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向着美好未来和最高理想前进
中国共产党的全部历史都是从中共一大开启———

红色基因组成的全新政党
上海的地理因素创造了对接先进生产力和

先进文化的政治发展空间

“生产力和文化的地域先进地位，赋予上海诞生中国共产党的必

然性。”学者齐卫平认为，中国共产党诞生在上海，最根本的原因是这

座城市是一个最适宜先进政党诞生的地方———上海的地理因素创造

了对接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政治发展空间。 城市的近代化与政

党的先进性相统一，体现着上海地缘政治的机理。
中国共产党诞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

马克思主义代表着先进文化，工人阶级则代表着先进生产力，两者共

同构成了中国共产党胚胎里的红色基因。
“如果不具有新的品性，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就只是在历史长河中

多添了一点水滴，没有实质性意义。而红色基因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

国内当时其他政党的根本特质。”齐卫平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
近代意义上的政党已经出现过好几百个。 民国初年各种政党蜂拥而

立，但停留于权力争夺的政治乱象，使政党与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

相脱离，因此，民主共和的新型国家形态落于徒有虚名的空壳。
“可见，当时的中国正在寻找一种先进力量和先进文化的结合，

而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一种结合。 ”齐卫平认为，是上海以近代城市

的先进含量， 为中国共产党画上了组织基因的红色符号，“上海表现

出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能量和工人运动水平， 在中国共产党筹建的整

个过程中具有典型性；同时，作为工人阶级最集中的城市，上海无疑

也具有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意义。可以说，当时的上海是

培养中国共产党先进品性的最佳土壤。 ”
历史的确是按照这样的逻辑在发展， 在这片土地上，1920 年 6

月，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施存统等人在环龙路老渔阳里 2 号商议

组织共产党早期组织，就表现出了另起炉灶的建党志向。上海共产党

早期组织成立后，实际上成为各地建党活动的联络中心，起着中国共

产党发起组的重要作用。

中国工人阶级重镇
中国共产党诞生前夕， 上海各业工人占全

国总数的四分之一， 在全国产业工人中上海占
近五分之一

在《二十世纪中国史纲》里这样描述工人运动的深远意义：“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都是先在城市里从

事工人运动，然后再到农村中去领导农民运动和游击战争的。这一条

十分重要。 没有它，就只能产生旧式的农民战争，而且也不可能取得

胜利， 这是几千年来的中国历史一直到太平天国的事实所证明了

的。 ”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在上海诞生，正是基于

这里有着明显优于其他城市的工人阶级力量。
关于工人阶级的特殊性与重要性，学者金冲及进一步作了阐释：

与农民不同，工人阶级跟现代化大生产结合在一起，同最先进的经济

形式相联系，具有高度组织性纪律性，马克思主义则代表的是无产阶

级的思想。“因此，中国共产党诞生在上海这个现代工业大城市，是十

分自然的。 ”
上海工商业最为发达，无论是在洋务运动期间，还是在甲午战争

后以及辛亥革命前后，具有规模的大型企业几乎都选择上海。中国共

产党诞生前夕，上海各业工人占全国总数的四分之一，在全国产业工

人中上海占近五分之一。
上海适合开展工人运动还有一个原因是， 上海工人的组织程度

比较高。 齐卫平领衔著成的《中国共产党创建与上海》里有这样一段

阐述：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上海外资工业和民族工业的发展，推动

了上海虹口———杨树浦、浦东陆家嘴、沪西曹家渡等工业区的形成。

这些工业区均临靠黄浦江或苏州河，航运便捷、地价不高，从而使近

代工业在兴办和发展过程呈现出一种自然集中的趋向。“大规模集中

工业区的形成促成了上海工人阶级的成长， 使得这里的工人运动开

展组织水平比较高，政治上的成熟也相对领先于全国。 五四运动后，
上海工人罢工斗争显示的强大威力更是突出表现了质量水平上的政

治觉悟。 ”
齐卫平认为，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上海，从根本上看是中国革命力

量主体力量向工人阶级位移的历史象征。 之后中共中央长期设在上

海，也与此有关。 1923 年 7 月 15 日，在广州的马林向共产国际执行

委员会的报告中称：“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决定最近几天就把驻地迁

往上海，因为上海的运动意义更加重要。 ”1927 年 4 月，中共中央从

上海迁往武汉，后来经过多次讨论，还是决定迁回上海，因为“上海的

革命力量比武汉强，同时也比较容易隐蔽”。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共产党宣言》是第一本被完整翻译到国内

