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嘉兴红船：党梦想起航的地方
1921年8月初的一个清晨，天初
亮，王会悟就匆匆赶往上海北

站。她要赶7点35分去嘉兴的早班快
车。去嘉兴继续开会的主意是她出的，
这一番旅程，她得负起责任，为身后十几
个同志和外国客人安排好一切。

随后，中共“一大”的代表们也赶赴
嘉兴，只见“鹤鸣夫人在站等候，率我们
上船”。鹤鸣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
之一：李达。王会悟是他的新婚妻子。

当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
大会，在嘉兴南湖的一艘画舫上顺利闭
幕。23岁的王会悟是这一众人当中唯
一的女性，也是唯一的非与会代表。她
扮作南湖上的船娘，守在前舱，为代表们
放哨。

38年后，王会悟已经想不起会议日
期等细节，但对南湖上画舫、船只数目，
其他画舫主人，当时在做什么，依然历历
在目。她还记得“这天是阴天，不大有太
阳”，但对于中国，这天却是光明的启航。

“到南湖去包一个画舫”

1920 年春夏之际，陈独秀等进步
青年，在上海发起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
早期组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以下
简称上海小组）。到1921年5月，全国
已有7个共产主义小组。不过，全国党
员总人数加起来都还不到60人。

1920 年 11 月，陈独秀应邀前往广
州担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将上
海小组的领导任务交给刚满30岁的李
达代理。

陈独秀走后半年，共产国际的两名
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来到上海。李
达回忆：“六月初旬，马林和尼科洛夫

（尼科尔斯基）由第三国际派到上海来，
和我们接谈了以后，他们建议我们应当
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党的成
立。于是我发信给各地党小组，各派代
表二人到上海开会……”

1921年6月中旬，上海小组秘密发
信到各地，预备着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
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下简称中共“一
大”）。

根据马林 1921 年 7 月 9 日向共产
国际发出的报告，上海小组将大会会期
定于7月底。短短一个月时间，要召集
6个地方的代表，筹备大会决议等各项
事宜，时间上很仓促。两名重要的建党
发起人陈独秀与李大钊，均因事务繁
忙，未能前往上海赴会。

7 月下旬，各地代表共 13 名，分批
抵达上海。这是一群极年轻的知识分
子，除了董必武（1886 年生）与何叔衡

（1876年生），其他人都是“90后”与“00
后”。

上海小组人手有限，在李达张罗会
务的同时，部分后勤工作就由他的新婚
妻子王会悟承担下来。

王会悟比李达小 8 岁。认识李达
以前，王会悟就在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
做秘书。1920 年下半年，王会悟和李
达在陈独秀家举办了婚礼。同年，她加
入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

据王会悟回忆，中共“一大”召开的
地点和外地代表的住宿，都由她具体安
排。大会于7月23日开幕，原定议程为
7天。

7月30日晚，中共一大代表和两位

外国代表正准备举行第六次会议时，突
然遭到巡捕房的搜查。会议议程被迫
中断。

据王会悟回忆，会议至少中断了两
天，代表们商议更换地点，再用一天的
时间，将会议结束。由于在上海找不到
合适的地点，既然对外称是暑期旅行
团，代表们商议就继续以“游览的姿态”
来作掩护。

王会悟提出不如去离乌镇不远的
嘉兴。嘉兴有一个南湖，“游人少，好隐
蔽，（我）就建议到南湖去包一个画舫，
在湖中开会。”嘉兴正好处于上海到杭
州之间，只要两个半小时的车程，代表
们都同意了。

湖烟湖雨荡湖波

嘉兴是典型的江南水乡。城内河
道纵横，京杭运河穿城而过。新中国成
立以前，嘉兴的公路网不完备，水运是
客货运输的主要方式。嘉兴也是浙江
南北通航的要道，水路往南可去杭州，
东达上海，北通湖州，在浙江的通航里
程名列第一。

20 世纪 30 年代，韩国临时政府领
导人金九，曾在嘉兴避难半年有余。他
在回忆录中记载，几乎每天都乘船游
湖，或沿运河游走，以躲避日军的搜捕。

嘉兴的南湖旧称鸳鸯湖，整个湖域
由东南湖与西南湖两部分组成，如鸳鸯
交颈。虽然不如西湖、玄武湖名声在
外，但也是江南名湖之一。乾隆六次下
江南，都在此湖驻足小憩。

作为钱塘六百里的一部分，南湖也
少不了华丽的画舫。南湖画舫，俗称丝
网船，源自无锡，清末在嘉兴十分流行，
多时湖面聚集有数十艘。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南湖画舫仍是

