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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一大-前奏

陈独秀和李大钊是最早酝酿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人。

1920 年 2 月，为躲避反动军阀政府的迫害，陈独秀从北京

秘密转往上海。在护送陈独秀离京途中，李大钊和陈独秀

商讨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

1920 年春，共产国际派维经斯基等人来华，了解五四

运动后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情况和能否建立共产党组织

的问题。维经斯基一行先到北京，会见了李大钊。在李大

钊安排下，他们参加了一系列座谈会。然后，经李大钊介

绍，维经斯基一行又前往上海会见陈独秀。在北京和上海，

维经斯基向中国的先进分子介绍了十月革命的情况及苏



俄的对华政策，介绍了共产国际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状

况和经验。

在维经斯基的帮助下，陈独秀和李大钊加快了建党的

步伐。

随着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革命知识分子通过

出版报纸、杂志、翻译书籍，积极开展一系列马克思主义

理论宣传。同时，他们积极推动成立青年团组织、产业工

会，工人补习学校，举行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游行等活动，

努力促进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

建立打下了思想、理论和组织基础。这样，组织全国性政

党的基础已经具备了。

中共一大-进行曲



1921 年 7 月 23 日晚 8 时，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

表大会在上海代表李汉俊之兄李书城的寓所正式举行。

树德里的李公馆一楼客厅内，一个大方形餐桌，十几

把圆形椅凳。 15 名与会者齐聚于会议桌旁。其中的 13 名

代表是接到上海的书信秘密赶赴这里开会的，他们是 7 个

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两位高鼻梁的共产国际和共产国

际远东书记处代表端坐桌旁，他们当年也许预料不到，他

们参与的这次会议在中国历史上竟留下了如此浓墨重彩

的一笔。对于这群先行者以后峥嵘的人生岁月来说，这次

会议或许只是历次有惊无险经历中的一次，以致多年后，

他们中竟无人能确切回忆出这次大会的具体日期。

大会上，马林分析世界形势，介绍第三国际的活动概

况，说明中共成立的重要性等，滔滔不绝，竟讲到了深夜。

马林体格强健，说起话来往往表现出他那议员型的雄辩家

的天才。他坚持自己主张的那股倔强劲，好像要与反对者

决斗。毫无疑问，这些特质深深震撼了这群青年人。

然而在 30 日晚，大会开到第六次会议时，会场突然

闯进一名法租界巡捕，马林不愧是一位革命经验丰富的地

下工作者，他立刻让与会代表转移。不过 15 分钟后，法

租界巡捕房开了两辆卡车，载了华探、法探及翻译等，扑

进会场。李汉俊与有意留下的陈公博慎重周旋，化解了这

次危机。



中共一大-终章

李公馆是不能再开会了，经李达的夫人王会悟牵线，

代表们约定转移到距上海约 100 公里的浙江嘉兴继续开会。

那天清晨，代表们乘上了上海开往嘉兴的火车，几个小时

后，嘉兴南湖上聚集了这批革命者的身影。两位共产国际

代表担心自己的“老外”面孔会暴露目标，没有随行；陈

公博因半夜大东旅社发生情杀案，借故到杭州游玩，没有

参加南湖会议。

浩淼湖波中，南湖的一艘画舫上，代表们召开了最后

一次会议。推举陈独秀、李达、张国焘三人组成中央局，

陈独秀任中央局书记，尽管此时他仍在广州。 1921 年 9

月，陈独秀正式辞去公职，回到上海专任共产党中央局书

记一职。大会通过了党的纲领和关于工作任务的决议，正



式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自觉担当起改变中国的历史使命，

也孕育了红船精神。

“红船精神”——党的先进性之源：一个大党诞生于

一条小船。从此，中国共产党引领革命的航船，劈波斩浪，

开天辟地，使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伟大的革命实践

产生伟大的革命精神。

今天，让我们沿着革命先辈在党的创建时期留下的踪

迹，重走党的创立之路，精神之旅再出发。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于 1922 年 7月 16 日至 23日在

