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0章 

中國共產黨的成立

共產國際的東方政策

維經斯基訪華

李大釗、陳獨秀商量建黨

中國共產黨發起組在漁陽里成立

各地共產黨早期組織的建立

馬林來華使命

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

嘉興南湖一大閉幕

偉大的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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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俄國人維經斯基等來中國，加快了中國共產黨建立的步伐。

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後，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政權只是控制

了彼得堡到莫斯科的部分地區，俄國的大部分還在前沙皇的軍隊控

制之下。協約國資助俄國白衛軍圍攻布爾什維克政權，邱吉爾揚言

「要把紅色的幼苗扼殺在搖籃裏」。列寧指揮工農紅軍和高爾察克、

鄧尼金、謝苗諾夫的軍隊進行艱苦鬥爭。列寧出於世界革命的考

慮，認為需要形成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才能保衛紅色政權，打破國

際反動勢力的圍困。1919年3月，莫斯科召開了共產國際成立大會，

取代已經不起作用的第二國際。共產國際的一個使命，就是在亞洲

各國建立共產黨。

共產國際在亞洲和中國聯絡的過程，石川禎浩在《中國共產黨成

立史》中運用蘇聯檔案作了詳細考證。1920年初，蘇聯紅軍在鄂木

斯克打敗了高爾察克的白衛軍，隨即先後佔領了伊爾庫茨克和海參

崴，在伊爾庫茨克建立了俄共遠東局。在這種情形下，曾在俄國遠

東一帶活動、當時正在莫斯科的俄共黨員威廉斯基 ·西比利亞科夫

於1919年8月向俄共中央委員會提出了在東亞開展共產主義工作的

提綱，獲政治局批准，並被任命為外交人民委員部遠東事務全權代

表。1920年1月，伊爾庫茨克建立了蘇維埃遠東共和國，威廉斯基

於2月14日抵達伊爾庫茨克，然後到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參崴）。駐

在那裏的俄共遠東州委在1920年1月發給黨中央委員會的信中通報

說，準備與中國革命家建立經常性聯繫。威廉斯基與俄共遠東州委

建立了關係，後來還親自去了中國。這年4月，維經斯基一行由海參

崴出發去中國，就是威廉斯基指示的。1

1
 石川禎浩：《中國共產黨成立史》，袁廣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

版，第7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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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維經斯基參加共產國際會議的代表登記履歷，我們知道格

