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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三下广州的革命活动 

刘子健 

20 世纪 20 年代初,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陈独秀曾三次南下广州，他指导、建立了广

州早期党组织，并任书记（后由谭平山接任），开展了一系列的革命活动，包括 1922 年在广

州出席中国第一次全国劳动代表大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1923 年主持

中共中央机关从上海迁驻广州，召开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在会上作了主题报告。这

是陈独秀一生中十分重要的阶段。尽管他接受马克思主义时间不长，具有的共产主义理论水

平还是初步的，但是，他善于独立思考，开始探索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中国

革命的道路应该怎么走的问题，并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宝贵的理论思想。笔者现围绕陈独秀在

广州革命活动和有关的历史事件作一考察。 

 

  1920 年，由于新文化的宣传、五四运动的开展以及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在陈独秀、李

大钊周围团结了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深入工人群众中宣传，促进马

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他们开始酝酿成立中国共产党。1920

年 8 月，陈独秀在上海成立共产党组织，并任书记。该组织通过写信联系、派人指导或具体

组织方式，积极推动各地党组织的建立，实际上起到了发起组的作用。接着（10 月），李大

钊在北京成立共产党组织。此后，陈独秀把目光投向了广东。 

 

  广东，地处祖国南端，濒临南海，毗邻港澳，是我国近代史上最早进行中西文化交流和

接受西方各种思潮的地方，是革命的策源地。上海党组织成立后，陈独秀致函他在北大时的

学生（已毕业回到广州）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商约在广州建党，并得到他们赞同。他

们在广州筹办出版《广东群报》，宣传新文化。陈独秀很高兴，写信热情鼓励：“广州是我国

重要的省城，在历史上是革命策源地，曾多次起过先驱作用，做出过重要贡献，而今更应顺

应历史潮流，发挥更大作用。”同年 10 月 20 日，《广东群报》出版。陈独秀致书祝贺，希望

他们继承历史传统，急流勇进，以为民先驱的精神，肩负开启民智的重任。他还在《广东群

报》创刊号上发表 10 月 2 日写的《敬告广东青年》一文，向广大青年朋友致以殷殷寄语。 

 

  无独有偶，历史的机遇出现了。同年底，粤军总司令陈炯明领军赶走统治广东的桂系军

阀莫荣新，收复广州，主政广东。12 月 5 日，他致电邀请陈独秀南来广州执掌教育工作。

陈独秀去函征询李大钊和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意见。李大钊表示赞同，认为那样既可以将

新文化和社会主义思潮带到广东，又可以在广东发动共产主义者组织。于是，陈独秀就有了

第一次广州之行。 

一 

 

  1920 年 12 月 17 日，陈独秀怀抱着“改造广州社会”的“无穷希望”乘船赴广州，同去的有

上海党组织成员袁振英、李季。他们经香港，于 12 月 26 日抵达广州，先入住大东酒店，不

久搬至泰康路太平沙附近的回龙里九曲巷 11 号二楼，并为寓所起名叫“看云楼”。陈独秀在

广州生活、工作至 1921 年 9 月离穗返沪，共 9 个多月时间。 

 

  陈独秀到广州后，受到社会各界人士欢迎。时任《新民国报》记者的陈伯衡当时就参加

了欢迎陈独秀来粤的活动，《新民国报》发表文章表示欢迎，还登载了陈独秀关于教育方面

的计划。陈独秀利用陈炯明委任的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职务，主要做了 3 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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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创新教育，开启民智 

 

  1920 年 11 月初，陈独秀接陈炯明电，请去粤主持教育，提倡新思想，发展新文化。陈

独秀提出办教育的 3 个条件：即教育独立，不受行政干涉；以广东全省收入十分之一做教育

经费；行政措施保证教育工作。陈炯明“保证决以全省岁入十分之一以上为教育经费，无论

如何，决不短发”。 

 

