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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长沙中共早期组织的存在应是一个不争的事实ꎬ这从历史文献和当事人回忆材料中均能得到印证ꎮ 长沙是

上海发起组成立后确定的重点发展的区域之一ꎬ毛泽东则是陈独秀发展长沙组织的主要联络对象ꎮ 上海发起组创建之际ꎬ毛
泽东正身处上海ꎬ且与陈独秀有过多次晤谈ꎬ这应是上海发起组创建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ꎮ 毛泽东参与上海发起组的创建活

动ꎬ并负有回长沙发展党组织的任务ꎬ毛泽东的入党时间当在 １９２０年 ６月间ꎮ 毛泽东返湘后即从创办文化书社、成立马克思

主义研究会等方面入手ꎬ积极投身到创建长沙早期组织的工作中ꎬ长沙早期组织成立的时间当在 １９２０年 ８月前后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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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１９２１中共正式成立前ꎬ长沙早期组织作为国

内 ６个早期组织之一ꎬ这在党史界已形成了基本共

识ꎮ 但自 ２０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ꎬ对长沙早期组织不

断有人撰文提出质疑①ꎬ又因之衍生出对毛泽东

１９２０年入党时间的质疑[１]ꎮ 因此ꎬ本文拟就长沙早

期组织创建的几个有关问题作一探讨ꎮ

一　 有关长沙早期组织的文献记载

质疑长沙早期组织存在论者的一条重要理由ꎬ
就是认为至今未发现任何有关长沙在“一大”前建

党的史料[２]ꎮ 实际上并非是因为文献资料的完全

缺乏ꎬ而恰恰是论者对有限的文献资料视而不见ꎮ
最能反映中共早期组织创建情况且最具史料价

值的文献资料ꎬ当属形成于 １９２１ 年下半年的«中国

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ꎬ该文献提供了长沙早期

组织最重要的信息ꎮ 该文献记载ꎬ中国共产主义组

织于 １９２０ 年年中由陈独秀等 ５ 人在上海成立ꎬ至
１９２１年中共“一大”召开前ꎬ该组织已发展成为拥有

６个小组和 ５３ 名党员的组织ꎮ 出席“一大”的代表

来自北京、上海、济南、汉口、广州、长沙和日本等 ７
个地方[３]ꎮ 质疑长沙早期组织存在的论者认为ꎬ代
表来自 ７个地方ꎬ但只有 ６个小组ꎬ必然有一个地方

没有小组ꎮ 没有小组的地方正是长沙[４]ꎮ 这种解

读显然曲解了历史文献的本意ꎮ 代表来自 ７ 个地

方ꎬ但小组只有 ６ 个ꎬ必有一个地方没有小组ꎬ这是

无需置疑的ꎮ 笔者认为ꎬ没有小组的地方是上海ꎬ而
不是其它别的地方ꎮ 上海的党组织ꎬ今天人们称之

的上海发起组ꎬ并不是历史上的名称ꎬ当时的名称就

是中国共产党ꎮ 文献中所提到的“中国的共产主义

组织”ꎬ实际上指的就是今天人们称之的上海发起

组ꎮ 陈独秀等在上海创建的中国共产党ꎬ逐渐扩大

了自己的活动范围ꎬ先后在北京、汉口、广州、长沙、
济南和日本建立了 ６个小组ꎮ 上海党组织是党的总

部ꎬ北京、汉口、广州、长沙、济南和日本党组织是党

的分部或小组ꎮ 今天人们知道ꎬ北京、武汉的党组织

均称为“共产党支部”ꎮ “支部”从何而来? 当然是

从创立于上海的中国共产党总部而来ꎮ 正因为北

京、汉口、广州、长沙、济南和日本先后建立了党的早

期组织ꎬ所以当上海发起组确定在上海召开党的全

国代表大会时ꎬ才会向上述各地的党组织发出开会

