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就 目 前 查 到

的 文 献 资 料 来

看 ， 马 克 思 的 名

字 最 早 在 中 文 报

刊 上 出 现 是 在

1899 年， 即出现

在 当 年 广 学 会 主

办 的 《 万 国 公

报 》 上 登 载 的 一

篇 名 为 《 大 同

学 》 的 文 章 中 ，
此 文 是 英 国 进 化

论 者 颉 德 的 著 作

《 社 会 演 化 》 前

几 章 的 译 文 。 由

李 提 摩 太 翻 译 ，
蔡 尔 康 撰 文 ， 曾

在 《 万 国 公 报 》
上 连 载 。 此 后 不

久 （ 同 年 ） ， 即

出 版 了 全 书 的 单

行本。
20 世 纪 初 ，

梁 启 超 、 马 君 武

等在 《新民丛报》
《译书汇编》 等刊

物 上 ， 曾 多 次 涉

及 马 克 思 及 其 学

说。 1905 年 ， 朱

执 信 在 《 民 报 》
第 2 号 上 发 表

《 德 意 志 社 会 革

命 家 小 传 》 ， 介

绍 马 克 思 、 恩 格

斯 的 生 平 及 《共

产 党 宣 言 》 的 要

点 ， 并 对 《资 本

论》 作了评述。
1912 年 10

月 14 至 16 日 ，
孙 中 山 在 上 海 以

《社会主义之流派

及其批评》 为题，
连 续 发 表 演 说 ，
其 中 称 赞 马 克 思

“研究资本问题垂

30 年之久， 著作 《资本论》 一书， 发阐真

理， 不遗余力 ， 而无条理之学说 ， 遂成为

有系统之学理。 研究社会主义者咸知所本，
不复专迎合一般粗浅之言论矣”。

虽然如此， 但直到俄国十月革命以前，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并没有传播开来 。 而在

其以后 ， 由于李大钊等的宣传 、 介绍 ， 马

克思主义的来源及其组成部分 ， 才为中国

的一部分先进分子所熟悉 ， 其原著也开始

陆续有了中译本 。 李大钊则成为中国有代

表性的第一位马克思主义者 。 在他的影响

下， 不论在启蒙学者中 （包括陈独秀等 ），
或在五四运动涌现的青年学子中 ， 都先后

出现了一批马克思主义者 。 这样 ， 就不仅

在思想上也在干部上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作了准备。
新 文 化 运 动 发 展 到 第 二 阶 段 ， 马 克

思 主 义 的 传 播 逐 步 成 为 它 的 很 有 影 响 的

新 内 容 。 它 与 “民 主 ” “科 学 ” 的 精 神

并 不 背 离 ， 而 是 其 新 发 展 。 把 马 克 思 主

义 排 斥 在 新 文 化 运 动 以 外 ， 是 不 符 合 实

际 的 。
由于中国工人阶级在 “五四 ” 运动中

所显示的力量 ， 由于先进知识分子的桥梁

作用， 特别是在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
马 克 思 主 义 逐 步 和 中 国 工 人 运 动 相 结 合 。
1921 年 中 国 共 产 党 诞 生 。 通 过 一 大 、 二

大， 它不仅制订了自己的最高纲领 ， 而且

制订了当时的最低纲领———民主革命阶段

的纲领。

(摘编自 《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研究文集》)

上海在近代工业发展中的地位决定了它
是新社会力量的集中之地， 上海工人阶级居
多以及工人运动的开展， 形成了思想动员和
组织建构的需要。 这样的时代需要体现在中
国共产党创建活动中， 就是一些知识分子将
视线转向工人阶级的力量发动上。 他们主办
《劳动者》 等刊物， 深入工厂进行调查研究，
发表关注工人阶级生存状况的文章。 他们举
办各种平民夜校 ， 通过识字等方法启发工
人觉悟 。 他们积极开展不同形式的演讲活
动 ， 向工人群众传播新思想 。 这个动向显
露了近代中国社会主体力量的嬗变 ， 作为
无产阶级先进政党组织 ， 中国共产党的创
建活动合乎逻辑地与上海发生了关系 ， 上
海也顺应时代需要 ， 成为新的社会力量所
期待的城市。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是先进理论更替的
结果 ， 在先进理论的选择和更替过程中 ，
上海无疑是一块重要的阵地。 鸦片战争后，

