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历史背景、演进历程和著作回顾

[摘 要]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是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思想启蒙，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

使命之源。作为近代中国在思想领域寻求救亡图存武器的客观需要，承载着伟大的时代使命。马克思

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可分为以下三个维度：一是从1918年11月至1920年5月自发、自觉的传播维度；

二是从1920年6月至1922年6月中国共产党有组织的传播维度；三是从1922年7月至1927年7月早期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维度。三个维度具有逻辑的连贯性，前一维度是后一维度的逻辑起点，后一维度是

对前一维度质的跨越，体现了“早期传播”与时俱进的特征，清晰地记录了“早期传播”由自发、自觉传

播到有组织传播，再到早期“中国化”的历史过程。因此，对“早期传播”著作的搜集、整理与研究，就

是要以史为鉴、以史增信，引领我们维护党的思想理论根脉，更加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

信、文化自信，自觉地承担新时代的使命，守护好党的精神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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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以下简称“早期传播”）是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思想启蒙，是中国

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之源，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源头活水和根脉所系。《马克

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著作丛编（1920—1927）》（以下简称《丛编》）的“早期传播”指的是1920年

至1927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对此，阐释涉及有关的几个问题。

一、“早期传播”是近代中国在思想领域寻求救亡图存武器的客观需要

鸦片战争以降，独立、腐朽的中国封建帝国在西方列强的炮声中，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自

此掀开了民族解放与振兴中华的大幕。

有侵略，就有斗争；有压迫，就有反抗；要救国，就要有先进的理论引领。先进的中国人开始寻求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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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图存的思想武器以图复兴。随着西学东渐，他们开眼看世界，觉悟到封建专制文化不能救中国，遂

告别数千年农耕文明，拥抱先进工业文明。按照中国近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梁启超的说法，在五四

运动前，中国救亡运动经历了“器物—制度—文化”的三个维度：第一个维度，“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

——洋务运动；第二个维度，甲午战争至民国初，“从制度上感觉不足”——维新运动；第三个维度，

辛亥革命后近十年，“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新文化运动[1]3777。其间各种西方思潮，如天赋人

权论、进化论、民约论、理性主义、自由主义、实验主义、国家主义、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蜂

拥而至，一度受到热捧；各种近代政治制度，如三权分立、代议制、总统制、内阁制、联邦制、地方

自治等，也曾在中国试验、演绎。然而，尽管效法西方共和制度的“中华民国”取代了封建专制的满清

王朝，但仍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中国走向衰落的历史命运。

正当此时，世界与中国发生的3件大事彻底改变了中国向西方寻求救国道路的走向。

一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场帝国主义战争，历时4年，将15亿人卷入战乱，造成3000多万人伤亡，给

人类带来空前的灾难，使中国最先憧憬资本主义的先进人士开始对资本主义感到失望。

孙中山是最早觉悟的中国人，他通过对资本主义的亲身考察，如是说：“欧美之富者富可敌国，贫者贫

无立锥……夫欧美演此悬绝之惨境，他日必有大冲突，以图实剂于平。”[2] 228

访美回国后的梁启超如是说：“故大资本家从而垄断焉。庸率任意克减，而劳力者病；物品复趋粗恶，

而消费者病；原料任其独占，而生产者亦病。此近世贫富两级之人，所以日日冲突，而社会问题所由

起也。”[3] 1244

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李大钊如是说：“此次战争的真因，原来也是为把国家界限打破而起的。因为资本主

义所扩张的生产力，非现在国家的界限内所能包容；因为国家的界限内范围太狭，不足供他的生产力

的发展；所以大家才要靠着战争，打破这种界限；要想合全球水陆各地成一经济组织，使各部分相互

联结。”[4]

湖湘新文化运动的先锋毛泽东如是说：“到了近世，强权者，贵族，资本家的联合到了极点，因之国家

也坏到了极点，人类也苦到了极点，会社（社会）也黑暗到了极点。于是乎起了改革，起了反抗。于

是乎有（民）众的大联合。”[5]“日本某君以东方思想均不切于实际生活。诚哉其言！吾意即西方思想

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6] 7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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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哲学家张东荪如是说：“这次大战把第二文明（引者注：指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