通知并寄去路费ꎬ各地代表克服今天人们难以想象

的各种困难前往上海赴会ꎮ 对这次会议的发起、组
织及与会人员的食宿安排ꎬ上海发起组作了认真准

备和精心谋划ꎮ 新近公布的档案资料表明ꎬ这次大

会的筹备工作最迟在 １９２１年 ４月份已开始启动[５]ꎬ
北京小组还专门派张国焘提前到上海ꎬ参与大会的

筹备工作ꎮ 很难设想ꎬ对这样一次意义重大、十分严

肃的会议ꎬ上海发起组的李达、李汉俊等人会错发与

会通知ꎬ使没有党组织的长沙、甚至还不是党员的毛



泽东、何叔衡与会ꎮ
除了历史文献资料的记载外ꎬ长沙早期组织的

当事人、经历者ꎬ也留下了不少重要的珍贵史料ꎮ
１９３６年毛泽东在同斯诺谈话中提到ꎬ最早在发起建

党的文件上签名的共有 ６ 人ꎬ其中包括党的著名领

导人萧铮[６]５６５ꎮ １９３９年 ５ 月 １２ 日在延安杨家岭的

窑洞里ꎬ毛泽东曾告诉萧三ꎬ他 １９２０ 年 ７ 月从上海

返回长沙后所开展的活动ꎬ除了人们所熟知的创办

长沙文化书社、俄罗斯研究会、社会主义青年团外ꎬ
就是成立了共产党长沙分部②ꎮ 比照 １９５６ 年党的

“八大”期间毛泽东在代表登记表中填写的入党时

间是 １９２０年ꎬ二者恰好得到了互相的印证ꎮ 此外ꎬ
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的讲话、１９６０ 年 ６ 月

２１日接见日本文学代表团的讲话中ꎬ一再提到创立

“共产主义小组”的问题ꎮ 毛泽东这里所说的“共产

主义小组”ꎬ当指长沙早期组织ꎮ
除了毛泽东留下的回忆材料外ꎬ其他当事人也

留下了不少这方面的资料ꎮ 中共早期党员彭述之后

来曾回忆ꎬ他 １９２０ 年 ９ 月抵长沙时ꎬ由于在长沙逗

留的时间短ꎬ未能亲自了解长沙早期组织的详情ꎬ但
他却十分肯定地说:“湖南共产主义小组的存在是

不可置疑的ꎮ”并列出了毛泽东、何叔衡、贺民范、李
浑、易礼容等 ５ 位成员的名字[６]５９９ꎮ 青年毛泽东好

友、新民学会核心成员萧子升在«毛泽东青年时代»
中回忆ꎬ１９２０年新民学会出现了分裂ꎬ毛泽东等热

衷共产主义的人在学会内部“形成了一个单独的秘

密组织”ꎬ并希望他也能参加[６]５７５ꎮ 新民学会会员周

世钊亦回忆道ꎬ１９２０ 年 ７ 月毛泽东返回长沙后ꎬ利
用担任第一师范附小主事的身份ꎬ在湖南进行宣传

马克思主义、建立共产党组织的活动[７]ꎮ 此外ꎬ陈
潭秋、董必武、包惠僧、李达、张国焘、周佛海等人的

回忆材料ꎬ均提到长沙“共产主义小组”ꎮ

二　 长沙是上海发起组成立后作为重点发展的区域

上海发起组成立后ꎬ即向全国各主要中心城市

发展组织ꎮ 在上海最初参与创建共产党的只有陈独

秀、李汉俊、施存统、俞秀松、陈公培 ５人ꎮ 不久施存

统和陈公培即离开上海ꎬ前往日本和法国留学ꎬ并各

自带了一份党纲ꎬ负有到日本和法国发展党组织的

任务ꎮ 留在上海的发起组成员仅剩陈独秀、李汉俊、
俞秀松 ３人ꎬ不得不担负起组织发展、工会、青年团、
外国语学社等多面工作ꎮ 据俞秀松自传记载ꎬ作为

临时书记的陈独秀ꎬ主要负责党组织的发展工作ꎬ
“他被委派负责在四个大城市(上海除外)成立我们

的组织ꎮ” [８]２３１俞秀松自传中没有列出 ４个城市的具

体名称ꎮ 学者金立人依据一大代表分布于上海、北
京、广州、济南、武汉、长沙 ６ 个城市的情况ꎬ认为陈

独秀负责的 ４个城市是北京、广州、济南和长沙ꎬ负
责武汉建党任务的则是李汉俊ꎮ “由于李汉俊离

党ꎬ俞秀松在写自传时有意将其负责的城市漏去ꎮ
武汉是李汉俊负责的地区ꎮ” [９]学者信洪林的看法

则有所不同ꎬ“现在已知武汉、广州、长沙、济南四地

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或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筹建得到过

