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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着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日前，上海高
校“中国共产党伟大建党精神”研究学术交流系列活动——“伟大建党精神在全球语境中的话语与叙事”国际研
讨会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召开。话语和叙事体系是思想体系、知识体系的外在表达形式，是影响国际话语权的重
要因素。如何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
量和精神力量？今刊发部分成果，以飨读者。

伟大建党精神在全球语境中的话语与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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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城市国际性与中共创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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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开天辟
地的大事变。习近平总书记在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
上作了精辟的概括，这一伟大事
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
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
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
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
局”。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放在世
界历史的趋势和格局中认识，进一
步深化了我们对中国共产党诞生
意义的认识。讲好中国共产党诞
生的故事，也应该从世界历史发展
的进程中来认识。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
伟大建党精神的孕育地。上海能
够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有各
种历史和时代的因素。最重要的
一个方面，与上海在近代中国的历
史进程和地位密不可分，上海是中
国近代最早开放的城市，开放伴随
着上海作为现代都市的形成，始终
是东西方联结的桥梁和纽带，得风
气之先和地利之便，为先进的无产
阶级政党也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成
立，提供了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
等各种条件，从而使上海成为中国
共产党诞生地，成为历史的必然。

今天，我们讲好中国共产党的
故事，必须讲清楚中国共产党的诞
生是历史的必然、中国共产党成为
领导力量是历史的必然、中国革命
的胜利是历史的必然。这三个必
然，就是中国近代历史和现实的必
然，也同世界近代历史的发展有着
密切的关系。讲好中国共产党创建
的故事，可以有三个维度：

一是中国共产党是人类先进
文明和思想的继承者。讲到中国
共产党的诞生，从思想文化的角
度，都会讲到五四新文化运动，这
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作了思想和
干部上的准备。这种思想上的准
备，具体表现在以“科学”和“民主”
为主轴的启蒙思想和“公平”“正
义”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思想双重影
响。在回溯五四新文化运动，探求
中国共产党早期创立者如陈独秀、
李大钊、毛泽东等人的思想轨迹
时，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从中国传
统文化到启蒙主义思想，再到社会
主义思想的跨越，而在这种跨越
中，他们最终接受马克思主义不是
偶然的，而是同20世纪初开始西
方社会进步思潮的转变相关。资
本主义社会贫富悬殊所造成的阶
级矛盾，促进了社会主义思潮的广
泛传播，特别是十月革命的成功，
把社会主义从一种理论变成实践，
树立了新榜样。社会主义思想在
西方社会成为进步人士的一股巨
大的主流思潮。因此，我们研究中
国共产党成立之前的中国社会思
潮，可以清楚地看到，研究和传播
社会主义思想，其实是当时中国思
想界的一个潮流。因此，讲好中国
共产党的诞生故事，实际上从一开
始就要讲清楚这是世界社会主义
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是中国共产党是人类进步
事业实践者。为最大多数人利益
而奋斗，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属性。
反对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是社会
主义运动的奋斗目标，也是人类共

同的进步事业。近代中国，为了解
决中华民族面临的极其深刻的生
存危机，中国的先进分子进行了各
种探索，但都没有成功。中国共产
党一成立，能够在中国当时众多政
治力量中脱颖而出，关键的一点，
就是使用了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
理论来分析中国社会的矛盾，找到
了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反对帝国
主义，推翻它们在中国的统治，反对
封建主义，推翻其经济基础和政治
统治；也就是反对帝国主义以解决
民族矛盾、反对封建主义以解决社
会矛盾，从而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
人民共同富裕。实际上，这也是人
类进步事业的共同奋斗目标。

三是中国共产党是按照先进
组织原则组织的政党。由政党来
组织和领导社会运动，是近代世界
政治运动的重要变化。中国共产
党一成立，就能够成为中国革命运
动的领导核心，一个重要原因，就
是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先进政党
的组织力量和社会动员力量。20