破罅一齐暴露了；就是国家主义与资本主义已到了末日，不可再维持下去了。”[7]

《新社会》的主编郑振铎如是说：“资本主义支配下的社会，已经没有存在的余地了！他的黑暗，他的

劳力和消费量的分配的不平均，他的残酷，‘以人类的牺牲’，以及其他种种的罪恶，已经使生活在他底

下的大多的人类，感到极端的痛苦，而想到各种的方法，做各种的运动群起而推翻之了！”[8]

这些代表人物的话语，真实地记录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对资本主义反省的自觉，

对资本主义可以救中国的道路产生了动摇。

二是十月革命。资本主义文明的破产，向中国人民证明这条道路不能使中华民族独立解放、国强民富

。十月革命的爆发与苏俄①革命的初步胜利，特别是苏俄政府主动向中国人民宣布，放弃沙俄对华的

一切不平等条约，极大地唤醒了中国人民。正如《新青年》第七卷第六号上的一篇文章指出的：“鸦片

战争以来的历史，就是中国人民受欧洲强国和日本的武力主义及资本的帝国主义侵略的痛史！”“俄国

人民的政府，这次对我们人民的通告，在这一个意思上，的确是自有人类以来空前的美举。任何民族

，任何国家，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这样伟大的事业，没有这样清洁高尚的道德。我们在悲哀残酷境遇里

面的中国国民，对于这一个通告，应该十分感谢，应该要为全世界一切被侵略被压迫的民族感谢。更

应该要觉悟，要从几千年弱肉强食的历史遗传性上觉悟转来，做一个为世界被掠夺者的自由而战的自

由人民！”[9]。正如毛泽东所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苏俄的榜样清

楚地展示了一条使中华民族振兴的新路。

三是五四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是战胜国，德国是战败国。德国所攫取的中国山东半岛的权益

理应归还中国，但西方列强在巴黎和会上竟将其转给日本，这促使中国人民对资本主义极度愤怒，继

而转向对社会主义的无比憧憬。于是，五四运动成为以上两种觉悟汇合的契机，从此中国救亡运动打

开了新局。在这个伟大历史转折后，“西学东渐”发生了质的飞跃，马克思主义从各种西学中脱颖而出

，使我国近代政治思想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革命。

对于这场思想上的革命风暴，历史有着清楚的记载。

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如是说：“自俄国革命以来，‘马克思主义’几有风靡世界的势子，德

、奥、匈诸国的社会革命相继而起，也都是奉‘马克思主义’为正宗。”[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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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人士如是说：“这回欧洲大战后的结果，社会主义的潮流，真有万马奔腾之势。睡在鼓里的中国

人便也忽然醒觉，睡眼惺松的不能不跟着一路走。现在社会主义的一句话，在中国却算是最时髦的名

词了。”[11] 12

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如是说：“社会主义这个名辞输入中国也将近有二十年了。在民国元年江亢虎等大轰

了一阵，又居然构成了中国的社会党一段小小的历史，并且有为这主义而死的人。但是中国真正有人

研究社会主义，却在最近的两年中。这自然是大战的反动，俄国大革命的影响，所以能使世界潮流也

侵入这思想上交通断绝的中国来。”[12]

资产阶级主流媒体如是说：“一年以来，社会主义底思潮在中国可以算得风起云涌了。报章杂志底上面

，东也是研究马克思主义，西也是讨论鲍尔希维主义；这里是阐明社会主义底理论，那里是叙述劳动

运动底历史，蓬蓬勃勃，一唱百和，社会主义在今日的中国，仿佛有‘雄鸡一鸣天下晓’的情景。”[13]

这些历史话语真实地记录了马克思主义在五四后期成为新文化运动主流文化的倾向，中国正是引进了

科学社会主义，才使落后之中国一下子跃进到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

二、“早期传播”的三个传播维度

任何事物都存在维度。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传播阶段性维度十分清晰。

第一，从1918年11月至1920年5月为自发、自觉的传播维度。1917年的十月革命，开辟了世界无产阶

级解放的新时代。第二年，就有先进的中国人认识到十月革命的世界性，号召中国人走俄国革命的道

路，以赶上世界现代化的潮流。1918年11月李大钊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B

OLSHEVISM的胜利》等文，纵情欢呼十月革命，指出俄国革命是20世纪世界革命的先声，社会主义革

命彰显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我们只能顺应，不可抗拒。第二年，李汉俊翻译了日本社会主义者山