上海的开放程度比起国内其他地方要更高
一些 ， 外国人的频繁出入以及国内知识分
子的活跃 ， 打造了 “海纳百川 ” 的上海文
化风格 ， 各种思想碰撞和交融形成了孕育
先进理论的良好氛围。 陈独秀将 《新青年》
杂志的中心首先落在上海 ， 以传播新思想
吸引国内知识分子和进步青年对上海的关
注 ， 都是在偶然的举动中体现了历史的必
然 。 近代化城市发展积累的文化基础和先
进知识分子聚集的优势条件 ， 使上海成为
吸纳和接受先进理论的先锋 。 中国共产党
创建前后 ， 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向社
会主义思想的转变具有全国范围的普遍意
义， 而上海则更具有典型性。

从某种角度看 ， 上海成为中国共产党
的创建之地 ， 还影响了近代中国救国救民
道路选择的变化 。 由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
会的特殊国情 ， 上海这座城市除了工商业
和贸易的经济价值显示外 ， 又显示着社会

改造的政治价值 。 当时北洋军阀统治的中
心在北京 ， 但具有特殊地位的上海则是帝
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立足的重镇 。 中国共产
党创建于上海 ， 象征着改造中国社会的路
径 将 从 全 国 工 业 相 对 发 展 的 经 济 中 心 出
发 ， 将以中国最具代表的城市为中心 。 这
样的背景决定了选择上海创建中国共产党
就意味着选择走一条革命的道路 。 在中国
政党史上 ， 上世纪初叶曾出现数百个政党
组织 ， 但真正具有革命性质的只有孙中山
先生领导建立的中国同盟会 。 中国共产党
是继它之后第二个革命政党 。 中国同盟会
诞生于 1905 年 ， 成立于日本东京 ， 它所
掀动的革命运动已经随着令人民失望的糟
糕实践而退潮 。 以上海为中心创建的中国
共产党标志着革命的新开端 ， 中国历史的
发展以及革命面貌的改观 ， 都与上海这座
城市的象征意义有着紧密的关联 。

(摘编自《中国共产党创建与上海》)

党在上海诞生，这里成为中国红色之路的起点

伴随风雨历程， 中国共产党已经从成立时的

50 余名成员， 发展成为今天的 8900 万党员。
96 年来 ， 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了举世

瞩目的伟大成就 ， 这值得我们骄傲和自豪 。 同
时， 事业发展永无止境， 共产党人的初心永远不
能改变。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 对于共产党人来说 ，
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 走得再远， 都不
能忘记为何出发。 1921 年树德里的灯光， 照亮了
中国共产党前行的征程， 灯光里闪耀的是共产党
人的信仰执着、 矢志不渝， 是先锋义士的知难而
进、 大义担当。

回望历史， 是为了面向未来。 在这里， 我们
从近年来出版的相关党史研究书籍中摘编部分章
节， 探究我党在上海成立前后的历史。 党的名称
是如何确立下来的？ 上海这座城市又是如何成为
我党的创建地的？ 字里行间， 是对来时之路的回
望， 也可以寻到我们的初心和使命。

《曙光———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上海）》 石奇人 绘

作品以艺术笔法定格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重要历史时刻。
作者根据史料， 如实再现了当时十几位创始人召开会议时环绕长桌而坐的场景。

《启航———中共一大会议》 何红舟 黄发祥 绘 创作者以光影的变幻， 暗示当时环境艰险和时局动荡， 以此来烘托 “启航” 的庄严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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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 于是这里成为中