陈独秀的指导ꎮ” [１０]但二人均将长沙列为陈独秀负

责的 ４ 个城市之一ꎮ 作为当事人的周佛海在 ２０ 世

纪 ４０年代留下的«扶桑笈影溯当年»回忆材料中ꎬ
列出的是北京、武汉、长沙、广州 ４个城市[１１]２７ꎬ３０ꎮ

通过上述分析ꎬ再结合李达、包惠僧、张国焘等

人的回忆材料ꎬ长沙作为上海发起组发展组织的重

点区域之一ꎬ应该是确切的ꎮ 既然上海发起组成立

之初即将长沙列入组织发展的重点区域之一ꎬ很难

设想ꎬ在中共正式成立前ꎬ当各地共产主义者群起响

应上海发起组函约ꎬ积极投身于创建中共早期组织

的大潮中时ꎬ毛泽东等长沙的共产主义者却悄无声

息ꎬ对长沙早期组织的创建工作迟迟不曾着手进行ꎬ
这显然与毛泽东重视实践、擅长实践的个性相背离ꎮ

三　 毛泽东具备陈独秀作为联络发起人的条件

１９２０年 ６ 月上海发起组成立后ꎬ即由陈独秀、
李汉俊找关系ꎬ在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等主

要工业城市ꎬ开展党组织的发起和创建工作ꎮ 在长

沙由毛泽东负责[１２]８ꎮ
既然上海发起组成立之初即将长沙列入组织发

展的重点区域之一ꎬ那么陈独秀什么时候才开始与

毛泽东进行建党方面的联系呢? 流行的观点认为ꎬ
１９２０年 ７月毛泽东从上海返回长沙ꎬ陈独秀于上海

发起组成立后专门给毛泽东写信ꎬ委托他在长沙建

党③ꎮ 这一说法ꎬ最早可能出自 １９４９ 年李达«自传»
中的说法[１３]２ꎮ 李达几十年以后的追忆是否准确姑

且不论ꎬ仅就李达参与上海建党的具体情形而论ꎬ采
用李达的说法当值得斟酌ꎬ因为李达并未参与上海

发起组创建的整个过程ꎮ 当 １９２０年 ６月陈独秀、李
汉俊、施存统、俞秀松、陈公培 ５人发起建党的时候ꎬ
李达尚滞留在日本ꎮ 日本学者石川祯浩提供的日本

警方对李达行踪的监视记录显示:李达 １９２０ 年 ８ 月

１７ 日从日本回国ꎬ游杭州后于 ９ 月 ６ 日方抵

上海[１４]ꎮ
１９２０年 ５月初至 ７ 月初ꎬ正当上海发起组酝酿

发起创建之际ꎬ毛泽东、彭璜等新民学会会员正身处

上海ꎮ 既然上海发起组成立之初即将长沙列入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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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组织的地区之一ꎬ毛泽东在上海期间且多次与

