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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的学习就在于运用 ， 革命

的理论指导着革命的实践 。 我们党

早期学习和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为

创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理论指导 ，

对中国革命产生了重大影响。

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的第
一个也是最重要的成果就是中国共
产党的成立 。 党的一大的召开 ， 从

上海的望志路 106 号 （今兴业路 76

号 ） 到嘉兴南湖 ， 完成了所有的程

序， 一个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指导、

以列宁提出的建党原则建立起来的

党在中国大地上产生了 ， 这是开天

辟地的大事变 。 党的一大通过了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 和 《中

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 确立了党

的性质 、 任务和奋斗目标 。 党的一

大体现出建党精神 ， 这个建党精神

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概括的 “红船精

神”， 即 “开天辟地、 敢为人先的首

创精神 ， 坚定理想 、 百折不挠的奋

斗精神 ， 立党为公 、 忠诚为民的奉

献精神”， “红船精神” 是中国革命

精神之源。

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的第
二个重要成果就是党的二大制定了
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和第一部党章 。

党的二大通过并发表了 《中国共产

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宣

言 》 的第三部分 “中国共产党的任

务及其目前的奋斗 ” 中提出了中国

革命必须分 “两步走 ” 和党的最高

纲领和最低纲领 。 中国革命的第一

步是进行民主主义革命 ， 第二步是

实行 “与贫苦农民联合的无产阶级

专政”。 由于中国革命分两步走， 我

们的纲领也就有了最高纲领和最低

纲领 。 与革命的第一步即民主主义

革命相对应的是最低纲领 ： 奋斗目

标是 “消除内乱 ， 打倒军阀 ， 建设

国内和平 ； 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

迫， 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 民主

主义革命的任务就是反帝反封建 ，

争取民族独立 ， 人民解放 。 为了实

现民主革命的最低纲领 ， 中国共产

学习和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与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是紧密联系在一

起的， 可以说学习和传播马克思列宁

主义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在

国内学术界有几种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是， 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的历史起点应该是以马克思主义理
论开始用中国的语言翻译和表达为标
志。 马克思主义一开始在中国翻译、

介绍、 传播就是中国化的， 马克思主

义学说用中国语言表达出来， 用中国

人的理解介绍出来， 例如， 将共产主

义设想成是 “大同主义”， 这就是中

国化。 这样，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

史起点就应该追溯到 20 世纪初。

第二种观点是， 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的历史起点应该是以马克思主义在
中国产生出实践成果为标志。 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必须有实践成果和实践载

体， 产生的第一个具体成果、 发生的

第一个重大事件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成

立。 因此，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

起点应该是党的一大。

第三种观点是， 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的历史起点应该是以马克思主义在
中国产生出理论成果为标志。 党的二

大提出了中国革命分 “两步走” 的战

略， 提出了我们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

纲领。 因此，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

史起点应该是党的二大。

第四种观点是， 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的历史起点应该是以开辟中国革命
独特的道路为标志。 1927 年，大革命

失败后，在革命的危急关头，党中央在

武汉召开了“八七会议”，毛泽东提出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 紧

接着组织 “秋收起义” 上井冈山， 走

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探索中国革命

独特的道路， 这应该是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的起点。

第五种观点是 ， 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的历史起点应该是以对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自觉为标志 。 这

就是毛泽东提出来的反对本本主义

和将马克思主义具体化 、 民族化 。

1930 年 5 月毛泽东写下 《反对本本

主义 》 一文 ， 他还明确指出 ： “马

克思主义的 ‘本本 ’ 是要学习的 ，

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

我们需要 ‘本本’。 但是一定要纠正

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 这里正

式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必须要

同我国实际情况相结合 ， 这是对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种理论自觉 。

1938 年 10 月， 毛泽东在 《中国共产

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 》 中讲道 ：

“对于中国共产党人说来， 就是要学

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

中国的具体环境 。 ……离开中国特

点来谈马克思主义 ， 只是抽象的空

洞的马克思主义 。 因此 ， 使马克思

主义在中国具体化， 使之在其每一表

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特性 ， 即是

说， 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 成为

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 。”