上海英租界南成都路辅德里 625 号(现成都北路 7 弄 30 号)举行。出

席大会的有党的中央局成员、地方组织的代表等共 12 人，他们是：

陈独秀、张国焘、李达、蔡和森、邓中夏、施存统、王尽美、邓恩

铭、项英、向警予、高君宇、张太雷，他们代表着全国 195 名党员。

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也出席了会议。



会议议程

鉴于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遭到法国巡捕破坏的教训，“二大”

采取了较为严格的保密措施。大会决定以小型的分组会为主，尽量



减少全体会议的次数，每次会议都要更换地址。大会共进行了 8 天，

举行了三次全体会议。陈独秀主持大会，并代表中央局向大会作一

年来的工作报告；张国焘报告出席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

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经过以及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情况；施存统报

告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情况。

会议内容

大会根据世界革命形势和中国政治经济状况，制定了党的最高

纲领和最低纲领。大会宣言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政党，

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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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党

的最终奋斗目标，是党的最高纲领。为了实现党的最高纲领，大会

提出在目前（1922 年）历史条件下的最低纲领，这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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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

历史意义

中共二大正确地分析了中国的社会性质，中国革命的性质、对

象、动力和前途，指出了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在中国近代史上第

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为中国各民

族人民的革命斗争指明了方向，对中国革命具有重大的深远的意义。

同时也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

道路上迈出了可贵的第一步。



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

中国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

潮的顶点，罢工最终以失败告终，但它进一步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力

量，扩大了党在全国人民心中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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罢工经过

京汉铁路纵贯河北、河南和湖北三省，是连接华北和华中的交通命

脉，有重要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意义。京汉铁路的运营收入是军阀吴佩

孚军饷的主要来源之一。



1923 年 2 月 1 日，党领导下的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会决定在郑州

召开成立大会。参加大会的代表和各铁路工会代表、汉冶萍总工会代表、

武汉 30 多个工会的代表，以及北京和武汉等地的学生代表近 300 人齐

聚郑州。中共中央对这次大会非常重视，派出了张国焘、陈潭秋、罗章

龙、包惠僧、林育南等人出席大会。



2 月 1 日上午，军阀吴佩孚派出大批荷枪实弹的军警在郑州全城戒

严，下令禁止召开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但是，参加会议的工人代

表不顾生死，冲破军警的重重包围，高呼“京汉铁路总工会万岁”、“劳动

阶级胜利万岁”等口号，在郑州普乐园剧场举行大会，宣布京汉铁路总

工会成立。

当天，全副武装的军警严密地包围了会场，强行解散会议，捣毁总

工会和郑州分会会所，并驱赶代表。当晚，京汉铁路总工会执委会秘密

召开会议，决定将总工会临时总办公处转移到汉口江岸，并决定全路自

2 月 4 日起举行总罢工。

2 月 4 日，全路两万多工人举行大罢工, 1200 公里铁路顿时瘫痪。

中国共产党领导这次罢工的主要负责人是张国焘、项英、罗章龙、林育

南等。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引起了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的恐慌。在帝国

主义支持下，吴佩孚调动两万多军警在京汉铁路沿线镇压罢工工人，制

造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



在汉口，2 月 7 日当夜，天降大雪，反动军警把京汉铁路总工会江

汉分会委员长、共产党员林祥谦绑在江岸车站站台的木桩上，让他下令

复工，遭到断然拒绝。林祥谦英勇就义。在武昌，共产党员、武汉工团

联合会法律顾问施洋被杀害。大罢工中，工人 52 人牺牲，300 余人受

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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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



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

顶点。它进一步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扩大了党在全国人民中的

影响。罢工虽然失败了，但是工人的生命和鲜血进一步唤醒了中国人民，

使他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是中国人民的敌人，必须

与之斗争到底，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和解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