列高里 ·納烏莫維奇 ·維經斯基（中文名吳廷康）1893年生，1907年中

學畢業後，做過排字工和事務會計等。1913年為謀生計赴美，1915

年加入美國社會黨。1917年至1918年在加拿大，1918年春回國。他

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加入俄共，在西伯利亞遭高爾察克軍人逮捕，流

放薩哈林島。服刑期間舉行暴動，1920年1月回到海參崴，參加了

布爾什維克。1920年4月經威廉斯基介紹加入共產國際。2
 他不會漢

語，之所以被選拔為赴華使者，大概是因為他英語熟練，並有國際

交往的經驗。

維經斯基以華俄新聞社記者名義，帶了兩名助手季托夫（東方學

院畢業生）和謝列勃里亞科夫（著名的朝鮮社會活動家），以及中文

翻譯楊明齋。他們先到北京，維經斯基通過在北京的俄國人打聽情

況，問北京的知識界有誰對俄國革命感興趣。當時在北大俄文系任

教的柏烈偉介紹了李大釗，這樣，維經斯基與李大釗接上了聯繫。

但是維經斯基和李大釗的見面並沒有深入涉及建立中國共產黨

的具體行動，只是一個初步接觸的討論。張國燾回憶：「李先生和我

雖然經常談論馬克思主義，有時我們還熱衷於馬克思主義的介紹和

工人運動的實際推進，但都還沒有組織中國共產黨以及與共產國際

聯繫的決心。」3

於是維經斯基一行南下上海，去找陳獨秀，這次會面有重大

進展。陳獨秀在老漁陽里2號他的住所、《新青年》編輯部會見了維

經斯基，聽他介紹了共產國際的情況後，非常感興趣，於是叫上李

達、李漢俊等人與他一起座談幾次，陳獨秀很快決定籌建中國共產

黨。李達回憶：

2
 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編：《中共首次亮相國際政治舞台檔案資料集》，上海

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73頁。
3
 張國燾：《我的回憶》上冊，東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7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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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李大釗同志的介紹，維經斯基到了上海，訪問了《新青

年》、《星期評論》、『共學社』等雜誌、社團的許多負責人，如陳獨

秀、李漢俊、沈玄廬及其他各方面在當時還算進步的人們，也舉行

過幾次座談。其經過也和在北京的一樣，最初參加座談的人還多，

以後就只有在當時還相信馬列主義的人和維經斯基交談了。由於

多次的交談，一些當時的馬列主義者，更加明白了蘇俄和蘇共的情

況，得到了一致的結論：『走俄國人的路。』

「在這時候，『中國共產黨』發起的事被列入了日程。維經斯基

來中國的主要的任務是聯繫，他不懂得什麼理論，在中國看了看以

後，說中國可以組織中國共產黨，於是陳獨秀、李漢俊、陳望道、

沈玄廬、戴季陶等人就準備組織中國共產黨。孫中山知道了這件

事，就罵了戴季陶一頓，戴季陶就沒有參加組織了。當時在上海參

加發起的人有陳獨秀、李漢俊（黨成立大會以後退出）、陳望道（黨

成立大會以後退出）、俞秀松、施存統（參加後去日本留學）、沈玄

廬（大地主，第二年退出）、李達等。當時還曾起草一個黨章草案，

由李漢俊用兩張八行信紙寫成，約有六七條，其中最主要的一條是

『中國共產黨用下列的手段，達到社會革命的目的，一、勞工專政，

二、生產合作』。」4

張國燾回憶，1920年7月暑假，李大釗派他去上海找陳獨秀，詢

問陳獨秀的意見。陳獨秀非常明確地表示支持建立中國共產黨，並

首先付諸實施：

「大約快到七月底，我才與陳先生慎重其事的談起李大釗先生的

意向。他開門見山地說：『研究馬克思主義現在已經不是最主要的工

作，現在需要立即組織一個中國共產黨。』陳先生這種堅決的主張，

我還是第一次聽見。

4
 李達：〈中國共產黨的發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會經過的回憶〉，載

《「一大」前後》（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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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先生向我表示，組織中國共產黨的意向，已和在上海的李漢