马克思主义应该有新鲜活泼、 为中国

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

派， 国际主义的内容应该和民族的形

式结合起来。 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最系统最精彩的表述。

分析前述几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

是 “翻译理解的中国化”； 第二种观

点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理论在中国

的应用 ， 是 “具体应用的中国化 ”；

第三种观点， 党的二大提出分 “两步

走”、 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 建立民

主的联合战线等， 也是与共产国际和

列宁的指导分不开的， 是列宁关于民

族和殖民地问题及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在中国的具体应用， 也是 “具体应用

的中国化”； 第四种观点是， 建设共

产党自己的武装力量、 “秋收起义”

上井冈山 ， 探索中国革命的特殊道

路， 这是 “实践创新的中国化”， 还

需要在此基础上的理论创新。 如果在

实践创新基础上再加上理论创新， 那

就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第五

种观点， 反对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

提出马克思主义要民族化、 具体化，

这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应该中国化有一

种理论自觉， 体现出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已经从自发阶段进入到自觉阶段，

这种理论自觉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理论创新指明了方向、 提供了方法，

但还不是理论创新本身。

真正的、 完整意义上的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是什么呢？

真正的、 完整意义上的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

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用来解决中国

的问题， 在成功进行实践创新的基础

上进行理论创新， 产生出指导中国革

命、 建设和改革的新理论， 产生出中

国的马克思主义。 这需要经过实践—

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多次反复的过

程， 在理论和实践的互动中才能实现

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的统一。 只有按

照这个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才能理解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 在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实现了两次

历史性飞跃， 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 “我们党在领导

中国革命 、 建设 、 改革的长期实践

中， 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实

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 第一次飞跃发

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了被实

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

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毛泽东

思想。 第二次飞跃发生在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后， 形成了被实践证明了

的关于在中国建设、 巩固、 发展社会

主义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

这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 、 ‘三个代

表’ 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党的十

九大强调，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与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

论、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 科学发

展观一脉相承，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是当代中国

的马克思主义， 是 21 世纪的马克思

主义。

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 善于

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 这既是我们党

的初心， 也是我们做好一切工作的看

家本领。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时期形成

了我们党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优

良传统， 我们今天要将这一优良传统

发扬光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中

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 也必

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我们要不

忘初心， 继续前进， 依靠学习走向未

来，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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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党时期的初心
■ 冯 俊 （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教授）