  在得到陈炯明的保证后，陈独秀抵达广州，随即开始宣传新教育思想，他指出：“新教

育是注重在改良社会，不专在造成个人的伟大。”就是着眼于整个社会，而不是造就少数几

个人。他提出改革教育计划的三大纲，即未成年教育、成年教育、专门教育，要建立全面的

教育系统，对人才从小到大进行培养。强调“刷新教育，必先收罗人才。大学所在即人才所

在，故须先行建设大学”。1921 年 1 月初，陈独秀再向陈炯明提出刷新教育、加强管理的 3

个方案：《广东全省教育委员会组织法》、《全省学校系统图》、《每年教育经费概算表》,均得

到孙中山、陈炯明的支持。1921 年 1 月，他派袁振英任广东省立一中校长，并支持袁首创

中学男女同校，却受到广东省教育会会长汪精卫等守旧派人士的强烈反对。经过辩论，袁振

英派取得胜利。于是省立一中带头实行男女同校，招收女生插班生，为全国之冠。接着，广

州执信女中也实行男女同校，招收男生插班生。从此，陈独秀在广州支持首创的中学男女生

同校，逐步影响全国。陈独秀还主张先办广东大学，培养人才，并注重知识的普及。他深入

到理发工人中去，参加他们成立的工会大会，并发表讲话，说：“工人的知识比较缺乏，故

求知识，是今日工人一件很重大的事情。我现在想在广州设立许多劳动补习学校，令工人有

求知识的地方，我希望诸君将来肯匀出一点时间入劳动学校学习。”不久，理发工会补习学

校开学，陈独秀亲到学校做指导。 

 

  二、广泛宣传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唤起民众 

 

  陈独秀到广州后，各界人士慕名而来，纷纷请他撰稿和演讲。陈独秀的日程“逐日排满”。

据记载，单是 1921 年 1 月间，陈独秀不到广州各类学校发表了 7 次大型演说。他运用马克

思主义和唯物主义的理论，分析和阐明了有关社会主义、教育、劳动运动、人生观、妇女解

放等问题。还撰写了大量的政论文章，在《广东群报》、《新青年》、《民国日报》、《曙光》、

《劳动与妇女》等报刊上发表。据不完全统计，他在广州这段时间共发表 40 多篇文章，这

些文章大多是短小精干的短文，其主要观点是： 

 

  第一，宣传劳动神圣，劳动创造世界。“天地乃劳动者开辟出来的”，大凡以体力脑力做

工的，一概都是劳力的运动。脑力和体力是同一个阶级。知识分子要与体力劳动者结合，“共

同进行，把资本家推倒，打破雇主与被雇主，不生分别，没有阶级，便可做成社会上种种改

造的事业”。因此，他希望广州青年要做贫苦劳动者的朋友，不要做官僚资本家的佣奴。 

 

  第二，认为军人有新旧之别。新军人与旧军人根本不同的是有两大信条：“一是要做社

会公有的军人，不做个人私有的军人”；“二是要做生产力的军人，不做单纯浪费的军人”。

这是针对当时旧军人拥兵自重，割据一方而提出的，他认为中国祸乱的根源在于军阀割据，

“武人割据是中国唯一的乱源”，故他反对所谓“联省自治”。 

 

  第三，宣传妇女解放与劳动者解放一致的观点。指出，只有实行社会主义，劳动者与妇

女才能获得真正解放。 



方略学科导航（www.firstlight.cn） 

 

 

  第四，宣传社会主义。陈独秀指出“社会主义”有 5 派：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国家社

会主义、工团主义、行会社会主义。“只有俄国的共产主义在名义上、在实质上，都真是马

克思主义。”认为中国不但有讲社会主义的可能，而且有急于讲社会主义的必要。中国应该

采用共产主义的主张。他还指出社会主义在中国应该如何进行，系统地论述了人类社会进化

的历史“证明社会主义是今后必走的路”，而在各种社会主义中，“马克思派的科学社会主义

为最好”；社会主义如何在中国开始进行，强调“首先要做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国民革

命”。 

 

  第五，主张无产阶级专政，批判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在广东传播较早，尤其在工人

中较有影响。陈独秀对社会主义的宣传，强调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必然性，批判无政府主

义者宣扬绝对自由的虚无主义。 

 

  第六，主张中国革命靠自己的力量来搞。他第一次提出要摸索中国的革命道路。主张革

命要靠自己的力量尽力而为，不要用第三国际的钱。拿人家的钱，就要跟人家走。并指出，

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还早得很，可能要一百年上下。 

 三、建立广州党组织，使广州成为继上海、北京之后建立地方党组织的重要地方 

 

  陈独秀到广州后，以他为中心，汇聚了一批志同道合的人物，如谭平山、陈公博、谭植

棠和省立甲工学生阮啸仙、周其鉴、刘尔嵩、张善铭以及杨匏安等，他们一起研究、宣传马

克思主义，商议建立党的组织。谭平山曾说，陈独秀一到广州，不久就找到我，叫我任广东

教育行政委员会的副委员长，委托我组织共产党在广州的组织。谭平山等人按陈独秀的函约，

第一步先组织了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1920 年下半年），有杨匏安、阮啸仙、刘尔嵩等数十