俊、李達、陳望道、沈定一、戴季陶、邵力子、施存統等人談過，

他們都一致表示贊成。他特別提到戴季陶對馬克思主義信仰甚篤，

而且有過相當的研究，但戴與孫中山先生關係極深，是否會參加中

共，就不得而知。邵力子也因早具國民黨籍的關係，參加與否，正

在考慮之中。其餘諸人參加上海小組似已無問題。他還預計沈雁

冰、俞秀松等人也會很快參加。」5

1920年6月，陳獨秀同李漢俊、俞秀松、施存統等人開會商議，

決定成立黨組織，還起草了黨的綱領。8月，共產黨早期組織在上海

老漁陽里2號《新青年》編輯部成立，成員有陳獨秀、李漢俊、李達、

陳望道、沈定一等。施存統參加了前幾次籌備座談，6月底去了日

本。戴季陶被孫中山禁止，中途退出。丁寶林作為唯一女性也參加

了前幾次座談，但7月出家當尼姑後，就沒有參加了。在上海成立的

共產黨早期組織，實際上是中國共產黨的發起組織，是各地共產主

義者進行建黨活動的聯絡中心。6

維經斯基8月17日寫給俄共西伯利亞局東方民族處的報告稱：

「我在這裏逗留期間的工作成果是：在上海成立了革命局，由五人組

成（四名中國革命者和我）。下設三個部：出版部、宣傳報道部和組

織部。」7
 所謂「出版部」，就是陳獨秀的《新青年》編輯部和後來的《共

產黨》雜誌社，「宣傳報道部」就是維經斯基的華俄通訊社，「組織部」

就是上海的共產黨早期組織。

5
 張國燾：《我的回憶》上冊，東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79、82頁。

6
 關於中國共產黨上海發起組的成立，最初成員名單眾說紛紜。李新、陳鐵

健主編的《偉大的開端》列舉了17人的大名單，把1921年中共一大前的成

員都算在內，似與事實不符。參見李新、陳鐵健主編：《偉大的開端》，上

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22–323頁。
7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譯：《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

革命運動（1920–1925）》，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版，第3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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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經斯基於8月再回到北京，北京的籌備工作也加緊開展了。

1920年8月16日到18日，北京的少年中國學會、曙光社、人道社，

天津的覺悟社以及青年互助團等五團體，在北京陶然亭以及北京大

學圖書館舉行「改造聯合」的會議。少年中國學會是當時最大的青年

組織（後來的中共黨員李大釗、鄧中夏、張申府都是會員），成立於

五四運動之後。曙光社是以在北京求學的山東籍學生為主，於1919

年11月成立的青年組織，發行《曙光》雜誌，自1920年起開始大量刊

登介紹蘇俄的文章。天津的覺悟社是以馬駿、周恩來、劉清揚等為

中心，於1919年9月成立的進步青年團體。人道社是發行《新社會》

雜誌的鄭振鐸、瞿秋白等於1920年8月結成的青年組織，刊行《人道》

雜誌。青年互助團是工讀互助團解散後成立的團體。

這五個團體的會議是為了聯合各地的進步團體而召開的。在

16日的茶話會上，李大釗呼籲：為了求得內部一致，必須要明確主

義，各團體要據此加強聯絡。18日，各團體代表在北京大學圖書館

開大會，李大釗、張申府出席，會上決定統一團體的名稱為「改造聯

合」。第二天在少年中國茶話會上，李大釗說：「對內對外似均應有

標明本會主義的必要，蓋主義不明，對內既不足以齊一全體之心，

對外尤不足與人為聯合之行動也。」8

與此同時，維經斯基與北大學生多次接觸座談，羅章龍對此記

錄得很詳細：

「我們同維金斯基〔維經斯基〕見面的談話會是在圖書館。會上，

他首先介紹了十月革命，還帶來一些書刊，如《國際》《震撼世界十

日記》等。他還講到蘇俄在十月革命勝利後，面臨種種困難，為了解

決困難，不得不臨時實行軍事共產主義、餘糧徵集制等等。這次談

話內容相當廣泛。當時我們很想瞭解十月革命和革命後的俄國，他

談的這些情況，使我們耳目一新，大家非常感興趣。

8
 《少年中國》第2卷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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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離京前，我們召開了一次會，會議地點在北大圖書館辦