川菊荣的《世界思潮之方向》，指出十月革命成为人类历史的分水岭，革命的知识分子与劳工运动相

结合，成为世界思潮之方向。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必然也要随着世界思潮之方向发展。最经典的是

李大钊于1919年5月（因印刷问题，推迟到9月）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它在我国第一次比较

系统地传播了马克思主义三大原理。

此维度参与传播的队伍多元，主要由三部分人士组成。一部分以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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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涌现出李大钊、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施存统、杨匏安、李季、袁振英、毛泽东、

蔡和森等一批青年俊杰。一部分国民党人士也是“早期传播”的重要力量。朱执信、戴季陶、胡汉民等

在1919年下半年就发表了尝试用唯物史观来分析中国历史、现状的文章，如《从经济上观察中国的乱

源》《中国哲学史之惟物的研究》《革命！何故？为何？》《唯物史观批评之批评》等。还有一部分

非党派进步人士，如陈溥贤（渊泉）、邵飘萍、张西曼、沈玄庐、俞颂华等，则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

生力军。北京大学张西曼是宣传苏俄革命与建设的先锋。《晨报》记者陈溥贤与李大钊是五四时期传

播马克思主义的先行者。1919年4月1日起，陈溥贤在北京《晨报》副刊上连载《近世社会主义鼻祖马

克思之奋斗生涯》。5月5日于马克思101周年诞辰之际，《晨报》上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发表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该文与李大钊同时撰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拉开了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

在中国真正意义上传播的序幕。这批新生的先进文化大军自发自觉地宣传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剩余价

值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引领着后期新文化运动的前进方向。

此维度中，日本是“早期传播”的主渠道，传播的中译著述的底本几乎均来自日文版，其中河上肇、山

川均等社会主义者影响最大。

第二，从1920年6月至1922年6月为中国共产党有组织的传播维度。其中最根本的因素是中国共产党

早期组织的成立。1919年9月，李汉俊就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表示自己确实有在中国

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打算[14]。1920年春，陈独秀开始转向马克思主义，便与李大钊进行建党活动。

1920年6月，陈独秀、李汉俊、施存统、俞秀松、陈公培等5人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二号（今南昌路

一百弄二号）《新青年》编辑部成立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组织，即后人所称的“中共上海发起组（中共

上海早期组织）”②。党作出的第一个决定，成立社会主义研究社、新青年社，传播马克思主义。

此阶段维度的主要标志从杂志角度而言，就是《新青年》的转型。《新青年》（初名《青年杂志》，

第二年改名）创刊于1915年，它高举民主与科学大旗，发起新文学运动。1920年6月中共上海早期组

织成立后，立即决定成立出版机构“新青年社”（8月），领导《新青年》，使之成为党的刊物，陈独秀

邀请早期党员陈望道、李汉俊、李达、沈雁冰等先后加入编辑部，使杂志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由传播民主、科学的综合性杂志变成以传播马克思主义为主的媒体。1920年9月《新青年》第八卷

第一号，以全新的面貌出现在读者面前。杂志封面中心是地球，东西伸出的两只手紧紧相握，有两种

理解：一是无产阶级和革命知识分子相结合，一是中国劳动人民与苏俄、西欧无产阶级紧密团结。这

一期《新青年》内容突出了无产阶级革命，发表了陈独秀的《谈政治》和《对于时局的我见》，运用

马克思主义解剖中国社会、政治。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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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青年》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1921年9月，《新青年》第九卷第五号刊布了

《人民出版社通告》，大张旗鼓地宣告党将有组织地出版“马克思全书”15种，“列宁全书”14种，“康民

尼斯特丛书”（“康民尼斯特”即“共产主义”的音译——笔者注）11种，“其他”9种。

此阶段维度的主要标志从著作角度而言，是中译全本《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的面世。