世纪是中国社会发生急剧变化的
时代，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
渡中，社会结构和社会组织都发生
了巨大的变化。社会组织和动员
从传统的“乡党”“会党”，逐步向政
党过渡，而当时的中国，尽管政党
林立，但都并不具备真正意义的现
代政党组织和动员力量。中国共
产党从成立之初，就确定了建党的
两条重要原则:“主义的结合”和
“苏维埃”形式，也就是从指导思想
上明确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在
组织原则上实行民主集中制。一个
有先进理论武装、为最大多数中国
人民奋斗、实行严格组织纪律的无
产阶级政党，使中国共产党从成立
开始，就同其他政党有着显著的不
同，能够担负起动员、组织和领导人
民的历史责任，结束中国一盘散
沙的局面，成为中国人民的主心
骨。这也是对世界先进政党组织
原则的借鉴，从而使中国共产党
的组织力量不同于其他政党，能
够从当时各种政治力量中脱颖
而出。

总之，今天我们讲中国共产党
的故事，必须从历史的逻辑出发，
用具体的故事、鲜活的人物把党的
历史讲清楚、讲明白、讲生动。这
样，才能有更强的传播力。
（作者为上海社联副主席，上

海市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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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在上海工作的苏丹学
者，我时常前往中共一大会址参访和
学习。作为一名熟悉国际共产主义运
动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史的前驻华外交
官，我也由衷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
取得的伟大发展成就感到钦佩和欣
喜。伟大成就的背后，必有伟大精神
的传承。

遥想百余年前中共诞生的画面和
场景，我深信其中承载的，是几个世纪
以来为了自由和幸福生活而奋斗的所
有中国志士仁人的意志。中国共产党
的诞生，是中国近代社会发展和中国
人民长期坚持革命斗争的必然结果。
凭借无与伦比的奋斗和牺牲精神，早
期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的沃土上播撒
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种子。由
此，中国在数千年历史上首次建立广
泛的民族战线和不同部门、不同群体
为了同一个革命目标联合工作的新机
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共产主义
青年团、工会、青年协会、学生会、妇女
组织等各级组织群体，以及为人民服

务的人民军队共同让中国走出旧世界
的枷锁和桎梏，重新进入世界秩序的
构建者行列。

回顾过去百余年中国共产党的奋
斗史，无数英勇事迹令人惊叹。中国
共产党人在马背上、在硝烟中传播的
新思想和伟大精神，使马克思主义在
中国土地上深深扎根、焕发新生。百
余年后，我看到这种精神仍在发光、发
亮，无论是面对洪水、地震等自然灾害
都一往无前的子弟兵，还是在抗击新冠
疫情的斗争中冲在一线的医护人员和
志愿者，他们都是这种精神的传承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结合本国
实际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创新和发
展，是中国革命产生的奇迹。正是一
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为马克思主义注入
的新思想、新精神，让它在新时代保持
着青春、生机和活力。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
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
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时代化新的飞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带领
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

动指南。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
运共同体理念，关乎全人类能否实现和
平与繁荣，关乎各国共同的未来。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是建设美好世界
的中国方案，也是马克思主义团体、马
克思主义政党实现奋斗目标的马克思
主义方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带
一路”倡议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史、国际
经济史、世界交往史上的又一伟大突
破。它致力于维护多边贸易体，推进开
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
化，希望通过互联互通网络、道路和共
同利益，加强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以
及地区和国家之间真正的和平共存、共
同发展。因此，“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
马克思主义者为推动全球化朝着健康、
公平、可持续的方向不断发展而推出的
新型国际公共产品，有利于中国共产党
人实现和谐世界、命运与共的梦想。这
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100多年来，中
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为国家进步、理念革
新作出的最重要贡献之一。

我注意到，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党
员、干部要经常“重温革命烈士的家
书”，这是在激励他们学习和发扬奉
献、牺牲和在逆境中前进等优秀共产

党人的精神。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
中国共产党始终关心人民的福祉，“为
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不曾变过。

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证明，马克
思主义是一种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的、
开放的理论体系，是研究现实问题、解
答时代之问的鲜活指南。中国共产党
取得的成就成功驳斥了新自由主义者
有关社会主义必将失败的观点。全
世界马克思主义者在发展和复兴马
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在未来很长一段
时间都应首先感谢中国的马克思主
义者。与此同时，中国马克思主义者
也应该与国际马克思主义者及共产
主义政党和组织分享新看法、新理论
和新成果。