公室。這個會可說是北京共產黨組織正式成立會，他以第三國際代

表身份親臨小組參加會議，是相當肅穆的。他在講話中說他的訪問

是雙方共同的需要，說參加座談會的人都是信仰共產主義的中堅分

子，同意應邀參加座談會的人是共產黨員，並表示要向共產國際彙

報。守常〔李大釗字守常〕在會上簡明致辭，感謝第三國際對中國

革命的關懷。還說：我們這些人只是幾顆革命種子，以後要好好耕

作，把種子栽培起來，將來是一定會有收穫的。」9

羅章龍說北大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是1920年10月成立的，成員

有30多人。但是研究會的成員不一定都能加入共產黨，李大釗為人

謹慎，在建黨問題上不會貿然行事。當時與他商量建黨的人一個是

張國燾，另一個是張申府。張申府回憶：

「1920年春，共產國際的代表威金斯基〔維經斯基〕到北京來，經

過北京大學俄籍教授柏烈偉的介紹，找到李大釗和我，然後又由李

大釗介紹他到上海找的陳獨秀。八月間，陳獨秀來信對我說，北京

只有李大釗和你兩個人可以談成立黨的事。當時北京的黨員，就是

李大釗和我兩個人。本來想發展劉清揚，大釗和我在北大圖書館主

任室同她談話，但她當時不願意。後來發展了張國燾，張是北京的

第三個黨員。」10

張申府的回憶比較合理，為一些黨史研究採納。11
 10月馬克思

主義研究會成立，擴大發展了成員，形成北京共產黨早期組織。因

為張申府當年10月就去法國了，所以後來張國燾、羅章龍的回憶錄

都沒提到他是成員。

9
 《羅章龍回憶錄》上冊，美國溪流出版社2005年版，第62–64頁。

10
 張申府：〈中國共產黨建立前後情況的回憶〉，載《「一大」前後》（二），人

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48頁。
11

 李新、陳鐵健主編：《偉大的開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4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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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共產黨早期組織最初的成員有：李大釗、張申府、張國

燾、羅章龍、劉仁靜、李梅羹等。後來加入的有鄧中夏、高君宇、

范鴻劼、繆伯英、吳汝銘、王仲一、宋天放等。

維經斯基的中國之行建立起上海、北京兩個共產黨早期組織，

開啟了中國共產黨成立的第一步。之所以能有這個成績，除了他的

活動能力之外，還有一個重要條件，就是帶來了必要的經費。眾所

周知，建立一個政黨，開展組織、聯絡、宣傳等工作，沒有經費是

不行的。五四之後中國湧現了大量的進步團體，出版刊物，但是絕

大多數都是曇花一現，很快就維持不下去了。中國共產黨能夠脫穎

而出並且不斷發展壯大，與共產國際的經費資助是密不可分的。

共產國際在中國共產黨創建時期給了多少經費，檔案資料沒有

明確記錄。日本在上海的情報機關消息是很靈通的。他們對上海的

俄國僑民進行監控，名單有幾十人，都稱為「過激黨」。1922年7月8

日，在上海的木下內務事務官給日本警方寫過一個報告《在上海的共

產黨》，提到過經費的事情：

信奉布爾什維主義的上海共產黨是公曆一九二〇年五月，

由中國人陳獨秀一派創建的。其後就在暗中開展活動，共

同為黨的發展而努力。目前號稱有黨員四百人，但多數為

人云亦云的附和之輩。真正埋頭研究主義，或一切行動為

主義的且具有深厚基礎者，僅有二十餘人。一九二〇年五

月到七月間，伊爾庫茨克政府特派員波波夫、巴賽斯基來

上海之際，在法租界霞飛路漁陽里二號與陳獨秀見面，還

交給其一筆宣傳費。後來他們再來時，也多次送過錢來。

傳其總額達八十萬日元，其中二萬日元是交給日本人的

等。雖然這些不一定就可信。但上海共產黨的財源其後好

像確是略微豐富了一些。12

12
 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編：《中共建黨前後革命活動留日檔案選編》，上海人

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7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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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中國共產黨的成立 |  187

