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
春
何
谓

青
年
何
为

记
者
手
记JIZ

H
E
SH

O
U

JI

《毕业歌》创作于 1934 年，是电影《桃李
劫》中的一首插曲，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的领土和主权不断沦
丧，无数青年学生高唱这首《毕业歌》舍生取
义，投笔从戎，誓死不当亡国奴。

歌词如下：
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听吧，满耳是大众的嗟伤！看吧，一年年国土
的沦丧！我们是要选择战还是降？我们要做
主人去拼死在疆场，我们不愿做奴隶而青云
直上！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会的
栋梁；我们今天是弦歌在一堂，明天要掀起民
族自救的巨浪……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青春；青年，总是
与时代同行。

青春何谓？青年何为？
这是每个时代的发问，也是每个青

年都矢志追求的答案。
那个时代的青年，面对山河破碎、民

不聊生的困境，面对着近代以来最大的
民族危亡时刻，青年们只得前赴后继地
投入到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的斗争中，只
得拼死在战场，用鲜血和斗争换来了中
华民族近代以来的第一次全面觉醒，那
是一个觉醒年代。

那个时代的青年，用熊熊的青春
火焰，淬炼出一个新天地。他们挺身

而出，奋起抗争，誓言“国土不可断送、
人民不可低头”，掀起了民族自救的巨
浪。

无数青春的面庞身影，在这奋斗牺牲
的漫漫征途中永远定格。1919 年 5 月 3
日，北大法科大礼堂，23岁的谢绍敏，咬破
自己的中指，撕裂衣襟，血书“还我青岛”
四个大字。1935年，儒雅的革命者瞿秋白
歌唱着自己翻译的《国际歌》走向刑场，那
一年他36岁。1946年关向应在延安病逝,
毛泽东题词：“忠心耿耿，为党为国，向应
同志不死。”那年关向应44岁……

这就是那一代中国人的青春，为了
天下的兴亡，视死如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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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年来，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共青团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在青年前列，组织引导一代又一代青年坚定信念、紧跟党

走，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贡献力量，谱写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激昂的青春乐章。

——2022年5月10日，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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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辽宁第一个团小组在大连
建立的同时，辽宁各地的青年运动也在
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奉天团组织的建立与青年学生受到
五四运动和十月革命 的 洗 礼 密 切 相
关。随着马克思主义在奉天（今沈阳）
的进一步传播，一些先进青年在接触到
马克思主义著作后，觉悟进一步提高。
共产主义青年团奉天支部建立的条件日
益成熟。

团奉天支部的建立受到了五卅运动
的直接影响，任国祯、吴晓天等受党中央
委派，到奉天开展工作。他们组织领导
了奉天声援五卅运动的六·十运动，开办
暑期学校，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研
究，许多进步青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和
共产党的主张。

他们从进步学生和知识分子中陆
续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
1925 年 9 月，中共奉天支部建立，任国
桢任支部书记。同时，成立了共青团奉
天支部，吴晓天任团支部书记，团员有
苏子元、李正蔚、张景珍（张光奇）、周东
郊等人。

大连、奉天团支部成立后，在抚顺、
台安、营口、锦州等地都发展了一批团
员，团的组织普及全省，为辽宁建团做
了组织准备。

随着革命斗争的不断深入发展，仅
依靠大连、奉天两个团组织，发动全省
青年运动作用有限，因此迫切需要一个
青年的核心组织来领导全省的青年运
动。一批爱国青年团结在一起，有着先
进的思想，有着坚定的信仰，进行着坚
决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共青团满洲省委
成立的条件已经成熟。

1927 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
后，中共中央派陈为人到东北传达贯彻
八七会议精神，统一东北地区党团组
织，成立中共满洲省临时委员会和共青
团满洲省临时委员会，此后东北地区团
的工作有了较大发展。

据《辽宁省志·共青团志》记载：各
级团组织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开展政治
斗争、经济斗争，扩大团组织，培养团的
干部。到 1929 年 12 月，辽宁地区共青
团组织共建 2 个市委、3 个中心县委、13
个县委、12 个特别支部、15 个团支部，
共有105名团员。

1927 年 10 月 24 日，东北地区第一
次党员代表大会在哈尔滨召开。决定
成立中共满洲省临时委员会，陈为人任
书记兼宣传部长。

在中共满洲省临时委员会成立的
同时，共青团满洲省临时委员会也宣告
成立，张任光（张福堂）担任共青团满洲
省临时委员会第一任书记。

共青团满洲省临时委员会的成立，
实现了东北地区团在思想上、组织上
的完全统一，成为东北青年的核心力
量，在党的领导下带领广大青年，坚
定地投入伟大的人民革命斗争中去，发
挥了巨大作用。

1916 年，李大钊写下著名的《青春》一文，
提出以青春的朝气，青春的理想唤醒百年沉睡
的旧中国，建立青春之中华的理想主张。

1916 年，14 岁的关治祥（赴上海参加革命

后改名关向应）正在日本人办的专以教育中
国人的普通学校读书。接受的是日本殖民侵
略式的教育，但正值青春年少的关向应却把

“我是中国人”“精忠报国”写在课本上，一颗

爱国的种子在少年关向应的心底慢慢萌芽、
长大。

他是辽宁早期青年运动的领导者，是辽宁
第一批共青团员，是辽宁最早团组织负责人。

大连金普新区向应街道大关屯 173 号，是
关向应纪念馆、关向应故居所在地。

故居内，一棵百年中国槐蜿蜒崎岖的枝干
向天际蔓延着。1902年，关向应出生在这里的
一户贫寒农民家庭。在这座平凡又普通的农家
小院里，一个少年自幼就养成了勤劳简朴、刻苦
自立的品德，借着一盏黄豆粒大小灯火的煤油
灯，关向应苦读到深夜。

