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史海钩沉SHIHAIGOUCHEN
2015年10月11日 星期日
星级编辑钱智琛 | 组版李静 | 校对陈文彪

16

阅读延伸

利群书社是新华书店的始祖
1980 年新华书店同志找到易礼容先生，说文化书社是

新华书店的始祖，请他写回忆文章。易先生郑重地回答：“不
对，利群书社才是真正的始祖。”

利群书社是在中华大学书报经理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
的，取“利群助人”之意而命名。1921 年恽代英辞去中华大
学附中部主任一职，2 月 l 日，恽代英、林育南、李书渠、廖焕
星等人创办的利群书社成立。由大家集股，从北京、上海买
进宣传新思想的报刊、书籍，在武汉推销。凭着多年的信用，
到外面订书免收押金。

□ 据《人民日报》

我们研究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时，常常围绕参加过一大的13个代表及他们代表的组织，而其他则涉及较少。周恩来逝世
后，经过多年的研究，终于在一大纪念馆中给旅欧支部一席之地。但是，至今谈到武汉地区虽也提到恽代英和利群书社，但是对
恽代英创建的共存社重视不够。早在1982年3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王鹤寿、赵毅敏、曹瑛等六人纪念张浩的文章《忠心为
国、虽死犹荣》，就指出：“共存社它的性质是共产主义小组式的组织。”此文经过胡乔木的批准而刊登。这个文章是我起草的，因
而知道这个过程。但是，这六位前辈都不是党史界的领导，因而没有引起重视。

惜气存精更养神，少思寡欲勿劳心。
——《寿世保元》”

健康快乐周刊

恽代英（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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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一个未受重视的中共早期组织

恽代英和林育南、肖楚女、李求实等创建共存社
不是偶然的。这要从共存社的灵魂人物恽代英的革
命活动说起。1917年10月，恽代英学习基督教青
年会的办法，和黄负生等4人创办了青年社团“互助
社”，互助社是全国成立最早的进步青年社团。

1919 年冬，张浩、林育南、林乐浦等根据恽
代英在乡下办一个小学校的建议，在黄冈白羊
山下八斗湾家庙里办起了宣传新思想的浚新小
学和通俗讲演社。这是他们试验新生活和实施

农村教育的重要场所。因领导、支持武汉地区
的五四运动，引起反动派的反对，1921 年恽代
英辞去中华大学附中部主任一职，2 月 l 日，恽
代英、林育南、李书渠、廖焕星等人创办的利群
书社成立。一方面为了宣传新文化、新思想，另
一方面，以此进行新生活的试验。利群书社经
销《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 ABC》、《阶级争
斗》等著作和《新青年》、《共产党》等刊物，给寻
找真理的青年的心中点亮了一盏灯。

五四运动后，中国有志于改革的人转入新村
或工读互助团等社会运动。随着越来越多的先
进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后，社会改革的趋向由
空想社会主义推进到科学社会主义。

1921年7月16日，恽代英等共24个青年人从
四面八方汇集到黄冈浚新小学开会。他们大部分
是互助社的成员和社友。8月10日出版《我们的》
对此次大会做了详细的报道，从中可以看出共存社
的特点：（一）组织极严密，俨然一国家；（二）分社友
社员，旨在“使人入社不致因社友有不健全而失败
了社务”；（三）注重个人修养，又不避免破坏事业
（推翻社会），不做无准备的破坏；（四）总务股委员
用袁氏金匮投票法，其他各股委员，“由加入各股社
员社友公举”。总之，共存社是人格互信的团体，不
做无准备的破坏，亦不做无目的预备团体。

经过五四运动后两年来的探索、寻求，他们
的思想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认为互助社旧的宗
旨、组织形式已不能适应现时的要求了。经过6
天的讨论，决定新成立苏俄布尔什维克式的组
织，定名“共存社”，取社会大同、人类共存之意。
到现在为止没有发现恽代英起草的草案 60 条，
因恽代英 1921 年日记未能保留下来，只能根据

这篇报道来了解当时的情况。
在讨论共存社的宗旨时，大家辩论得很激烈。

有的互助社老成员不同意成立共存社，有的不同意
共存社的主张。所以恽代英起草草章，末尾附社友
社员愿书，以接到愿书为正式入社。特别申明：使人
入社不致因社友有不健全而失败了社务。

据没有参加会议的吴化之回忆：“那时，恽代
英和多数社员思想还是觉得最好不要流血，尽量
用和平手段达到社会变革的目的。也就是说，在
政治上、理论上接受了马列主义有关阶级斗争的
思想，但有时也还认为革命斗争太激烈了，对流
血牺牲还是力求避免为好。”

但是，在《我们的》报道中并没有用“力求避免
流血牺牲”这样的词，在规定“但违反现行法制的
事，非经大会公决，不得以团体名义行之”的同时，
又特别申明：“又不避免破坏事业（推翻社会），不
做无准备的破坏。”从特别申明中可以看出，他们
是要推翻旧社会，建立新国家，只是“不做无准备
的破坏”，采取严肃、严谨的态度。

共存社是以布尔什维克为榜样的。共存社
的成立，标志着恽代英这些青年人的世界观由激
进的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

不久，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消息传来，1921年下半年恽代
英直接与上海联系加入共产党，在他的带动下共存社成员大
部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共存社停止活动。

1921 年林育南参加劳动组合书记部，冬天又参加远东
劳动大会，加入共产党。

1922年初，李求实回到武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了
表示革命的决心，他原名李国纬，此时改名为李求实。1924
年担任《中国青年》编辑，团中央宣传部长等职。1931年2月
7日牺牲于上海龙华。

1922 年春，张浩回到武汉，在武昌模范工厂做工。这
时林育南从苏联参加远东劳动大会回来了，共存社的成员
大多数已分别加入中国共产党。这年 2 月，张浩经恽代英、
林育南介绍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最早的工人党
员之一。

恽代英及其同志们主张个人修养，在社团内一直坚持开
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培养了大家公而忘私的献身精神，坚韧
不拔的斗志，这些品格正是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所必备的。所
以共存社社员们不仅纷纷加入共产党，而且许多人成为共产
党重要干部，在二七大罢工中、在安源工人运动中发挥了重
要作用。

恽代英等创建共存社不是偶然的

共存社是以布尔什维克为榜样的

大部分共存社成员加入共产党
成为共产党早期重要干部

五四运动前后，恽代英在湖北组织了“互助社”、“利群书
社”和“共存社”。图为互助社成员于1918年在武汉合影。
前排左3为恽代英，左4为林育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