人参加。该团因宗旨不够明确，后解体。 

 

  1921 年 1 月， 陈独秀把他起草的党纲交给区声白、梁冰弦等人讨论，无政府主义者反

对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等条文。经过几次激烈的争论，意见未能统一，无政府主义者便退

出党组织。而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等则赞成陈独秀的主张。于是，众人着手建立新的共

产党组织。陈独秀说：“现在孙中山、陈炯明在广州已建立了政府，正是开展民众运动的最

好机会。但是，领导民众运动，个人的领导是比不上组织的领导的，就是一个小团体，也担

负不起领导民众运动的历史重任，为使广东民众运动获得更大的发展，必须建立一个领导组

织。北京、上海各地已有共产主义集团的组织，名称就叫共产党。我的意见，广东也应该建

立一个共产党的组织，去担负起领导民众运动的任务。”广东共产党组织就此成立（党的一

大后称广东支部）。书记初由陈独秀任，后由谭平山继任，谭植棠任宣传委员，陈公博任组

织委员。党员有陈独秀、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以及原上海党组织成员沈玄庐、袁振英、

李季、米诺尔、别斯林等 9 人。受上海党组织派遣，到广州见陈独秀的包惠僧也参加广州党

组织活动。 

 

  陈独秀在广州继续指导上海发起组的工作。1921 年 3 月，他草拟了一个党章草案，寄

给上海主持工作的李汉俊（上海党组织代理书记）。关于党组织，建议采取中央集权制。李

汉俊也草拟了一个草案，寄给陈独秀，他主张地方分权制，与陈发生了争执。李汉俊愤而辞

去代理书记职务，改由李达接任。 

 

  旅法党小组也是在陈独秀的关心、帮助下成立的。北京早期党员张申府于 1977 年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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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和刘清扬（时在法国）都是我介绍入党的，时间约在 1921 年 1 月或 2 月，先介绍刘

清扬，然后由我和刘清扬介绍周恩来。当时入党手续是和周恩来谈话后，写信向陈独秀（时

在广州）报告。”该书还提到，1921 年 2 月，赵世炎通过陈独秀的介绍，同张申府接上党组

织关系。1921 年 4 月，陈公培接到陈独秀的信去见张申府，也接上了党组织关系。 张申府

说：于是我和周恩来、刘清扬、赵世炎、陈公培成立了小组。没有正式名称。成立后报告了

陈独秀（时在广州）。 

 

  陈独秀在广州还指导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上海、北京、广州、武

汉、长沙、济南和旅法、旅日共产主义小组先后建立后，召开全国统一的代表大会就被提到

议事日程上来了。1921 年 6 月 3 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马林来华，到达上海，催促

召开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为此，李汉俊等函电交驰，屡催陈独秀及广东代表赴沪参加

一大。陈独秀在谭植棠家召集广东党员开会，表示自己因兼广东大学预科校长，正争取一笔

款子修建校舍，不能去沪,遂指派陈公博和包惠僧出席一大。陈独秀为大会起草了一份党纲，

写了一封致各代表的信及向大会提出关于组织与工作的 4 点意见，要求大会在讨论党纲党章

时予以注意：一、党员的发展与教育；二、党的组织原则；三、党的纪律；四、群众工作。 

1921 年 7 月 23 日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正式

成立。会议在陈独秀缺席的情况下，推选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并讨论了陈独秀所拟的党纲。

广东支部代表陈公博、陈独秀指派的代表包惠僧出席了一大。 

 

  党的一大后，广东支部决定发展党员，扩大党组织，先后吸收阮啸仙、刘尔菘、杨匏安、

冯菊坡、王寒烬、罗绮园、杨章浦、黄裕谦、郭植生、梁复然、陈适曦、张善铭、谭天度等

入党。 

 

  与此同时，党组织大力开展宣传工作，积极培养革命骨干。一是以《广东群报》为机关

报，大量转载上海《共产党》月刊文章和刊登陈独秀、李大钊、李达、谭平山、陈望道、沈

雁冰、李季、瞿秋白等理论先驱的文章。上海《新青年》杂志社也迁到广州昌兴路 26 号出

版。二是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除党小组成员外，吸收了一批高、中等学校学生参加，有

会员 80 多人。三是陈独秀利用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的职权，创办了“宣传员养成所”。办校的

目的是为了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造就未来开展群众工作的干部。陈独秀有时也到该校讲