陈独秀接触ꎬ陈独秀何以不直接吸收毛泽东入党ꎬ再
委托毛泽东返湘后组党? 毛泽东返湘后ꎬ陈独秀专

门写信给毛泽东ꎬ函约毛泽东在长沙建党ꎮ 这一流

行说法ꎬ似不太符合常理ꎮ 这一流行说法之所以被

广泛认同ꎬ除了有李达的回忆材料作支撑外ꎬ还与较

流行的上海发起组成立于 １９２０ 年 ８ 月的说法有

关④ꎮ 资料显示ꎬ上海发起组成立的时间ꎬ应该是

１９２０年 ６月ꎬ而不是此后的 ８ 月ꎮ ６ 月说不仅有当

事人施存统、俞秀松留下的回忆材料作支撑ꎬ更有历

史文献«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和俞秀松日

记的有力印证ꎮ ８ 月说仅有李达、张国焘、张申府、
包惠僧等间接当事人的回忆材料作支撑ꎮ

我们这里还需要讨论的问题是ꎬ就是陈独秀在

上海发起建党的时候ꎬ毛泽东是否具备作为发展对

象并委托返湘后发展党组织的条件? 流行的陈独秀

函约毛泽东在长沙建党的说法ꎬ至少说明毛泽东返

湘后是完全具备条件的ꎮ 考虑到毛泽东正处于由民

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特殊背景ꎬ我们仍

需做两点具体分析:
第一ꎬ从毛泽东当时的思想状况来分析ꎬ毛泽东

具备陈独秀作为发展党员对象的条件ꎮ 是否具备作

为发展党员的条件ꎬ最重要的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和

十月革命的认同ꎬ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

学说、社会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认同ꎮ 这也

是区分马克思主义与形形色色社会主义分子的重要

标准ꎮ 资料显示ꎬ１９２０ 年毛泽东在上海活动期间ꎬ
已实现了由民主主义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ꎮ １９３６
年毛泽东在同斯诺的谈话中ꎬ很确切地告诉斯诺ꎬ他
在 １９２０年初第 ２次到北京期间ꎬ阅读了当时能够找

得到的为数不多的马克思主义书籍ꎮ 正是通过北京

期间对马克思主义书籍的阅读ꎬ从而确立起毛泽东

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ꎮ 毛泽东自信地认为ꎬ到了

１９２０年夏天ꎬ他在理论和某种程度上的行动上ꎬ已
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６]５７１ꎮ １９４１ 年毛泽东«关于

农村调查»的讲话中又作了与斯诺谈话中类似的

回忆[１５]ꎮ
关于毛泽东由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

的时间ꎬ不少学者认为是 １９２０年底 １９２１ 年初ꎬ并进

行了具有说服力的论证⑤ꎮ 既然如此ꎬ为什么毛泽

东自己却认为是 １９２０ 年夏天呢? １９２０ 年夏天ꎬ正
是毛泽东经上海返回长沙的时间ꎬ这期间到底发生

了什么使毛泽东认定自己已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呢? 笔者认为ꎬ可以作出合理的解释是ꎬ毛泽东在上