到2021年，值建党百年之际，中
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了
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并领导中国
人民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兑现了对
人民许下的诺言。当下，中国共产党
正在履行向人民做出的新承诺：到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周年之时，即
2049年，把国家建设成为富强、民主、
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我深信，中国共产党必将兑现新
的承诺、实现新的理想。在新的“赶
考”路上，中国共产党也将继续坚持为
人民服务的宗旨，为人民谋幸福、为民
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
（作者为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中

阿改革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 加法尔 ·卡拉尔

伟大精神的传承和发展
——苏丹学者眼中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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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上海是国际化程度很高的
城市，国际联系广泛、频繁而深刻。
近代共产主义运动起于欧洲，进而扩
展到北美洲、亚洲、非洲等处，是一种
国际性运动。中国共产党是在俄国
十月革命影响下、在共产国际直接指导
与帮助下创立的，中央机关长期设在上
海，以上海为重要活动基地，诸多活动
带有上海城市特有的国际印记。

近代上海城市存在两类不同的
国际联系：一类是外接式、常见型国
际联系，指的是上海与英、法、德、美、
俄、日等国家及其城市直接发生的联
系。建党时期，上海与欧、美、日各主
要港口的定期客轮，已相当便捷，从
上海可以直接到达伦敦、马赛、汉堡、
新加坡、旧金山、西雅图、温哥华、檀
香山、神户等，每条航线都有多家轮
船公司经营。由上海通往以上各大
城市的电报、电话更是顺畅无碍。

另一类是内嵌式、罕见型国际联
系，指的是经与上海租界内各相关国
家团体、个人发生的联系，进而延展
为与这些国家的联系。近代上海办
有多种外文报刊，英、法、德、日、俄等
文字均有。这些报刊广泛地报道世
界各地信息。上海还设有众多外国
通讯社。上海居住着众多外国人。
1920年，上海外侨近3万人，来自英、
美、法、日、德、俄等50多个国家与地
区。这些外侨不光与其母国有诸多
联系，还由于经贸、文化、宗教等方面
因素，与世界各地有着错综复杂的联
系。其时，上海存在三个行政管理机
构，即公共租界、法租界与华界，三家
各自为政，互不统辖。三家之上，没
有任何可以统辖或协调三家关系的
垂直权力机构。遇到非协调不可的
问题，就由各国领事或领事团向上海

地方政府交涉，或通过各国驻华公使
向中国中央政府交涉。这样，在上海
城市内部，华界与两租界的关系，在一
定意义上也是一种国际关系。中国居
民与租界内各国外侨的关系，有时也
会上升为中国与相关国家的关系。

这两类不同的国际联系，有时是
单独发生的，如留学生赴美、赴日、赴
法、赴俄，直接发生在中国留学生与
相关国家之间；有时是交错或合并发
生的，如共产国际代表吴廷康、尼克
尔斯基来上海，既有上海与俄罗斯相
关城市之间的联系，也有他们到上海
以后利用租界的因素。这两类不同
的国际联系，造成了上海城市两种不
同的国际性，前者可称为外接式国际
性，是正常国际性或一般国际性，这
是当时众多涉外城市共有的国际性，
如北京、南京；后者可称为内嵌式国
际性，是非正常国际性或畸形国际
性，是上海、天津、汉口等含有多国租
界或公共租界的城市才有的。

这两种国际性相互影响，相互作
用。首先，国际重要事件的发生，每
每影响上海城市内部结构，国际一有
风吹，上海便会草动。1917年俄国十
月革命爆发后，大批难民逃出，相当
一部分来到了上海，加大了上海与俄
国的联系，也改变了上海外侨的结
构，使得上海法租界成为俄侨集聚
区。共产国际从一开始便看中上海，
将东亚书记处设在上海，很重要原因
便是上海有众多俄侨，便于开展工
作。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
以后，上海大批德侨回国，直接影响
了上海外侨与外国资本的结构。

