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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宣言》出自李大钊的手笔还是陈独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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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文献》授权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独家发布，请勿转载） 

  《中国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是中国早期共产主义组织于1920年11月制定的

一份重要文献。我们现在所见到的这个文件“不是原件，是从苏共中央移交给中共驻共产国际

代表团的档案中选出来的。是根据英文稿又译成的中文稿”《“一大”前后》（一），人民出

版社1980年版，第1页。。该文件最早刊登在中共中央办公厅1958年6月编印的《党史资料汇

报》第一号上，只标注了时间，没有署名。1989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收入该文件，

并注明是由张国焘翻译的。20世纪80年代初，党史界开始有人把该文件的起草归于上海共产党

早期组织（以下简称“上海组织”），或由陈独秀起草、主持起草，此后几成定论，一些权威

党史著作也沿用此说。参见《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81

页；《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1919.5—2005.12），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6页；王

树棣：《论陈独秀在建党中的作用》，《陈独秀评论选编》（上），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

版，第442页。本文通过史料分析和思想观点比较分析，认为《宣言》不是上海组织的成员拟

写的，而是来自北京的早期共产主义组织的文件。经过比对陈独秀和李大钊同时期文章，可知

《宣言》中的观点和用语习惯与李大钊相同，而陈独秀则与之大相径庭。因此，本文得出《宣

言》不是陈独秀所写，而应当出自李大钊之手的看法，供学界参考。 

  一、《中国共产党宣言》应是北京早期共产党组织的文件 

  中国共产党早期资料严重缺乏，导致后来对这一段历史的梳理十分困难，常常只能依靠回

忆和不能形成链条的零星档案，不少情况都只能是推测。《宣言》就是如此。现在学界沿用的

《宣言》出自上海早期组织的说法，并没有经过考证或论证，可能是根据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

诞生地、上海组织有较多的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是该组织的主要领导人和中国共产党的主要

创始人之一推断出来的。可是，上海组织的18位成员《共产主义小组》上册（中共党史资料出

版社1987年版）第27页说：“上海小组成员有15人，即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陈望道、俞

秀松、杨明斋、李达、袁振英、邵力子、李季、林伯渠、沈雁冰、李启汉、李中、沈泽民。”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第75页提到，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有17位成员，其中除没有李

季外，其他14人与上书的提法相同，并增加了施存统、周佛海、陈公培3人。两书共涉及到18

位成员。，无论是1920年11月以后的成员，还是之前就已加入的7位成员，都从未提到过这么

一个宣言。而当时的北京组织也有产生《宣言》的可能。那里同样有马克思主义者，还有另一

位党的主要创始人李大钊。更重要的是，北京组织成员张国焘回忆，他在一大开幕前起草过一

个《中国共产党成立宣言》，其内容与《宣言》相似；最近在俄罗斯的档案馆里发现了张国焘

1929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讲党课时关于中共成立情况的两次讲课稿，提到了一个北京组织制定

的《党纲》，其内容与《宣言》高度一致，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些新的信息。因此《宣

言》可能是北京组织的文件，也是一个合理的推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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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国焘讲课稿中说：“北京小组成立（在上海之后）,于1920（年）七、八月间，由李守

常、张松年（即张申府——引者注）和我商量筹备（叫北京共产党）。张松年不久赴法。我与

守常与无政府接洽，他们也赞成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一共有八人，决定党纲如下： 

  （1）共产党原则：A）没收一切资本——没收银行矿山，废除个人压迫个人，经济上社会

共有。B）领导工人阶级获得政权，打倒反动势力，过渡到消灭政权。C）消灭一切阶级（原文

“级”后没有标点——引者注）。 

  （2）共产党目的：A）要进行阶级斗争——团结工人由经济争斗发展到政治争斗夺取政

权。B）取得政权以后，发展阶级争斗。C）建设共产主义社会，以大规模生产为基础。”《张

国焘关于中共成立前后情况的讲稿》，《百年潮》2002年第2期。 

  笔者仔细研究了张国焘回忆中提到的“党纲”，把这个党纲提纲与《宣言》比对，发现

《宣言》中的内容可以与纲领对应： 

  对应（1）A）：《宣言》开宗明义说：“A、对于经济方面的见解共产主义者主张将生产

工具——机器，工厂，原料，土地，交通机关（即生产交换——引者注）等——收归社会共

有，社会共用。” 

