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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专家邵维正：
百年创业多艰辛，赓续期待后来人

>>>上接 2 版

抗美援朝期间入党 与党史研究结缘

1951 年，邵维正响应“抗美援朝保
家卫国”的号召，毅然弃学从戎。 次年，
邵维正所在的 62 师开赴朝鲜，进入西海
岸阵地。邵维正在连队中担任文书、文化
教员， 并在抗美援朝期间加入了中国共
产党，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

1958 年， 邵维正随部队回国后，又
在西北戈壁滩上驻防长达 20 年。 1978
年，他和党史研究工作结缘。 那年冬天，
随着全军院校恢复招生， 军校大量从作
战部队调人， 当时已经担任师部宣传科
科长的邵维正凭借出色的政治素养和业
务能力， 被选调至北京解放军后勤学院
担任党史教员。

同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下达了编辑
出版《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的
任务， 邵维正受命参与其中， 负责党的
“一大”章节。“改革开放初期时，讲‘解
放思想，实事求是’ 的路线，党史研究
也要按照这一路线”， 邵维正向记者表

示，“（党史）每一件事都要一锤子一锤
子地敲定，不能随意改变。 ”

研究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开端， 避不
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课

题。 邵维正记得，1979 年， 他起草党的
“一大” 部分内容的初稿时发现， 党的
“一大” 存在着一些 史实问题没有落
定。 虽然毛泽东早在 1938 年就提出，把

7 月 1 日作为中国共产党建党的纪念
日，但党的“一大”真的是 1921 年 7 月
1 日召开的吗？

根据当时有限的关于党的 “一大”
的材料，邵维正列了一个表格，他发现，
仅关于召开时间这一个问题， 就存在着
若干种不同的说法，1921 年 7 月 1 日、7
月 4 日、7 月 5 日、7 月 20 日……各种
版本内容不一。另关于参与人数问题，也
存在着 11 人、13 人等不同说法。

“水有源，树有根，中国共产党的根
和源，就是党的创建。 正是以党的‘一
大’为标志，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 ”邵
维正当时下定了决心： 要实事求是地搞
清楚党的起点。

由此，他开始了漫漫考证之路，从各
种文献中收集信息史料， 终日奔波于中
央档案馆、中央党校图书馆、北大图书馆
等地， 在文山书海中搜寻着每一条有价
值的信息，手写整理出的资料堆得老高。

细致考证 终获答案

经过分析， 邵维正把切入点放在了
党的“一大”代表的行踪上，“人不到，
会就没法开”。 邵维正开始研究分析中
共“一大”各位代表当年的行踪轨迹。

首先要考虑的是， 毛泽东是什么时
间到上海的？邵维正四处找寻线索，功夫
不负有心人。 邵维正在革命博物馆找到
了革命老人谢觉哉的日记原件， 谢觉哉
在 1921 年 6 月 29 日记载：“午后六时
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这就说
明， 毛泽东和同为湖南代表的何叔衡是
6 月 29 日晚从湖南离开的。 “当时没有
从长沙直达上海的轮渡，需要先到武汉，
再从武汉前往上海。 ”邵维正向记者介
绍，经过分析考证，毛泽东和何叔衡抵达
上海的时间应为 7 月 5 日或 6 日。

邵维正还多次采访了当时还健在的
参加过党的“一大”的北京代表刘仁静。
但因年代久远， 刘仁静也记不清会议的

具体时间了。但刘仁静记得，他在前往上
海参加中国“一大”会议之前，先去了南
京，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的活动。邵维正
意识到， 他需要弄清楚少年中国学会的
召开日期。 为此，他跑遍了多家图书馆、
档案馆。终于，他在中央党校图书馆的仓
库里，翻出了已经落满灰尘的 1921 年 7
月的《少年中国》原件。上面明确地记载
着， 刘仁静 7 月 1 日至 4 日在南京参与
了学会活动， 并有他在会上的两次讲话
记录。

邵维正将书上记载的发言内容手抄
在了卡片上， 带着卡片对刘仁静进行了
回访。“对！ 这就是我当时的讲话！ ”刘
仁静难掩激动，邵维正更是备受鼓舞，离
考证出中共“一大”的具体日期又接近
了一些。