最初组织翻译《宣言》的是有中华革命党背景的戴季陶。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推动下，戴季陶一度

热衷于介绍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他计划将《宣言》翻译成中文，在其主编的《星期评论》连载。

大约在1919年底，经过邵力子推荐，他邀请精通日文的陈望道翻译《宣言》，并提供了幸德秋水、堺

利彦合译的日文本《宣言》（刊发在1906年3月出版的《社会主义研究》）作为底本。1920年初，陈

望道特意回到故乡浙江义乌。在那里，他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费了平时译书的五倍工夫”[15]，终

于在1920年5月，带着中译本回到上海，住在星期评论社，即李汉俊寓所，但此时戴季陶即将离开上

海，《星期评论》亦将停刊。6月28日，陈望道只好托自己的学生俞秀松到陈独秀寓所（老渔阳里二

号），将译稿交给陈独秀[16] 279。陈独秀、李汉俊经过校对后，以“社会主义研究社”的名义，由“又

新印刷厂”印刷，作为“社会主义小丛书”的第一种，于1920年8月正式出版。 “社会主义研究社”是中共

上海早期组织的第一家出版机构，“又新印刷厂”是党在共产国际资助下建立的第一家印刷厂。也就是

说，《宣言》是中共上海早期组织出版的第一本红色经典，所以《宣言》就成了“早期传播”由自发到

有组织传播维度的转折点。

此维度下苏俄、苏联成了“早期传播”的主渠道，传播译著的底本逐渐由日文转向英文、俄文，俄文逐

渐成为传播的主要外文语种。据统计，从1920年6月中共上海早期组织成立，到1922年7月中共二大

前，在党的组织下，社会主义研究社、新青年社、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书籍30

种，形成了“早期传播”的第一次高潮。这一时期共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经典著作10种，其中

马克思、恩格斯的有3种，2种由日文转译，1种从英文转译；7种是列宁著作，由英文、俄文翻译而来

，底本和语种的变化成为主渠道转变的晴雨表。

第三，从1922年7月至1927年7月为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下简称“中国化”）的维度。何时为“中

国化”的肇始，学界仁智相见，有“外文译为中文说”“中国共产党一大说”“中国共产党二大说”“八七会议

说”“《反对本本主义》说”“遵义会议说”等等，各有道理。

笔者持“中国共产党二大说”。所谓“中国化”不是简单的文字转型，而是有十分明确意涵的政治概念，

即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实践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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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本文阐释的是“中国化”的理论部分。中国共产党诞生，是中国革命开天辟地的大事件，但中共

一大制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总战略却脱离中国实际。1922年7月举行的中共二大，在列宁东方革命理

论指导下，第一次明确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性质，据此制定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战略

，标志着党开始走上了真正意义的结合道路。

此后党的三大到五大都紧紧地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国民革命的实际相结合而展开，尽管由于党处在幼

年时期，结合得尚不成熟。中共三大（1923）第一次制定了统一战线的形式：与国民党首次合作，共

产党员、青年团员以个人的身份加入国民党，共产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保持独立性。中共四

大（1925），党第一次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和工农联盟问题。中共五大（19

27）总结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体系的基本思想；对中国社会各阶级进行了分析，探索中国民主革命

的主要内容：土地革命、提出了中国革命的“非资本主义前途”、首次明确提出“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

制”原则。由于党在实践和理论上的不成熟，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领导的严重失误，使大会对以上决定

，特别是至关重要的党领导的革命武装等问题没有提出切实可行的办法，未能在危急时刻为全党指明

出路，更谈不上提供坚强有力的领导。

同时党的政治家、理论家、学者、工作者在这一时期的重要理论贡献与不成熟，都基本反映在大会文

献中。会后，他们在执行党的决策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不断进行理论阐释，又丰富了“中国化”