  对应（1）B）：“共产党将要引导革命的无产阶级去向资本家争斗，并要从资本家手里获

得政权——这政权是维持资本家的国家的；并要将这政权放在工人和农人的手里。”“共产主

义者主张废除政权，如同现在所有的国家机关和政府，是当然不能存在的。” 

  对应（1）C)：“对于社会方面的见解共产主义者要使社会上只有一个阶级（就是没有阶

级）——就是劳动群众的阶级。” 

  对应（2）A）：“劳动群众——无产阶级——的势力正在那里发展和团聚起来。……这个

势力表现出来的方式，就是阶级争斗。”“这种势力的增长，日见坚实，终归会把资本主义铲

除了去。” 

  对应（2）B）：“资本家政府的被推翻，和政权之转移于革命的无产阶级之手，这不过是

共产党的目的之一部分，已告成功；但是共产党的任务是还没有完成，因为阶级斗争还是继续

的。” 

  对应（2）C）：“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是一面继续用强力与资本主义的剩余势力作战，一

面要用革命的方法造出许多共产主义的建设法，这种建设法是由无产阶级选出来的代表——最

有阶级觉悟和革命精神的无产阶级中之一部分——所制定的。”《“一大”前后》（一），第

2—5页。 

  通过这些比较，应当承认，这份“党纲”与《宣言》的核心内容有很大相似度，对《宣

言》极可能不是出自上海，而是出自北京提供了很好的佐证。张国焘回忆的北京组织的“党

纲”，虽然只是个提纲，但作为回忆也算详尽了，说明张确是参与很多的重要当事人。 

  《宣言》还对北京组织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有所反映。《宣言》中有7处提到了“无产阶级

专政”，如：“俄罗斯的阶级斗争变成无产阶级专政的方式，并不是一种偶然的状态，这是人

类社会发展中的自然状态。”“所以只有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才能达到抵抗国内外的仇敌的目

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意义不过是说政权已经被革命的无产阶级获得了。”《“一大”前

后》（一），第4—5页。一处提到了“无产阶级的专政”：“俄罗斯的无产阶级的专政，仅仅

表明全世界的无产阶级的势力和全世界的资本主义势力的斗争，现在在全世界上有一部分已经

战胜了。”《“一大”前后》（一），第4页。译者张国焘当时说明：“这宣言的内容不过是

关于共产主义原则的一部分，因此没有对外发表，不过以此为收纳党员之标准。”《“一大”

前后》（一），第1页。这个说明显示曾是北京小组成员的张国焘确实对《宣言》的由来和目

的十分熟悉。而查阅史料，在吸收党员的标准中特别注重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也正是北

京组织，而不是上海组织。恰在1920年11月间，北京组织发生了无政府主义者因不赞成“无产

阶级专政”而退出的事件。张国焘在1929年的这次讲课中也说，“与无政府党有争论。……无

政府派……不赞成无产阶级专政”，后来，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退出了。参见《张国焘关于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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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前后情况的讲稿》，《百年潮》2002年第2期。据张培森考证为1938年张闻天在延安撰写

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一书中说：“一九二〇年各党的小组织中发生了分化，……北平小

组织通过中共纲领时（北平小组织自己拟定的临时纲领），因纲领中有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一

条，在讨论时，黄凌霜等表示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争论的结果，无政府主义者均退出了党。”