五四运动后，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传播途径来自三个方向， 一个是以留

日学生为主体的传播渠道， 一个是来

自欧洲， 以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为主

体的传播渠道， 一个是以留俄留苏的

学生为主体的传播渠道。 中国共产党

早期组织的成员们学习和传播马克思

列宁主义的形式主要有四种：

一是成立学习和研究的社团组
织。 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 “南陈

北李”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中发

挥了重要作用 。 1920 年 3 月李大钊

领导发起了 “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

会”， 招收北大和其他学校的进步学

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 。 1920

年四五月间陈独秀也在上海成立了

“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这两个研究会

的成立， 为建党作了理论上和思想上

的准备 。 1920 年 9 月毛泽东在长沙

组织成立了 “俄罗斯研究会” 和 “马

克思主义研究会”。在湖北还有恽代英

组织的“利群书社”，天津有周恩来、郭

隆真等发起的 “觉悟社 ” 等社团组

织， 这些社团成为学习、 研究和传播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园地。

二是办各种培训学校 。 首先是

1920 年 9 月在俄共 （布 ） 远东局代

表维经斯基的帮助下， 上海早期党组

织创办 “外国语学社”。 校长是俄籍

华人杨明斋。 维经斯基的夫人库兹涅

佐娃讲授俄文， 李达讲授日文， 李汉

俊讲授法文， 沈雁冰讲授英文。 学员

除了学习外语之外， 主要是学习马克

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和社会主义理

论， 还阅读陈望道翻译的 《共产党宣

言》， 李汉俊译的 《马格斯资本论入

门》。 学生有包括刘少奇、 任弼时在

内的 20 多人先后分三批赴莫斯科东

方大学学习。

1921 年 8 月 ， 毛泽东和何叔衡

在长沙创办 “湖南自修大学”， 9 月 1

日开学， 首批学员 24 人。 1922 年 7

月党的二大以后， 毛泽东邀请李达当

自修大学校长。 除了学习 《共产党宣

言 》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

展》 外， 还将李达翻译的 《哥达纲领

批判》 等作为教材。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 为培养妇

女革命干部， 1922 年 2 月 10 日上海

平民女校开学， 校址就设在党的二大

会址， 也是李达和王会晤的家。 李达

任校长 。 1922 年秋 ， 李达应毛泽东

之邀赴湖南自修大学任校长后， 平民

女校由蔡和森、 向警予两人负责。 丁

玲等五四运动影响下的追求自由和

革命的女青年在此学习 ， 该校为中

国共产党培养了第一批妇女运动的

骨干。

三是出版进步刊物 。 1915 年陈

独秀在上海创办了 《青年杂志》， 第

二年更名为 《新青年》， 李大钊在北

京创办 《晨钟报》， 南北呼应， 宣传

民主和科学 。 1917 年陈独秀成为了

北京大学文科学长， 不久李大钊也成

为北大图书馆主任， 《新青年》 迁到

北京， 成为陈独秀和李大钊共同主办

的新文化运动宣传阵地。 随后陈独秀

和李大钊又共同创办了 《每周评论》，

这些杂志都成为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

的重要阵地。

1919 年 7 月毛泽东创办了 《湘

江评论》， 他亲自当主编和主要撰稿

人。 一大批青年在该杂志的影响下走

上了革命道路。

1920 年 9 月 《新青年 》 改组为

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织的机关刊

物。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于 1920 年 11

月创办了半公开的刊物 《共产党》 月

刊， 着重宣传列宁学说和建党理论、

俄国共产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

建党经验。 为了在广大工人中传播马

克思列宁主义， 各地纷纷创办了面向

工人的通俗刊物， 北京共产党早期组

织创办了 《劳动音》， 上海共产党早

期组织创办了 《劳动界》， 广东共产

党早期组织创办了 《劳动者 》 等刊

物。 当时在上海有很多刊物都具有社

会主义倾向， 发表传播马克思主义和

共产主义思想的文章。

四是出版书籍。 最重要的事件是

《共产党宣言》 的出版。 五四运动前

后， 戴季陶主编的 《星期评论》 有意

全文翻译连载 《共产党宣言》。 1920

年春陈望道着手翻译 《共产党宣言》，

根据的是戴季陶提供的日文版本， 同

时参照陈独秀推荐的英文版本。 1920

年 4 月底当陈望道译完要交稿时 ，

《星期评论》 杂志被迫停刊， 连载计划

搁浅了。 这时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

来到上海， 知道 《共产党宣言》 已经

翻译出来但出版遇到困难， 决定资助

出版， 陈独秀、 李汉俊还帮助校订了

译稿。 1920年 8月 《共产党宣言》 第

一个中文全译本终于问世。

党的一大之后， 我们党就决定成

立人民出版社， 李达亲自任社长， 制

定了一个宏大的出版计划。 由于各种

原因， 该出版计划没有完成， 但是还

是出版了马克思的 《工钱劳动与资

本》， 列宁的 《劳农会之建设》， 《列

宁传》 等书籍， 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1919—1922 年间 ， 中国共产党