的马克思主义著作，1920 年在上海出版

“1899 年， 第一次有中国刊物提到 《共产党宣言》 里的内容，
就是在上海。” 学者忻平告诉记者， 他学生时期曾在徐家汇藏书楼

查到过当年的 《万国公报》 相关材料： “那也是马克思主义第一次

被中文刊物介绍。”
作为对外交流中心和中国近代新文化发展的中心， 上海在传播

先进文化、集聚知识分子方面优势明显。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马克

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受日本思潮影响较深，许多马克思主义、共产

主义的著作通过日文出版物被大量翻译进国内， 上海集聚的大批日

本留学生在其间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金冲及回忆道：“解放初，我曾

问过陈望道，当初为什么翻译《共产党宣言》，他说是在日本受到的影

响。 ”《共产党宣言》是第一本被完整翻译到国内的马克思主义著作，
1920 年在上海出版。

齐卫平指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中共有 9 人留学日本，占
据全部成员的一半以上。他们在日本各大学学习法律、教育、新闻、理
工等知识，并在此期间学习和研究了马克思主义著作，有的还与日本

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日本共产党员山川均、堺利彦等

有接触。 “而其他各地早期党组织成员，大多在国内高校或中等师范

学校接受教育。 ”
再来看出版业的助力。 清末民初的上海，已是中国出版中心，全

国出版业的 80%以上集中在这里， 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出版市场，从

著书、编书到印刷、发行，都相当齐备。 “出版业发达说明这个地方相

对安全，且输入西学的东西多、容易传播。”熊月之说，“从洋务运动学

习西方开始，到戊戌变法提倡制度变革，到辛亥革命，新文化相关内

容的出版，主要是在上海。 ”
提到马克思主义传播，就不能不提到《新青年》，这是当时传播马

克思主义最有分量的杂志，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 它成为党的机关

报。 熊月之说，从陈独秀经营《新青年》的实践也可以看出，作为全国

出版中心的上海，对于陈独秀的事业有实际意义。 “即使陈独秀到北

大任职、《新青年》编辑部移京以后，其排字、印刷、发行地点仍是上

海。 ”1920 年 5 月，从北京搬回上海的《新青年》推出了《劳动节纪念

号》。这期专号被视作《新青年》宣传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

一个里程碑， 其筹备时间与陈独秀筹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时

间重合。 值得一提的是，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很大一部分成员与《新
青年》、《觉悟》副刊、《星期评论》社等有着重要的关系。他们或是其中

的骨干成员，或是重要的撰稿人。 可以窥见，上海相对宽松的出版环

境在中国共产党筹备创建时起到的作用。
而最为重要的是， 作为工业重镇的上海， 提供了马克思主义与

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优质土壤， 而知识分子就是两者之间的黏合

剂。 金冲及在 《二十世纪中国史纲》 里评论过京沪两个马克思主义

传播中心的代表人物： “李大钊对马克思的研究比陈独秀深。 而陈

独秀有着烈火样的性格， 往往更急于行动。 这时他的目光已更多地

转向工人运动。”
在五四运动中， 陈独秀已经意识到光靠学生运动难以达到社会

变革的目的，上海让他看到了工人运动的重要性，此时的陈独秀明显

表现出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动向。“一些活动于上海

的党的创始人，会自觉到工厂办工人夜校、向工人宣扬马克思主义思

想，在工人之中培养运动骨干；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还创办《劳动界》
《上海伙友》等面向工人的刊物，开展宣传启蒙教育。这些条件在其他

城市不是很充分， 也因此促进了更多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

选择到上海来。”齐卫平说。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

结合的过程， 也正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为建党做

准备的过程。
重温记忆，是为了更好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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