海期间ꎬ与正在发起建党的陈独秀建立了思想上和

组织上的联系ꎬ并负有回湖南建党的使命ꎮ
第二ꎬ从毛泽东与陈独秀的关系来分析ꎬ他们无

疑称得上是志同道合的同志ꎮ 陈独秀发起创建中国

共产党的联系对象ꎬ除了同事、同乡、学生等熟人圈

子外ꎬ主要就是新文化同人ꎮ “志趣或思想的投合”
是连接新文化同人的精神纽带ꎮ １９２０ 年夏ꎬ旅日早

期马克思主义者李达ꎬ抱着拯救中国的愿望归国ꎮ
虽然在此之前李达与陈独秀未曾谋面ꎬ却因共同的

理想信仰而互相引为同志ꎮ 李达回上海后ꎬ首先拜

访陈独秀ꎬ适逢陈独秀在上海发起建党活动ꎬ便邀请

李达参加ꎬ做了发起人[１３]２ꎮ 同样是 １９２０ 年夏ꎬ旅
日学生周佛海返沪ꎬ因在张东荪主办的«解放与改

造»杂志上发表了不少介绍社会主义的文章ꎬ引起

陈独秀的关注ꎮ 于是ꎬ陈独秀通过张东荪约见周佛

海ꎬ周 佛 海 遂 参 加 了 上 海 发 起 组 及 其 创 建

活动[１１]３１￣３２ꎮ
毛泽东与陈独秀关系密切的程度ꎬ当在李达、周

佛海之上ꎮ 早在湖南第一师范学习的时候ꎬ毛泽东

就成了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的一个热心的

读者ꎮ 毛泽东特别喜欢陈独秀的文章ꎬ并将陈独秀

视之自己人生的楷模[６]５６６ꎮ 毛泽东还不只是«新青

年»的一个热心的读者ꎬ他还将自己撰写的«体育之

研究»一文投寄«新青年»ꎬ此文得到主编陈独秀的

首肯ꎬ并以“二十八画生”的笔名在«新青年»第 ３ 卷

第 ２号发表ꎮ 毛泽东因之跻身新青年同人作者群

体ꎬ并与陈独秀有了第一次近距离接触ꎮ 后来毛泽

东赴北京并受聘北大图书馆助理员工作期间ꎬ与陈

独秀自然有更多的近距离接触ꎮ
在陈独秀和«新青年»的影响下ꎬ１９１８ 年 ４ 月ꎬ

毛泽东、蔡和森等在长沙组织进步社团新民学会ꎮ
该团体既是新文化运动的产物ꎬ又是推动新文化运

动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ꎬ毛泽东也因之脱颖而出ꎬ逐
渐成了湖南地区新文化运动的一个著名人物ꎬ这不

能不引起作为新文化运动领袖的陈独秀的瞩目ꎮ
陈独秀在五四运动期间因散发传单被捕入狱ꎬ

毛泽东积极投身于营救陈独秀的运动ꎬ并在«湘江

评论»发表营救陈独秀的文ꎬ称陈独秀为“思想界的

明星”ꎮ 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ꎬ被陈独秀主编

的«每周评论»称为“小兄弟”、“好兄弟”ꎮ 毛泽东

发表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ꎬ«每周评论»称该文

“眼光很远大ꎬ是现今的重要文字” [１６]ꎮ 陈独

秀出狱后ꎬ对毛泽东等在湖南的活动高度肯定ꎬ专门

撰写«欢迎湖南人底精神»一文予以称赞ꎮ 陈独秀

南下上海后ꎬ即与毛泽东等 ２６ 人署名ꎬ发起筹备上

海工读互助团的活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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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２０年 ５月初毛泽东由京抵沪ꎬ在上海逗留的

近两个月时间里ꎬ毛泽东与陈独秀有过多次接触ꎬ并
就组织湖南改造促进会的计划、马克思主义书籍的

学习、个人信仰等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ꎮ 陈独秀谈

他自己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那些话ꎬ对正处于由民主

主义向马克思主义转变的毛泽东来说ꎬ产生了“深
刻的印象” [６]５７１￣５７２ꎮ 毛泽东由上海返回长沙后ꎬ仍
与陈独秀保持着密切联系ꎮ ８ 月创办文化书社ꎬ聘
请陈独秀为书社的“信用介绍”ꎮ 同月成立俄罗斯

研究会ꎬ该会先后介绍刘少奇、任弼时、彭述之等青

年到上海外国语学校学习ꎮ 陈独秀也及时将团章、
«共产党»月刊寄给毛泽东ꎬ指导湖南的建党、建团

工作ꎮ 由此ꎬ笔者推断ꎬ毛泽东逗留上海期间ꎬ陈独

秀吸收毛泽东入党并委托其返湘后发展党组织ꎬ是
十分自然的事ꎮ 也正因为如此ꎬ所以当蔡和森向毛

泽东写信提出建党问题时ꎬ毛泽东在回信中则明确

告诉蔡和森:“党一层ꎬ陈仲甫先生等已在进行组

织ꎮ”并称“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 [１７]ꎮ 在党

处于秘密状态下ꎬ如果说毛泽东与陈独秀没有十分

特殊的关系ꎬ是建党伟业的局外人ꎬ这岂不太令人匪

夷所思了吧!

