃于巨浪之上的
双龙石雕，方形碑座的四个侧面有腾
龙浮雕，楷书碑文字体工整秀丽，堪
称书法佳作。碑文虽经近几百年风吹
日晒，仍无大缺损。

河南贡院曾承办1903年、1904
年的全国会试，原因有三：一是八国
联军侵华战争，北京顺天贡院被毁，
河南贡院地处中原，规模大，保存
好，可举办会试；二是《辛丑条约》
规定义和团运动波及的五省四十六道
府州县停办科举5年，河南开封正好
不在其列；三是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

“两宫回銮”途中曾抵达开封。故而
此二年的两次会试得以由河南贡院举
办。1903年2月、1904年3月全国会
试在河南贡院举行之后，历经一千多
年的科举制度于 1905 年宣告结束，
上千年的科举制度在此画上了句号。

贡院碑石印刻斑驳，记载着自身
的变迁，而那些曾在贡院里怀着一腔
热血参与考试、希冀着金榜题名、飞
黄腾达的普通士子也随着这斑驳的碑
刻一并模糊了。

两通贡院碑虽说历史悠久，意义
深远，但由于时局变迁，战火连绵，
百余年间早已被肢体分家、横躺在

地，埋于草丛之中。据河南大学文学
院一位教授回忆：“新中国成立之
后，师生们整修校园，将其从乱草丛
中抬出，置于路边作为石凳，方便师
生休息和学习之用。”1963年，双碑
又被竖立起来，并在此基础上修建贡
院碑亭。同年12月23日，贡院碑被
开封市人民委员会公布为“开封市文
物保护单位”。

1912年，以林伯襄为代表的一
批河南仁人先贤，在欧风美雨和辛
亥革命胜利的曙光中创办了河南留
学欧美预备学校，始建于河南贡院
旧址（明伦校区所在地），成为当时
中国的三大留学培训基地之一。后
历经中州大学、国立第五中山大
学、省立河南大学等阶段，1942年
升格为国立河南大学，成为拥有
文、理、工、农、医、法等 6 大学
院的综合性大学，是当时学术实力
雄厚、享誉国内外的大学之一。新
中国成立后，经院系调整，校本部
更名为河南师范学院。后又经开封
师范学院、河南师范大学等阶段，
1984年恢复河南大学校名。

此间几多发展变化，贡院碑都同
河南大学、同河南大学代代师生们栉
风沐雨、筚路蓝缕，在断壁残垣中新
生、于时代新声中复兴，跟随着国家
发展的脉动向前展望、迈向未来。

这两通矗立于河南大学明伦校区
内的贡院碑，它们以自身的方式存在
着，其价值在于记载的史料，在于光
阴流转的见证，在于无尽的守望与静
默的等待，在于“居高位立威名，处
俗世静候而不惊”的自得。

在风雨兼程、日新月异的发展变
化中，贡院碑石矗立在这中原大地、
汴梁古都，目送莘莘学子来去，以长
者的口吻吟唱无声的历史颂歌，在无
数个昼夜交替、四季轮换中，守望着
河南大学的光明未来。

遗世独立贡院碑
李军涛 本报记者 王有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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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冈西麓，罗霄深处, 往日的
酃县，今天的炎陵，曾经有一位共产
党员，叫做周介甫。在狱中，他写下
一封致母亲的绝笔书后，即被杀害，
时年25岁。

在这封绝笔书里，他写道：

母亲大人：我这次是牺牲了，这
也是我个人的最后目的达到了，你老
人家不要挂念呵！男 介甫

1903 年 10 月，周介甫出生在
“八分半山一分田”的酃县，1926
年，周介甫回乡，办起农民夜校，在
他的带领下，青年农民到校学习，接
触先进思想，成立了最早的酃县农民
协会，周介甫被选为该协会委员长。
1927 年 11 月，周介甫加入中国共
产党。

1928 年 3 月，在 3000 余人聚集
的一场军民诉苦大会上，这位共产
党员毅然烧掉了自家的山林地契，
将所有土地、粮食和财产分给贫苦
农民。以一把火，表明了革命的
决心。

1928 年 4 月下旬，地主反动势
力反扑，为了保卫苏区，周介甫广泛
发动群众，组建了农民游击队，开展
斗争。周介甫在指挥游击队分路突围
中，不幸被捕。在监狱，周介甫遭到
严刑拷打，慷慨赴义。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人格的力量
——中国共产党人的家国情怀”展览
中，除周介甫这封致母亲的绝笔书
外，还有他的一幅“为主义而牺牲，
虽九死犹不悔”的题字展出。二者接
续展示，如同周介甫面对母亲的陈
情，令人动容。

周介甫致母亲的
“绝笔书”

周介甫致母亲的绝笔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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