其次，上海发生的许多事件，也
会酿成国际事件，犹如平静的湖面，
上海“一石子”，国际“千重浪”。1905

年，上海发生抵制美货运动，不但引起
寓沪美国商人的恐惧，也很快成为国
际性事件，影响到中美关系，最后在国
家层面上才得以解决。1919年发生的
五四运动中，北京学生罢课、游行，影
响很大，但北洋政府并不十分惧怕。
但是，6月5日以后，上海工人罢工、商
人罢市，便影响到英、美、德、法、日等
列强在上海的利益，进而影响他们在
整个中国的利益，从而造成很大的国际
压力，迫使北洋政府不得不罢免曹汝
霖、陆宗舆与章宗祥的官职。

在这两种国际性综合影响下，上
海在马克思主义信息传播、中国共产
党创立及其活动方面，发挥了远不同
于中国其他城市的特殊作用。比如，
“马克思”的大名，第一次出现在中
国，并述及《共产党宣言》学说的，是
1899年在上海出版《万国公报》连载
的《大同学》，主译者为英国传教士李
提摩太。众所周知，《万国公报》是教
会办的，李提摩太述及马克思与《共产
党宣言》，本是作为一种新的学说介绍
的。但是，从传播学角度看，则是由一
个具有跨文化身份的传播主体（李提
摩太），通过新式媒介（《万国公报》），
将一种新的知识从这种知识的生产地
欧洲传到了中国，从而完成了这种新
知识的国际传播。自1920年8月至
1922年，中国共产党组织翻译出版的
马克思主义读物18种，包括《共产党宣
言》《马格斯资本论入门》《俄国共产党
党纲》《列宁传》《李卜克内西纪念》等，
全部在上海出版。上海能够获得这么
多新的知识，全赖于其广泛的国际性。

共产国际自1919年在莫斯科成
立之日起，就在努力帮助世界各国共
产党和革命党人，并将目光投向了上
海。1920年4月，负有指导筹建中国
共产党使命的共产国际代表吴廷康
一行来到上海。随后，共产国际东亚
书记处在上海建立（今虹口长治路
177号），中俄通信社、全俄消费合作
社中央联社驻上海办事处（九江路14

号）等机构设立。苏俄、共产国际向
其驻华代表、在华机构，以及中共组
织及其他革命组织提供的经费，相当
一部分便是通过这个办事处支付的。

就空间距离而言，从俄国西伯利
亚到上海，比起到北京、天津要远得
多，北京还是当时中国的首都，但共

产国际不是将此机构设在北京、天
津，也不是设在另一个东亚大城市东
京，而是设在上海。这与上海城市高
度的国际性有直接关系。共产国际
成立的1919年，上海已是拥有245万
人口的中国最大城市、最大的港口城
市、最为开放的城市，是工人阶级人
数最多、最为集中的城市。这些，都
是共产国际特别看重的地方。

这些机构，以上海为基地，以全
俄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驻上海办事
处作为经费周转站，以《上海俄文生
活报》为信息载体，还有日夜不息的
电波，将世界各地共产主义运动信息
传递到上海，扩散到全中国，又将中
国的信息传递到苏俄，在中国与共产
国际、苏俄之间架起了信息通道。那
么多外国人，不时地来往于上海与北
京、上海与哈尔滨、上海与广州等地，
在中国共产党创立及建党初期起了
相当重要作用。显然，没有上海这一
独特的城市，这一切都难以想象。

正是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与帮助
下，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在1920年得以
成立；中共一大在1921年得以举行，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共产国际远东书
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参加了会议。
中共一大举行期间，有巡捕闯入、查
问，迫使会议转移地方，也与上海城
市的国际性直接有关。学术界研究
已经表明，巡捕是冲着马林来的。马
林早已引起欧洲反共势力的关注，他
离开欧洲以后，途经科伦坡、巴东、新
加坡、香港时，都受到了严格的检
查。到了上海，他一直是工部局重点
关注的对象。

与上海高度国际化相一致，民国
时期上海金融高度国际化，美元等各
种外币在这里都可以便利地汇兑为
中国通用货币。共产国际、中共地下
党都有效地利用这一特点。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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