课。四是举办注音字母教导团，指定张毅汉为主任。由陈独秀、谭平山、谭植棠等授课，学

员多是广州中、小学教师。五是举办广州机器工人补习学校，旨在提高工人的文化水平和思

想觉悟，由谭天度和黄裕谦任班主任。六是办“俄语学校”，由米诺尔及其夫人任教，引导学

生研究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所有这些，都为广东宣传马克思主义，为创建和发展广东党

团组织培养干部，起了重大作用。 

 

  1921 年 8 月前几天（另称 9 月），陈独秀在包惠僧陪同下回到上海，主持中央局工作，

成为职业革命家。10 月，他正式辞去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的职务，全力领导党组织，将

工作重心放在工人运动上，同时促使党团组织的发展。 

二 

 

  1922 年 4 月 4 日,中共中央在杭州召开全会(即第一次西湖会议)，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建

议共产党人直接加入国民党,以便于在国民党内开展政治活动。这个意见没有被全会接受。 

 

  为了讨论国共合作问题，1922 年 4 月底，陈独秀与张国焘一起赴粤。在广州，连续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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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了 3 个会议。至 5 月 12 日，离穗返沪。 

 

  在穗期间，首先召开了中共党团领导干部会议。参加者有张国焘、张太雷、林伯渠、蔡

和森、邓中夏、谭平山、俞秀松、刘尔嵩等 20 多人，青年国际代表、俄国人达林,以苏俄全

权代表身份出席了会议。会议首先传达了同年 1 月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

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精神。那次大会以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为指导，分析了当

时的国际形势，讨论了共产党同民族革命政党合作等问题，指出了中国和远东各被压迫民族

当前的革命任务是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这对中国革命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

义。可是，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问题却引起了激烈的争论，而且争论持续了好几天。陈

独秀动摇不定，但在长时间的讨论以后，他认识到了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大多数与会者同意

了（附有很多保留意见）统一战线的策略，但没有通过一定的决议，会议决定继续讨论。应

该说，在国共合作的重大问题上，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是慎重的，是认真思考的。

当时，党内主导意见反对加入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国民党作为资产

阶级政党，在历史上虽然有其进步作用，但要共产党人加入，与之合作，大家一时难以接受，

毕竟两个党代表着两个不同的阶级。况且，共产党尚处幼年阶段，对马克思主义缺乏深入的

了解，对许多随之而来的革命问题还缺乏认识和思想准备，故会议没有通过决议。但是，他

们能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在共产国际代表的帮助下，结合国际国内激烈动荡、复杂多

变的形势，经过数天激烈的争论，对中国国情有了新的认识，在思想上，开始了从社会主义

革命到国民革命的转变、从排斥国民党到联合国民党的转变。 

 

  5 月初，陈独秀出席在广州召开的全国第一次劳动大会与青年团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

他在会上宣传了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主张，大会接受了党提出的“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

的政治口号。这是这两次大会所取得的重要成果。 

 

  1922 年 6 月 15 日，陈独秀起草、并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

指出：“中国现存的各政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革命的民主派，比较是真的民主派。”提议邀

请国民党及社会主义各团体，召开联席会议，就是采取“党外合作”的形式，建立民主主义的

革命联合战线。“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就中国民主革命的重大问题，向社会各界公开自己

的政治主张，也是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分析中国社会状况，解决中国革命的新起点。它为

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完成制定党的民主革命纲领的历史任务，奠定了基础”。 

陈独秀第二次来广州还做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到惠州劝解陈炯明。原来，陈炯明与孙中

山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孙中山主张北伐，陈炯明却坚持“联省自治”，反对北伐。1922 年

初，孙中山解除陈炯明粤军总司令、广东省省长职务。陈炯明回到惠州居住。为劝两人和解，

陈独秀一到广州，即与惠州方面联系。据陈公博回忆，“仲甫又找着陈炯明的秘书黄居素先

生，说要往惠州和陈炯明相晤”，要陈公博陪行。时近夏天，陈独秀、黄居素、陈公博、陈

秋霖 4 人前往惠州。到惠州后，陈炯明把陈独秀、黄居素接去晤谈。据说，陈独秀当时“劝

陈炯明不如加入共产党，领导华南地区的革命”。陈炯明以对社会主义研究不深婉拒。在回

广州的船上，陈独秀对陈公博说，陈炯明不像下野的样子，家里挂满了军用地图，桌上架满

了军用电话，恐怕广东不免有事。回广州后，他又告诫说：“广东恐怕不久必有变故。我们

应知有所适从。”可惜，陈独秀的话未引起广东党组织的重视。当时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广