四　 毛泽东参与了上海发起组的创建活动

据施存统、俞秀松、李达、周佛海等人的回忆ꎬ上
海发起组的创建活动ꎬ是通过一系列座谈会的形式

进行的ꎮ 在为建党举行的一系列座谈会的活动中ꎬ
陈独秀、维经斯基无疑是整个活动的主角ꎮ 资料显

示ꎬ毛泽东参加了系列座谈会中的部分座谈活动ꎮ
毛泽东在同斯诺谈话中所提及的与陈独秀讨论马克

思主义书籍及陈独秀谈自己信仰的话ꎬ决不是无缘

无故、无目的的闲谈ꎬ极有可能是建党系列座谈活动

中某次或某几次座谈的内容ꎮ 在毛泽东参加的建党

系列座谈活动中ꎬ除陈独秀外ꎬ还应有维经斯基、彭
璜等人在场ꎮ 对于与维经斯基座谈的情况ꎬ虽然毛

泽东在同斯诺谈话中未曾提及ꎬ但彭璜在 １９２０ 年 ８
月所发表的«对于发起俄罗斯研究会的感言»一文

中ꎬ则披露了这方面的重要信息ꎮ 彭璜在感言中说:
“我记得前次上海会见一位吴先生ꎬ他是很提倡国

际主义的ꎮ” [６]５１６学者任武雄通过考证后认为ꎬ彭璜

这里所提到的吴先生ꎬ就是指维经斯基ꎬ因为维经斯

基的中文名为吴廷康[１８]ꎮ
毛泽东在上海期间参与了上海发起组创建活

动ꎬ这在萧三撰写的«毛泽东同志在五四时期»一文

中得到了有力的佐证ꎮ 萧三写道:“一九二○年四

月ꎬ毛泽东同志由北京来到上海ꎮ 除做驱张的工作

及普遍的反军阀运动外ꎬ还同在上海的新民学会会

员在半淞园开会ꎬ讨论会务ꎬ并同大家合影ꎮ 同时他

和那时在上海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学会的人们进行

了联系ꎮ” [１９]３８４萧三这里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学会ꎬ实
际上就是上海发起组的前身ꎮ 由此可见ꎬ有些中国

近现代史教材关于毛泽东和陈独秀讨论了组织共产

党的问题的记载ꎬ是比较符合历史实际的⑥ꎮ

五　 毛泽东的入党时间

既然毛泽东在上海期间参与了上海发起组的创

建活动ꎬ并负有回长沙发展党组织的任务ꎬ那么毛泽

东的入党时间当在 １９２０年 ６月间ꎮ
在中央档案馆保存的中共八大档案中ꎬ有一份

毛泽东亲自填写的代表登记表ꎬ其中有关入党时间

一栏中ꎬ毛泽东填写的时间是 １９２０年ꎮ 作为当事人

的毛泽东所填写的入党时间ꎬ在无法找到相关文献

资料佐证的情况ꎬ与其他非当事人的说法就当具有

最大的权威性ꎮ 但有论者却以毛泽东的说法是孤证

为由ꎬ对毛泽东 １９２０ 年入党这一事实提出质疑ꎬ并
以非当事人李达、易礼容的说法来印证[１]ꎮ 实际

上ꎬ李达、易礼容的说法经不起仔细推敲ꎮ １９５７ 年

李达在«回忆党的早期活动»中ꎬ说“长沙那时可能

还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说法[２０]ꎻ１９６２ 年“七一”
前ꎬ李达在湖北省委党校一个训练班上ꎬ讲“一大”
报到时毛泽东是团员的说法[２１]４６５ꎬ均与此前他自己

多次回忆中的说法相矛盾ꎮ １９４９ 年李达在自传中、
１９５５年在回忆“一大 ”的文章中ꎬ均说当时有 ７ 个

小组ꎬ包括长沙小组在内ꎬ并给各小组寄出了有关召

开党的一大的信函ꎮ 很难设想ꎬ在长沙无党组织、毛
泽东尚不是党员的情况下ꎬ负责组织、联络召开一大

的上海发起组负责人李达ꎬ怎么会把会议通知寄给

毛泽 东?[２１] 至 于 １９７９ 年 易 礼 容 回 忆 中 的 说

法[１２]２８０￣２８４ꎬ显然是把中共湖南支部建立的时间与长

沙早期组织建立的情况给混淆了ꎮ 如果长沙党组织

果真迟至 １９２１年 １０月才产生ꎬ且最初仅有毛泽东、
何叔衡、易礼容三人ꎬ那么ꎬ在 １９２１ 年 １１ 月由陈独

秀签发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中ꎬ要求长沙与

上海、北京、广州、武汉四区一样ꎬ“早在本年内至迟

亦须于明年七月开大会前ꎬ都能得同志三十人成立

区执行委员会” [２２]ꎮ 将长沙与上海、北京、广州、武
汉各地作同样要求ꎬ岂不太令人匪夷所思?