《“一大”前后》（一），第450—451页。张闻天书中的这个记载，与张国焘的回忆是一致

的。书中还补充了张国焘回忆的“党纲”提纲里没有的重要内容，即这个“纲领”里有“赞成

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条。 

  关于北京组织重视其成员是否赞成无产阶级专政，还有当事人回忆作证。据朱务善回忆，

邓中夏在发展他加入北京组织时，开头就问他赞不赞成马克思主义，赞不赞成无产阶级专政，

待他表示完全赞成后，才考虑他加入组织的问题。参见《李大钊传》，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第112页。朱、邓二人都是无政府主义者退出以后加入北京组织的，这说明北京组织在无政府

主义者退出后通过的“纲领”中，是有“赞成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条的，且此后确实把它作为

吸收新党员的标准。这与《宣言》中反复强调“无产阶级专政”，并以之为“收纳党员的标

准”，完全一致。 

  上海组织虽无一人说过起草过一个“宣言”，但有三人回忆他们曾起草过“党章草案”、

“党纲”、“章程”等。李达说：“当时还曾起草一个党章草案，由李汉俊用两张八行信纸写

成，约有六七条，其中最主要的一条是‘中国共产党用下列的手段，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

一、劳工专政，二、生产合作’。”《“一大”前后》（一），第7页。施存统说：“我们五

个人（指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引者注）起草的是党纲，不是党章，

共十余条，内容已记不清。大约提到：用劳农专政和生产合作为革命手段等。”《“一大”前

后》（一），第36页。陈公培说：“这次会是一九二○年夏举行的，作为组织共产党的准备，

搞了五六条章程，很简单。第一条好像主张无产阶级专政，会前经过一些解释，后来大家也都

同意了。”《“一大”前后》（一），第564页。通过这些回忆，我们得知：上海组织1920年

夏搞了一个很简单的章程或纲领，主要内容包括“无产阶级（劳工、劳农）专政”这一条，说

明上海组织也把这一点看作筹备共产党的重要内容。 

  张国焘的讲课稿在列出了“党纲”后，紧接着说：“这个党纲由独秀从伍廷康得来，写成

中文，又有下面几条：1）无（产阶）级专政2）国际组织3）不准做官。”有可能1920年7月张

国焘受李大钊的派遣到上海与陈独秀商议成立中国共产党之事参见《“一大”前后》（一），

第131—142页。 

  时，从陈独秀处拿来这个只有寥寥数条、非常简单的“党章草案”或“章程”，北京组织

就作为自己讨论的初稿，最后形成了他们的“党纲”。假设在紧接着的时间里（同月）北京组

织在“纲领”基础上，秉承与“纲领”一致的宗旨，起草了一个内容相近的宣言，而且强调以

“赞成无产阶级专政”为“吸纳党员的标准”，就是很自然的事情。反观上海组织，在《宣

言》制定前的时间里，7名成员中，只有袁振英在1920年8月加入前曾经信奉过无政府主义，其

后也没有发生过与无政府主义者的争论。 

  再说张国焘一大前所拟《中国共产党成立宣言》与《宣言》内容基本一致的问题。张国焘

在《我的回忆》中说：“我首先草拟了一个党纲政纲草案，题名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宣言。其

要点大致包括共产主义者的基本信念、中共的组成、它的基本政策，以及中共将经由无产阶级

专政以实现共产主义等等。”《“一大”前后》（一），第174页。从张国焘对《成立宣言》

主要内容的介绍来看，与《宣言》基本上是一样的。张在这里说的包括“共产主义者的基本信

念”，可对应《宣言》中第一大部分“共产主义者的理想”那3段内容,“信念”与“理想”是

一个意思。“中共的组成、它的基本政策”，可对应《宣言》中第二大部分“共产主义者的目

的”那7段内容。“中共将经由无产阶级专政以实现共产主义”，可对应《宣言》第三大部分

“阶级斗争的最近状态”那6段内容。这部分前4段讲的都是“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后2段讲

的是“实现共产主义”问题。限于篇幅，就不展开论述了。 

【1】 【2】  

 

（责任编辑：王新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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