国红色之路的起点。
人们深信伟大的火种一旦点燃便会驱散黑

暗，燎原中国大地。上海的法租界环龙路上有一

条叫渔阳里的弄堂，就在 97 年前的 1920 年，老
渔阳里 2 号（今南昌路 100 弄 2 号）给城市历史

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中国共产党在这里

酝酿，在这里筹建，在这里发起。
今天，踏进老渔阳里 2 号，石库门斑驳的墙

上仍能昭示它曾经的沧桑， 耳畔似乎还能聆听

当年志士们的激辩， 他们是用信仰采撷火种的

人，是他们成立了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中国第

一个共产党组织在这条小小的弄堂里如旭日般

升起。

��建建党党大大业业在在上上海海展展开开

� � � � 1920 年 2 月 4 日，陈独秀抵达武汉 ，应邀

到武昌文华大学去演讲，“打破阶级的制度，实

行贫民社会主义”是他演讲的主题。这次演讲轰

动社会各界。陈独秀刚回到北京的家中，警察就

尾随而至，陈独秀只能转移到李大钊家中。李大

钊则提议，让陈独秀去上海，那里是陈独秀创办

的《新青年》的所在地。
2 月的北京风大雪浓 。 夜里 ，北京朝阳门

驶出了一辆带篷的骡车 。 两位志同道合的朋

友 ，从对思想文化的研究和传播 ，转向建党的

实际行动 。据记载 ，他们在车上商谈了中国建

立共产党的事宜 。
1920 年的春天来了。 4 月的一天， 上海老

渔阳里 2 号响起了敲门声， 来人拿出李大钊给

陈独秀的信。 他叫维经斯基， 身份是共产国际

代表。 在与李大钊多次的恳谈后， 维经斯基认

为中国已具备建立共产党的条件， 他表示要帮

助建立中国共产党。 于是， 李大钊介绍维经斯

基专程到上海与陈独秀会谈。
在那个乍暖还寒的春天， 陈独秀与维经斯

基的商谈越来越进入实质性内容， 他们一致认

定，建党大业应该在上海展开。
1920 年春，陈独秀和李汉俊、陈望道、邵力

子、沈雁冰在老渔阳里 2 号召开了五人会议，决
定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6 月，陈独秀与李

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等人商议，决定成

立共产党组织。 这是中国大地上出现的第一个

共产党组织，初步定名为社会共产党，并且起草

了党纲。

8 月，在陈独秀的主持下，上海的共产党早

期组织在老渔阳里 2 号正式成立。
此后，老渔阳里 2 号鸿雁来往不息，进步志

士纷至沓来， 犹如大本营似的推动着中国各地

共产党发起组的积极建立。

就就叫叫““共共产产党党””，，旗旗帜帜鲜鲜明明

同年 10 月，李大钊在北京建立了共产党早

期组织， 在湖南由毛泽东组织， 在武汉由董必

武、刘伯垂等组织，在山东通过王尽美、邓恩铭

组织。 陈独秀的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无形中起

到了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作用， 并为后来中国

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做好了思想

和组织准备。
对于组织的名称叫什么，大家各抒己见、众

说纷纭。 当时， 欧洲很多国家的工人政党有叫

“社会党”的，也有叫“共产党”的，陈独秀为此致

函北京的李大钊，询问叫社会党还是共产党，李
大钊等人经过商量后明确回答：就叫共产党，这
也是第三国际（共产国际）的意思。

陈独秀接到回信后非常赞同， 他说： 就叫共

产党， 旗帜鲜明， 中国要走俄国革命道路。
1920 年马克思主义火种在老渔阳里 2 号

点燃时，邵力子 38 岁，沈雁冰 24 岁，李达、李汉

俊和陈望道都是 30 岁。陈独秀在这些年轻人中

年岁最长，也不过 41 岁。

今天，老渔阳里 2 号的历史使命早已完成，
然而，门口挂的“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新青年》
编辑部旧址”铭牌依旧让人充满敬意和豪情。这

里的一砖一瓦一石都见证过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者们意气风发、激情满怀的人格魅力，这里的每

一道缝隙都吸收过他们划时代的高谈阔论、豪

言壮语。
老渔阳里 2 号 ， 一座承载着革命传奇 的

石库门 ， 前事辉煌已写成了历史 ， 但往事悠

悠 ， 我们的眼前依旧能看到无数风云人物活

跃其中 ， 那一把越燃越旺的革命火种代代相

传 ，永不磨灭 。

(摘编自《伟大的开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