东共产党人对陈炯明的态度较为暧昧，甚至倾向于陈炯明。 

 

  6 月 16 日，陈炯明与孙中山关系破裂，陈炯明部炮轰孙中山总统府，孙中山被迫出走。

对此，陈独秀代表党中央与在上海的国民党要人张继就两党合作问题交换了意见，表示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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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立即与陈炯明断绝关系，不会因为孙中山暂时受挫而改变中共的政策。同时，中共中

央致函广州支部，指示立即脱离与陈炯明的一切关系，转而支持孙中山。陈独秀这些果断措

施，有力地促进了国共合作的实现。 

 三 

 

  1923 年初，孙中山驱逐陈炯明出广州，重回广州建立政权，广州又成为革命中心。鉴

于南方有广泛的合法条件，有最先进的工人运动，又是国民党的活动中心，有利于革命运动

的开展，共产国际 1922 年 7 月 18 日作出的中共中央立即将驻地迁往广州的决定，此时又被

提了出来。 

 

  1923 年 3 月 26 日，陈独秀第三次到达广州。他在广州的住址，是以前他来穗时住过的

泰康路九曲巷“看云楼”，中共中央机关随之也迁到广州，至同年 9 月离开回沪，共计半年时

间。 

 

  在此期间，陈独秀一面筹备召开中共三大，一面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6 月 1 日，孙

中山任命陈独秀、谭平山、马超俊为大本营宣传委员会委员，并推陈独秀任委员长。6 月 8

日，孙中山发布命令，予以正式任命。 

 

  6 月 10 日至 20 日，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东山恤孤院路 31 号举行。陈独秀、

李大钊、张太雷、蔡和森、瞿秋白、毛泽东、张国焘、项英、何孟雄、陈潭秋、向警予、邓

培以及广东代表谭平山、冯菊坡、阮啸仙、刘尔嵩等 30 多人参加，代表全国 420 名党员。

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和解决国共合作的问题。陈独秀在会上作了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的

工作报告，主题是一年来的工作和党员加入国民党政策的演变，着重指出“二七”罢工失败及

其后的种种情况，都证明无产阶级力量的薄弱，强调国民革命的重要，承认中国国民党为国

民革命的领导中心，原则上主张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在国民党内积极工作；中共应领导工

农群众，成为国民革命中的一个强大的左翼。陈独秀提出的在国民党内组织中共党团，以保

持中共党员在国民党内一致的主张和行动的提案，获得一致通过。 

 

  在报告中，陈独秀做了自我批评，说：“由于对时局的看法不清楚，犯了很多错误”，“还

很容易激动”。这是党的领袖第一次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做公开检讨，开创了自我批评的先河，

对建设党内民主产生深远的影响。 

大会经过讨论，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

身份加入国民党，指出：中国社会的现状，应有一个势力集中的党为国民革命运动的大本营，

中国现有的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一个国民革命的党，“因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议决中

国共产党须与中国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员应加入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曾感此

必要，遵行此决议，此次全国大会通过此议决”，指出“我们加入国民党，但仍旧保存我们的

组织，并须努力从各工人团体中从国民党左派中，吸收真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渐渐扩大

我们的组织，谨严我们的纪律，以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之基础”。大会统一了对加入国民党

的认识，确定了统一战线的策略与组织形式。这些都标志着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对

中国革命认识的深化和提高。 

 

  大会选举了中央领导机构，产生了由陈独秀、蔡和森、谭平山、毛泽东、罗章龙组成的

中共中央局，负责中央的日常工作， 以陈独秀为中共中央委员会委员长，毛泽东当选为中

央委员并任秘书，罗章龙为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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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共产国际代表的帮助下，陈独秀主持召开的党的

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它统一了党内关于国共合作的认识，解决了建立革命统一战线问题。

从此，“党内合作”——即由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把同国民党合作的构想变为现实，并揭开

了中国大革命运动的序幕。对中共三大会议成果，马林是这样评价的：“能否改组国民党，

使之发展成为一个革命的政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同志的合作”，“感谢上帝，中国的

领导同志陈独秀、李大钊在年轻的秋白同志帮助下，在代表大会上取得了一致意见，大家想

在国民党内引导这个政党去执行国民革命的政策”。“经过很长时间的讨论，才作出这个参加

国民党的决定”，“对于国民党的革命发展来说，会上通过的策略是很重要的，因为我想，只

有像陈独秀这样的人物才能通过在国民党内部展开宣传去促进国民党的新生”。 

同年 9 月，陈独秀离开广州，返回上海，完成了他在广州的历史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