1920年，18岁的关向应考入大连伏见台公
学堂附设商业科。在大连，他目睹了日本侵略
者的残暴与血腥，唤醒了他强烈的民族意识。
作为一名热血青年，关向应在心里埋下了革
命的种子。

在关向应纪念馆的一个展柜里，记者看到
一本泛黄的日文课本，上面清晰地标注着“中
国”“我是中国人”“精忠报国”“报国”这样的话。
关向应纪念馆馆长王海军说，那时候在日本人
办的学校里，日本人强迫中国学生学习日文，关
向应对此表达了强烈的不满。当年他还画了一

些抨击日本人的漫画，表达对日本帝国主义的
仇恨。

1922 年 3 月，关向应从伏见台公学堂附
设商业科毕业后来到泰东日报社做事。关向
应后来在自传中回忆说：“我在泰东日报社住
了一年。在这一年中，因时与知识阶层接近，
到现在能看书看报，都是这一年中得来的。”

纪念馆的展陈中，关于关向应在泰东日报
社的经历分别有图片和实物展示。其中一张
图片下方的文字介绍是这样写的：1914 年“优
于文学及办报之学识经验”的傅立鱼到大连泰
东日报社任编辑长。在俄国十月革命的鼓舞
和五四运动中兴起的新思潮影响下，大连一批
爱国知识分子，以泰东日报作为阵地，向大连的
青年宣传新思想、新文化，介绍苏俄等国革命运
动的经验。

在这一时期，关向应积极参加进步运动，在
废除“二十一条”的游行中，在反对日本教师殴
打学生的罢课斗争中，他都站在了最前列。

爱国进步活动中站在最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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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 5月，25名青年代表在广州宣告了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立，揭开了党领导下
的中国青年运动史的崭新篇章。

此时，青年关向应正在泰东日报社如饥似
渴地学习，极大地开阔着自己的思想境界。他
常对身边的工友们说：“从书本和报刊里能明
白许多事情，懂得很多道理，咱们青年人应当
好好学习，未来的国家指望咱们这一代。”

1923 年底，进步青年关向应在泰东日报
社结识了到大连地区开展党的工作的李震
瀛和陈为人等人。李震瀛、陈为人以新闻
记 者 身 份 ，把 关 向 应 、赵 悟 尘 和 满 铁 沙 河
口工场华人工学会会长傅景阳、青年会会
长杨志云等一批进步青年作为发展对象。
其间，关向应读了李震瀛带来的中国共产
党 中 央 委 员 会 的 机 关 报《向 导》和 理 论 性
刊物《新青年》以及《苏维埃劳工政策》等革
命书籍。

革命思想的启蒙，使关向应认清了救国救
民的正确道路，懂得了要救中国就必须起来革
命。辽宁省团校青运史研究室主任刘庆宇介

绍：这个时期的关向应与身边的进步青年开
始从事秘密的革命活动。他和赵
悟尘、傅景阳等人经常在老虎花园

（今劳动公园）、南山等地召开秘
密会议，通过中华工学会展开革
命工作。

1924年4月，在李震瀛的介绍
下，关向应、赵悟尘等人加入中国
社会主义青年团，并
建立团小组，关向应
任组长，这是辽宁第
一个团小组，从此，
关向应开始领导旅
大地区的青年运动。

建立辽宁第一个团小组

在关向应纪念馆采访，是一次不同寻常
的参观历程。2020 年以来，关向应纪念馆创
新展演方式，通过情景再现、观众参与等方式
打造“沉浸式”的参观环境，给参观者更多的
代入感。

参观快要结束时，记者与参观的观众一起
观看了一场由纪念馆工作人员排演的情景剧

《找寻》。其中一个片段让记者记忆深刻。
身穿褐色长马褂的青年关向应背着行李包

决然地走出家门，不敢回头看双亲不舍的眼神。
母亲问他：“要去干什么？”
关向应回答：“我要寻找一颗星，只要我找

到属于中华民族的那颗星，我想，它就会照亮前

程。”
这是 1924 年 5 月，22 岁的关向应离开家

乡，跟随李震瀛前往上海进行革命工作的一幕。
从此，关向应的革命足迹遍布中华大地，直

到他去世也没回过大连。
1925 年 9 月开始，关向应在济南、青岛、上

海、武汉、河南等地领导轰轰烈烈的青年运动，
组建发展当地团组织，领导工人、青年学生参加
对反动当局的斗争。

1927年 5月 10日，关向应在汉口参加共青
团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共青团中央委
员，后又当选为团中央局执行委员。年底，关向
应回到上海，任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部长。

1928 年党的六大在莫斯科
召开，关向应代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出席，并
参加团五大的筹备工作。六大闭幕，他当选为
中共中央委员，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
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并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
委员。

1928 年 7 月，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五次
全国代表大会上，关向应当选为共青团中央执
行局书记。1929年初，关向应回国主持共青团
中央工作。

从1924年入团到1930年，关向应从事共青
团和青年运动工作近 7 年的时间，为共青团和
青年运动作出了巨大的不朽贡献。

七年共青团工作经历

本版稿件由本报记者 张颖 采写

关向应纪念馆
正门竖立着关向应
雕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