的理论创新。

因此，对早期“中国化”研究，应以党在这一时期的全国代表大会文献为经，以党的政治家、理论家、

学者、工作者的理论成果为纬，才能全面、客观、整体地彰显早期“中国化”理论的全景。

以上三个维度具有逻辑的连贯性，前一维度是后一维度的逻辑起点，后一维度是对前一维度质的跨越

，体现了“早期传播”与时俱进的特征，清晰地记录了“早期传播”由自发、自觉传播到有组织传播，再

到早期“中国化”的历史过程。

三、“早期传播”的著作概况

“早期传播”中形成的著作，是“早期传播”最重要的文化载体；原创的马克思主义中文文本，是“中国化”

最初的重要成果。这些著作浓缩了“早期传播”与早期“中国化”的图景，也就是说，通过对著作的考察

，可以基本上把握“早期传播”与早期“中国化”的发展阶段、内容、特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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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早期传播”文本的整体性、系统性研究，至今还很欠缺。这个时期，究竟有多少著作？如果

连这个最基本的问题都没有搞清楚，更遑论研究“早期传播”的发展流程，全面阐释传播内容，进而重

估其思想价值及当代意义！为此，笔者开展了“早期传播”著作的搜集、整理工作。经过40多年的努力

，涉足海内外，穷搜到了250多种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著作文本。这些文本分为四大类

：

第一类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经典著作的中译本，有15种。这一时期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中译

本已收齐。展现马克思列宁主义核心内容的经典有《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以及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和东方革命理论。《马克思主义的民族革命论》集中了马克思、列宁对中

国问题的论述。这些红色经典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干部必读”，不少篇目至今还是党员干部学习教育的

首选经典。

第二类是国外政治家、理论家、学者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诠释本的中译本，有100种以上。令人兴奋的

是，国外诠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在“早期传播”时基本都有中译本。如公认地诠释马克思《资本论

》的经典——《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考茨基著，1886年），中译文本便有《马克思经济学说

》和《资本论解说》2种，其他诠释《资本论》的通俗本有4种，其中《马克斯经济学原理》（马克斯

今译马克思）是美国社会主义作家格哈德·欧内斯特·乌温特曼诠释《资本论》的力作，1923年上海商

务印书馆出版了该书中译本，2010年、2011年中国轻工业出版社、金城出版社又相继出版了2个新译

本。《社会主义史》《阶级争斗》都是影响毛泽东、恽代英等我国第一批激进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

义者转变的著作。《共产主义的ABC》《列宁主义概论》至今还是诠释列宁主义不可替代的经典。国

际工人运动著名活动家、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奥古斯特·倍倍尔的《妇女与社会主义》（1880年，

德文版），用唯物史观诠释妇女问题，以开阔的视野，40万字的篇幅，对人类社会的妇女问题作了总

体描述。该书是第一部关于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鸿篇巨著，其深度和高度，至今还没有作品超越。该

书出版后，受到热烈欢迎，至1973年为止，仅在德国就出了62版，同时被翻译成十几种文字，在世界

各地发行，成为妇女问题研究者的重要参考书。1927年，沈端先（即夏衍）对《妇女与社会主义》进

行了翻译，由开明书店以《妇人与社会》为名出版。译本是《妇女与社会主义》第一个中译本，到19

55年共出版了六版。直到1995年才由中央编译出版社根据德文原始文本，以《妇女与社会主义》的书

名出版了第二个中译本，弥补了沈译本的不足。

第三类是国内政治家、理论家、学者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诠释本，共找到60多种。其中有不少珍本，可

惜多半被历史尘埃埋没了，以致当代读者知之甚少。如周恩来在天津觉悟社的战友张若名以“一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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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名，与“辟世”（任弼时的笔名）合作编写的《马克思主义浅说》，堪称马克思主义通俗化、大众化

的典范。该书一经面世便洛阳纸贵，十个月内，仅上海书店一家就9次印刷，还有新青年版、国光书

店版和长江书店版。《共产主义与共产党》（1925年）是备受读者欢迎的读本，从各地党团文件获知

，是各地党团员和进步青年必读书目。经过考证得知它是陈独秀的佚文，对大革命时期党的思想建设

研究和陈独秀研究都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第四类是中国共产党与进步人士运用马克思主义与国情相结合的著作。从中共创建至大革命时期，共

产党人全力以赴运用马克思主义探索救国出路，出版了一大批政治读物。这批著作体现了马克思主义

传播的目的与归宿，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是“中国化”第一批理论成果，满载中国共产党人最