通过邵维正的考证，7 月 1 日，在上
海的参会代表只有五人，所以党的“一

大” 的实际召开日期不可能是 7 月 1
日。 随着考证的一步步深入，“一大”召
开时间范围缩小至 7 月 20 日，23 日、
24 日。

此外， 邵维正还获取了一份由俄文
翻译过来的关于党的早期文献， 该文献
记载称， 代表们 7 月 23 日全部到达上
海，代表大会开幕了。 此外，还记录了代
表大会第六次会议的夜晚， 被侦探闯入
打断一事。“为了使代表大会继续进行，
只好到附近一个小城市去。 ”文中还提
到在第二次会议之后， 休会两天起草文
件，这样 6 天会议加上 2 天，就是 8 天。

邵维正又找到了 1921 年 8 月 2 日
的《上海生活报》，上面记录了 1921 年
7 月 30 日法租界巡捕房的通告，这个时
间与大部分当事者的回忆相符。 不仅如
此， 邵维正还从部分代表的回忆中顺藤
摸瓜。 他们在回忆中都提到，在“一大”

会场被搜查的第二天黎明， 大东旅馆发
生了“孔阿琴谋杀案”。 邵维正发现，当
时有多家报纸对孔阿琴命案有详细明确
报道，发生时间为 7 月 31 日凌晨。

邵维正终于长长舒了一口气， 有足
够的证据判定“一大”在上海最后的会
期：7 月 30 日。 再向前推移 8 天，“一
大”开幕就是 7 月 23 日。 会议最后一天
转移到嘉兴南湖，完成历史使命。 至此，
“一大”的召开时间考证完毕。 而后，邵
维正通过事实分析得出， 出席会议的人
数为 13 人。

邵维正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
代表大会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的考证》
发表后立即引起轰动效应， 被全国几十
种报刊杂志报道或转载， 并被译成英、
日、俄、法文等在国外多种刊物发表，国
外学者将其视作党的党史研究实事求是
的新开端。

不忘初心 鼓励青年学习党史

“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了辉
煌而又艰难的历程。 ”邵维正激动地说，
“我们不能忘记过去走过的道路， 不能
忘记为什么而出发。 ”

2017 年 10 月，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
提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他看来，
“救国救民，救亡图存”这八个字中就有
三个“救”字。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
命，“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
复兴！ ”

邵维正认为， 中国共产党正处于两
个一百年的交汇点，“过去的 100 年已
经过去，新的 100 年马上迎来，‘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是对全党的号召，非常有
意义，有价值。 ”中国共产党肩负着民族
复兴的艰巨任务，“不忘记为什么出发，

才有奋发图强的动力。 ”
谈及自己的初心，邵维正用了一句话

概括：“百年创业多艰辛，赓续期待后来
人。 ”邵维正也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
行着这份初心。 如今已 85 岁高龄的他，
仍将大量精力放在了对青年人的党史教
育工作上，那就是给青少年写党史。

邵维正用了三年的时间， 带领自己
的学生编制了一套专门为青少年学习的
党史系列丛书，书名就叫做《写给青少年
的党史》， 根据青年人的认知和接受程
度，邵维正用六十个问题讲党史的故事。
“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也是党的事业的
接班人”，邵维正谈及青年人为什么要学
党史， 现在的青少年正是党的第二个百
年的奋斗主力军，“历史是最好的教科

书，要让青少年了解学习党的历史，知党
才能爱党，继承优良传统。”目前，该书已
被中宣部评为 2020 年主题出版重点出
版物，也入选了国家新闻出版署 2020 年
“优秀通俗理论读物出版工程”。

“六本书他会来回翻看几遍，亲自校

对订正，保证不出任何差错。 ”邵维正的
妻子张娜评价他是个“停不下来的人”，
全年无休，终日与党史研究、党史写作、
党史教学为伴，“他说自己什么时候干趴
下，什么时候干不动了才会停下。 ”实际
上，85 岁高龄的邵维正的身体状况并不
理想，心脏也做过搭桥手术，但他对于党
史事业的付出毫无减少。

而对于自己的付出， 邵维正总是不
愿多谈，“研究党史对我来说， 是丰富自
己，坚定自己理想信念的过程”，他也希
望自己几十年学习研究的成果传授出
去。他动情地说：“我是一个普通的党员，
到今天党龄有 60多年了。但我一直牢记
入党誓言，要为党的事业奋斗到底！ ”

（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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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维正接受采访 戴越、张力克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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