创建初期， 商务印书馆在不足 4 年的

时间里出版 20 种以上传播马克思主

义的书籍， 是同期出版此类书籍最多

的出版机构。

在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 我们党

早期的领导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

习和传播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他们是

领路人， 是启蒙者， 是大学者， 也是

宣传家。 李大钊在 《新青年》 第 6 卷

第 5 号和第 6 号上连载的两万字长文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阐发了他对马

克思主义的态度和对其基本原理的理

解 ， 主要是研究和介绍了马克思的

“两大发现” ———唯物史观和剩余价

值学说。 李大钊论证中国社会改革急

需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 这个党

应该是俄国式的共产党。 李汉俊翻译

的 《马格斯资本论入门》 也是中国出

版的最早介绍马克思 《资本论》 的通

俗读物。 建党之前大约两年中， 李汉

俊以不同的笔名在 《新青年》 《劳动

界》 《共产党》 《星期评论》 等杂志

报刊上发表译文和文章 90 余篇， 号

召学习和研究俄国革命的经验。 李达

1920 年撰写 《什么叫社会主义 ？ 》

《社会主义的目的》 《社会革命的商

榷》 《无政府主义之解剖》 《马克思

派社会主义》 等文章， 这些文章对社

会主义和俄国革命进行了比较全面的

介绍。 瞿秋白在任驻苏俄记者和莫斯

科东方大学教员期间发表了大量文

章， 向中国人介绍俄国的马克思主义

理论， 还宣传列宁和普列汉诺夫的哲

学， 阐发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性质

和方法论意义， 被称作在中国传播辩证

唯物主义的第一人。

五四运动和建党初期是中国人学

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了解社会主义的

高峰期， 学习的热情是任何时期都不

可比拟的。 这个时期的革命青年和先

进的知识分子通过学习、 研究和传播

马克思列宁主义， 成长为中国共产党

党员， 为党的缔造奠定了理论基础、

思想基础和干部基础。 同时， 马克思

列宁主义在中国民众中的普及也为中

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打下了很好的

群众基础。

党提出的战略决策是建立 “民主的联

合阵线”。 与革命的第二步即无产阶

级革命相应的是最高纲领： “中国共

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 他的目

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 用阶级斗争的

手段， 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 铲除私

有财产制度， 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

的社会。” 我们的崇高理想和最高目

标是实现共产主义。 党的二大还通过

了一个完备的 《中国共产党章程 》，

明确了中国共产党是为无产阶级利益

奋斗的政党， 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

急先锋。

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的第三
个重要成果就是党的三大提出建立统
一战线 、 实行国共合作 。 1922 年 8

月底，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

杭州召开了全体会议即 “西湖会议”，

为与国民党联合的问题在党内统一思

想， 为召开党的三大作了准备。 党的

三大将党的二大确定的反帝反封建的

民主革命具体转化为以实行国民革命

为中国革命现阶段的主要任务， 讨论

了国共合作的具体策略问题。 所谓国

民革命， 就是工人、 农民、 小资产阶

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联合一致， 共同反

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革命。 党的

三大是我们党建立统一战线思想形成

和付诸实践的重要标志， 同时也开启

了大革命时期的序幕。

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的第四
个重要成果是党的四大第一次明确提
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
题和农民同盟军问题。 党的四大明确

了无产阶级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的地位

和作用 ， 坚持无产阶级独立自主地

位， 坚持依靠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

力量。 大会就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

主革命中为何争取领导权以及如何争

取领导权问题提出了初步设想， 重新

审定了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政策和策

略， 在理论上已经提出了新民主主义

革命的几个基本观点。 党的四大通过

的 《对于农民运动之议决案》 指出，

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同盟军， 中国革命

要和农民结合， 农民是民主革命的主

要力量， 比资产阶级更彻底。 如果不

发动农民起来斗争， “我们希望中国

革命成功以及在民族运动中取得领导

地位， 都是不可能的”。

四大在党的组织建设上的贡献是

把党的基层组织从 “小组 ” 改成了

“支部”， 党章要求 “凡有党员三人以

上均得成立一支部”， 这种规定一直延

续到今天。 十九大党章新加的第 34条

就明确 “党支部是党的基层组织 ”，

2018 年 11 月党中央还专门印发了

《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 （试行）。

由上观之， 党的一大提出党的纲

领， 确定党的性质宗旨和最高奋斗目

标； 党的二大提出中国革命分 “两步

走” 的战略方针、 党的最高纲领和最

低纲领、 建立民主的联合阵线的思想；

党的三大提出建立统一战线、 实行国

共合作； 党的四大提出无产阶级在民

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和建立农民同

盟军问题。 前后连接， 环环相扣， 完

成了党的创建任务， 形成了党的民主

革命的基本理论， 提出了新民主主义

革命的基本观点。 中国共产党创建的

实践， 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学习和

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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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一声炮响 ， 给中国送来了马

克思列宁主义。 五四运动推动了中国社会

进步 ， 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

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

为中国共产党成立作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

备。 五四运动之后， 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学习和传播在中国开始形成热潮 ， 越来越

全面和系统化。

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

合产生了无产阶级自己的政党———中国共

产党。 上海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重

镇， 是中国工人阶级最为集中的城市 ， 中

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是历史的必然。

党的创建是一个过程 ， 它不是一个时

间点 ， 而是一个时期 ， 我们称之为党的

“创建时期”， 一般把党的一大到三大作为

党的创建时期， 三大之后就是大革命时期。

但是讲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与上海 ”， 不

能不讲四大， 可以说 ， 从一大到四大 ， 党

在思想上、 理论上和组织上逐渐成型和完

善， 理论逻辑接近完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