初的集体智慧。这批著作很多，除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外，更多的是各类学校、各种工农讲义所（班）

、各地党团组织及其下属的团体印刷的宣传品，搜集起来很困难。笔者团队共找到了40余种，有党的

文献中提到的重要著作，也有在媒体上经书评或广告推荐的，是从中共创建至大革命时期产生较大影

响的著作。其中1920年6月出版的《劳农政府与中国》，是国内第一部详细介绍十月革命和苏俄革命

与建设的书。1921年6月出版的《共产主义与智识阶级》，是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组织的革命宣传

册。该书公开号召在中国建立共产党，无疑是为七月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制造舆论

，意义非同一般。《社会主义讨论集》《中国革命问题论文集》《中国共产党五年之政治主张》，是

党将马克思主义与国民革命相结合的文化载体，体现了大革命时期“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中国社会

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革命（一）》（即《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毛泽东对中国民主革

命探索最初的思考，代表了大革命时期“中国化”的最高水平。

从1979年开始，至今40余年，编纂组的足迹包括台湾、香港、澳门等地在内的全国众多图书馆、博物

馆、档案馆，还远赴日本、新加坡、美国等国以及欧洲地区，搜集到了250余种原始著作文本，精选

其中的151种，汇辑成《丛编》，分五编、45卷，共2700万字。这部煌煌红色文化基础工程，展示“早

期传播”的原始风貌，彰显了“中国化”第一个历史性飞跃肇始的最初历史轨迹。

翻开满载历史厚重的传播著述，耳畔响起中国马克思主义启蒙运动先驱们振聋发聩的声音：

马克思主义是全世界无产阶级解放的思想武器，拿来应用对“我们后进中国人实在是天赐之幸。这天赐

之幸只在等着我们中国人伸手去受，我们如果连这手都懒得伸，就未免是太甘暴弃，恐怕终免不了要

遭天谴呢！”[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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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这种不可当的潮流，都像枯黄的树叶遇见凛冽的秋风一般，一个一个的飞落在地。由今以后

，到处所见的，都是Bolshevism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Bolshevism的凯歌的声。人道的警钟响

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4]

“更是要紧的，就是主义的信仰。我们对于主义没有信仰是不成的，因为主义是我们做一切事业的指南

针。”[18] 7

“马克思底共产主义，一定可以在中国实行的，不过如何才能实行，却全靠我们底努力了。”[19] 383

尽管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探索还很幼稚，甚至还有些认识误区，但从一开始他们便具备了理论联系

实际的学风，在没有路的地方艰难地探寻，从走俄国人的路到走中国人自己的路，形成了具有中国独

特语境的马克思主义，开拓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新境界。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上向全党发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伟大号召、在参观中共一大会址、

嘉兴南湖红船时强调“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初心易得始终难守，中国共产党基于百年实践

征程向世界庄严宣告，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必将如期实现！[20]

值此党百年华诞之际，出版《丛编》有着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和当代价值。它填补了“早期传播”著作

缺乏的空白，更重要的是用大量原始性的红色文献诠释了中国共产主义的初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早期传播“初心”的继承，更是发展与创新，是21世纪的马克思

主义。

 

注释：

①十月革命胜利后，建立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简称“苏俄”。1

922年12月30日，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简称“苏联”。

②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组织成立的时间有“8月说”和“6月说”。“8月说”占主流地位，2021年2月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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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简史》便持此说，但没有交待依据。“6月说”有两份原始史料证明。第1份是1920年下半年

中国共产党给共产国际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报告，开头就写道，“中国的共产主义组织是

从去年年中成立的”。接着交待第一批党员为5人：陈独秀、李汉俊、施存统、俞秀松、陈公培。这份

文献说得很清楚：年中，8月不为年中。5人，就是说具体成立时必须有这5人参加。改革开放后，俞

秀松日记公布，上面记载施存统于1920年6月19日乘船去日本，则成立必在此前。这样“6月说”就有了

原始史料支持。因此《丛编》采取“6月说”。另，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新馆的有关介绍亦持“6月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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