日本人的報告說的是1920年至1922年共產國際資助中國共產黨

的情況，數字是估算的，這個資助確有其事。

上海、北京的共產黨早期組織建立後，陳獨秀開始在國內各地

建立共產黨組織。這個工作只能在認識的朋友和同仁中展開，也就

是以北大的朋友圈向外擴展。1920年底到1921年上半年，在廣州、

武漢、長沙、濟南和日本先後建立起來。

1920年12月陳獨秀離開上海去廣州。陳炯明主持廣東，邀陳獨

秀任廣東全省教育委員會委員長（教育廳長），這是一個月薪200大洋

的職務。陳獨秀原來在北大任文科學長，月薪300元，離開北大即沒

有了固定收入，到上海時生活相當困難。群益書社老闆汪孟鄒幫助

他，陳每次來書社，汪給他預支版稅。但這不是長久之計，編《新青

年》是養不活人的，所以陳獨秀接到邀請後就去廣州上任，上海建黨

和編雜誌的事交給李達、李漢俊打理。到廣州後，又建立了當地的

共產黨早期組織。

廣州共產黨早期組織開始就是三個人：陳公博、譚平山、譚 

植棠。

1920年秋，有兩個俄國人來到廣州，一個叫米諾爾，一個叫別

斯林。他們以蘇聯政府代表的名義，在廣州設立了羅斯塔（即塔斯社

前身）分社。他們到廣州前，先到北京找到李大釗，通過李大釗又

認識了無政府主義者黃凌霜。黃凌霜帶他們到廣州，介紹給「廣東革

命界」，實際上是介紹給廣東的無政府主義者梁冰弦、區聲白、劉石

心、譚祖蔭、梁一余、梁雨川等。

為了開展工作，蘇俄代表在廣州永漢北租了「光光」眼鏡店二樓

（現在的北京路太平餐館對面）為活動機關。蘇俄代表和梁冰弦、黃

鵬聲等七人經常開會，研究如何開展工人運動和宣傳社會主義。10

月，他們創辦了《勞動者》週刊。蘇俄代表同他們在廣州醞釀建立共

產黨。這就是《廣東共產黨的報告》中講的「與其稱作共產黨，不如

稱作無政府主義的共產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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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觀點不一致，當時在廣州的社會主義者譚平山、譚植棠、

陳公博都沒有參加。

和陳獨秀同行到廣州的有一共產國際代表（《報告》中稱他作B同

志），還有李季和袁振英（翻譯）。陳獨秀和B同志到達後，首先和米

諾爾、別斯林取得聯繫，接著就同梁冰弦、區聲白、譚祖蔭等一起

開會研究黨的組織問題，陳獨秀在會上把他起草的一份黨綱交與會

者討論，其中強調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的觀點，無政府主義者不

願接受。經過兩次討論，意見針鋒相對。於是陳獨秀提出：大家主

義不同，終究是要分的；與其引起爭論，不如現在就分，各走各的

路。梁冰弦等也同意分開，這樣，無政府主義者便於1921年春退出

了共產黨。上海、北京的無政府主義者也相繼退出。

與此同時，陳獨秀找到譚平山、譚植棠、陳公博等人。他們是

陳在北京大學任教時的學生。不僅有師生之誼，而且一起參加過

五四運動，關係頗為密切。陳獨秀知道他們正在辦宣傳新文化的《群

報》，很是稱讚，要他們不尚空談，進行踏實的工作，並和他們商談

了有關建立共產黨組織的問題。經過幾次醞釀，1921年3月，他們

重新組建了廣州共產黨支部。陳公博回憶：當時他們覺得「中國前途

殊可憂慮，兼之那時也震於列寧在俄革命的成功，其中更有仲甫〔陳

獨秀字仲甫〕先生在北大的關係，平山、植棠和我，遂贊成仲甫先

生的主張，由我們三個人成立共產黨」。譚平山任書記，譚植棠管組

織，陳公博管宣傳。13

湖北共產黨早期組織的建立不是北大的關係，而是起源於董必

武和李漢俊的邂逅。董必武（1886–1975），湖北黃安（今紅安）人，17

歲中秀才。1911年加入同盟會，參加辛亥革命。1914年考入日本東

京「私立日本大學」學法律，加入孫中山的中華革命黨。1919年春，

13
 陳公博：〈我與中國共產黨〉，載《寒風集》甲，上海地方行政出版社1944年

版，第20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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