江南骚客所喜爱的游览项目，由于离上
海很近，常有沪上名流到南湖包画舫游
玩。上海《社会日报》主编陈灵犀就曾
于1935年前后，到南湖坐画舫游玩。

据他记录，南湖大画舫费用不便
宜，租一天要30元，相当于当时上海普
通编辑一个月的收入，“这画舫……可
容纳三四十人，有炕床，有藤榻，用朱漆
髹得焕然一新，还雕刻着许多古代人
物，涂作金黄色。”

陈灵犀表示，坐画舫需要提前预
订。因此，中共“一大”闭幕会当天，王
会悟虽赶早班火车到嘉兴，却没订到想
要的大画舫。

“租到一艘中型画舫，租金8元”

王会悟去嘉兴的时间，史学界目前
还没有定论。中共“一大”虽然是宣布
建党的重要大会，但并没有留下一份中
文文件。据一大代表陈公博记述，法国
巡捕房搜查后，他被跟踪，回旅馆就将
所有文件付之一炬。

34岁的董必武作为武汉代表之一出
席了“一大”。半个世纪以后，1971年，他
曾回忆道：“一大没有任何文件……他（马
林）把当时的文件都带走了……真正开
会的日子，没有哪个说得到的。”

但王会悟一直记得，休会以后“隔
了两天”，才去嘉兴，也就是1921年8月
2 日。王会悟从 20 世纪 50 年代至 80
年代，曾反复接受采访，回忆中共“一
大”闭幕的过程，这期间她一直坚持“相
隔两天”的说法。

当天，王会悟没能订到大画舫，只
租到一艘中型画舫，租金 8 元，包餐
食。不过即便是中型画舫也很宽敞，里
舱能摆下一张大八仙桌，十几个人聚会
绰绰有余。末了，她还不忘借了一副麻
将。据无锡老船工杨荣林回忆，20世纪
20 年代，客人们租画舫常常为了打麻
将，“灯船（画舫）的优点是静……在浩
渺的水面上叉叉麻将，不会受干扰。”

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等几名代
表先到，王会悟带他们先到湖上转了一
圈，“目的是观察船停靠的位置。”画舫
体积大，不易四处游走，一般行到湖中
后，就会找地方停下来。

据陈灵犀的记录，南湖的画舫周
围，总是围着十几艘“赤膊”小船或小蓬
船，如果要游湖，就要坐小船。1964
年，董必武回南湖视察时，也曾提到当
时开会，雇有两条船。当时嘉兴县委宣

传部调查认为，可能是画舫自备用来接
送客人的“拖梢船”。

余下的代表们约莫在上午11点左
右，陆续抵达画舫。有 4 个人没能出
席，分别是李汉俊、陈公博以及马林和
尼科尔斯基。嘉兴当时也只是一个小
县城，两位国际友人在城里行走太过显
眼。李汉俊、陈公博是巡捕房搜查时唯
一在场的两名代表，因被密探盯梢，无
法到场。

初生的中国共产党，梦想起航

会议开始以后，唯一的非代表王会
悟便装成船娘，到前舱盯梢。

嘉兴的船娘很有名。据1936年嘉
兴地方志记载，“清末民初时，南湖船娘
之风最盛”。据1936年《申报》的文章，
到南湖来游览，总要一睹船娘的风采。
尤其是夏天，这是船娘们一年中生意最
好的时候，湖上游船，极少没有船娘的。

值得一提的是，王会悟还换上了白
夏布斜襟短衫和黑丝绸裙子。据陈灵
犀和 1937 年《申报》的记录，黑白分明
的打扮，是当时南湖船娘的“职业装”。

这身装扮对王会悟来说，是绝佳的
掩护。一有风吹草动，她便敲打舱门。
中午开餐，她也没有进里舱，饭也不吃，
坐在前舱观望。

上午会议开始后，曾下起一阵雨，
湖面上游人散去不少，代表们也更安心
地开会。但到了下午，湖面上的游船多
了起来。可能是精神高度集中，以至于
38年后，王会悟回忆起当天湖面上的情
况，依然记忆犹新。

有一艘汽艇开进湖中，引起王会悟
的警惕，令代表们临时休会。20 世纪
20 年代，游艇还不普及。游艇的拥有
者，常常是政府官员、军阀一类的人
物。待后来查清该汽艇是私人所有，大
家才放下心来继续开会。

据王会悟和“一大”代表包惠僧回
忆，会议在上海中断以后，大家都比较
焦虑。因此，代表们都盼望能在南湖早
点结束会议，“大家的发言也精简了许
多。”会议在傍晚时分顺利闭幕。这时
候，“到处留声机唱京戏，湖中已热闹非
常。”

初生的中国共产党就这样，乘着这
江南画卷，梦想起航。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何晞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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