毛泽东在“七大”预备会议上ꎬ说他入党时没有

介绍人ꎬ是“自己搞的” [２３]ꎮ 对毛泽东这一说法ꎬ人
们很容易将其理解为长沙早期组织初始创建时的情

形ꎮ 毛泽东所说的“是自己搞的”说法ꎬ无疑反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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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创始之初的实情ꎮ 纵观各地早期组织创建的实

际情况ꎬ完全属于“是自己搞的”早期组织ꎬ严格讲

起来就是上海发起组ꎮ 其他各地的早期组织ꎬ都不

完全“是自己搞的”ꎬ都是上海发起组直接指导和推

动的结果ꎮ 上海发起组指导和帮助各地建党的一种

重要方式ꎬ就是邀约各地共产主义者赴上海参与上

海发起组的创建活动ꎬ然后返回各地发展党的组织ꎮ
如施存统、陈公培在上海入党后赴日本和法国ꎬ刘伯

垂由广州经上海去武汉ꎬ毛泽东由北京经上海返湘ꎬ
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由北京经上海返广州ꎬ张国

焘、张申府先后由北京抵上海作短暂逗留后再返北

京等ꎮ 这种现象决非是偶然或巧合ꎬ均与上海发起

组的创建及指导和推动各地的建党活动有关ꎮ 因

此ꎬ毛泽东所说的“是自己搞的”说法ꎬ完全符合其

参与上海发起组创建时的情形ꎬ这也为毛泽东 １９２０
年 ６月入党的立论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支撑ꎮ

六　 长沙早期组织成立的时间

关于长沙早期组织的成立时间ꎬ由于缺少文献

资料的记载ꎬ目前有 “ ９ 月”、 “ １０ 月”、 “ １１ 月”、
“１９２０年初冬”、“１９２１ 年初”等说法ꎮ 其中最流行

的是“１１月”说ꎮ 主要依据是张国焘、包惠僧留下的

回忆材料[６]７４０ꎮ 再就是基于同上海、北京早期组织

的比照ꎮ 由于当时北京、上海集聚了中国共产主义

知识分子群体中的大部分人员ꎬ这两地无疑是中国

共产主义运动活动的中心ꎬ是建立党组织的重镇ꎬ因
而有论者即认为ꎬ湖南早期组织建立的时间不会早

于北京组织建立的 １９２０年 １０月[２４]ꎮ
根据上文有关毛泽东参与了上海发起组的创建

活动的分析ꎬ结合彭述之提供的回忆材料和毛泽东

返湘后实际活动情况来考察ꎬ笔者认为上述说法值

得商榷ꎮ 长沙早期组织成立的时间当在 １９２０ 年 ８
月前后ꎬ我们的理由如下:

第一ꎬ上海、北京无疑是当时中国共产主义运动

两个最主要的中心ꎬ且历史上又有“南陈北李ꎬ相约

建党”的佳话ꎬ但决不能因此就认为长沙建党一定

就在北京建党之后ꎮ 毛泽东 １９２０年 ７月初返湘后ꎬ
即着手长沙党组织的创建工作ꎬ而北京的建党活动

是在张国焘、张申府返京后的 ９ 月至 １０ 月间才开

始的ꎮ
第二ꎬ张国焘、包惠僧均不是长沙早期组织创建

的直接当事人ꎬ他俩的回忆材料远没有彭述之回忆

材料史料价值高ꎮ 彭述之 １９２０年 ９月抵长沙后ꎬ虽
然未能亲眼目睹长沙早期组织的实际情形ꎬ但却从

长沙早期组织成员贺民范那里了解到该组织的客观

存在ꎮ 彭 述 之 的 回 忆ꎬ 讲 的 是 自 己 亲 身 经 历

的事[６]５９９ꎮ
第三ꎬ１９２０ 年 ８ 月间ꎬ长沙文化书社会的创办ꎬ

是长沙早期组织成立的一个重要标志ꎮ 发起创办长

沙文化书社的毛泽东、何叔衡、彭璜、易礼容等人ꎬ均
是人所共知的长沙早期组织的成员ꎮ 文化书社不仅

是湖南宣传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主要阵

地ꎬ而 且 与 湖 南 建 党 建 团 工 作 有 最 密 切 的 关

系[１９]４７０ꎬ实际上是湖南党组织的一个公开活动机

构[１９]３８６ꎬ４７０ꎮ 文化书社还与上海发起组有密切的互

动ꎮ 文化书社创立时ꎬ即请陈独秀作信用担保ꎮ 书

社销售的进步书刊ꎬ就包括上海发起组发行的«共
产党宣言»、«马克思资本论入门»、«社会主义史»等
马克思主义书籍和«新青年»、«劳动界»等刊物ꎮ 从

某种程度上说ꎬ文化书社是上海发起组宣传马克思

主义活动在湖南地区的延伸与拓展ꎮ
第四ꎬ１９２０ 年 ８ 月间ꎬ长沙马克思主义研究的

成立ꎬ是长沙早期组织成立的一个明显的标志⑦ꎮ
据包惠僧回忆ꎬ党、团、马克思主义研究会ꎬ是一套人

马从事三方面的工作[１２]４４１ꎮ 建党时期ꎬ党处于秘密

状态ꎬ团处于半公开状况ꎬ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就成了

党公开活动的组织形式ꎮ 各地建立党、团、研究会的

先后有差异ꎬ北京、上海是先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

会ꎬ后成立党及青年团ꎬ研究会实际上是党的前身ꎮ
武汉则是先建党ꎬ随后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青

年团[１２]４４１ꎮ 其它各地的情况应与武汉类似ꎮ
第五ꎬ１９２０ 年 ８ 月间ꎬ俄罗斯研究会的成立ꎬ是

长沙早期组织成立的又一重要标志ꎮ 长沙早期组织

成员的毛泽东、何叔衡、彭璜 、易礼容、贺民范等ꎬ均
是俄罗斯研究会的重要发起人ꎮ 俄罗斯研究会的活

动内容ꎬ除了研究、学习外ꎬ就是组织开展留俄勤工

俭学活动ꎬ并与上海发起组积极互动ꎮ 刘少奇、任弼

时、肖劲光、罗亦农、彭述之、卜士奇等一批进步青

年ꎬ就是经俄罗斯研究会介绍到上海发起组创办的

外国语学社ꎬ然后转赴苏俄的ꎮ 他们中的不少人后

来在中国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ꎬ这在各地早期组

织中是独一无二的ꎮ
第六ꎬ１９２０年 ９ 月至 １０ 月间ꎬ长沙社会主义青

年团的创建ꎬ是长沙早期组织成立的又一明显标志ꎮ
根据«刘少奇年谱»⑧和张文亮日记的有关记载ꎬ长
沙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建的时间ꎬ应该是在 １９２０ 年 ９
月至 １０月间ꎮ 首批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有刘少

奇、彭平之、张文亮等ꎮ 到中共一大召开前ꎬ长沙团

员达到 ３９ 人[６]４７８ꎮ 由于建党初期党团关系的特殊

性ꎬ不仅 “凡有党组织的地方同时就有团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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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 [２５]ꎬ而且党团几乎是不分的ꎮ 如 １９２０年 ８月 ２２
日在上海正式成立的社会主义青年团ꎬ“其成员均

为共产主义者(共产党员)ꎮ” [８]１９９团组织的机关刊

物ꎬ也正是人们所熟知的党组织的机关报—«共产

党»月刊[８]２００ꎮ 实际上ꎬ党是内部的称呼ꎬ团是外部

的名称ꎮ 正如早期党团组织负责人施存统所说:
“共产党的组织当时是秘密的ꎬ青年团是半公开的ꎮ
党的许多活动都以团的名义出现ꎮ” [１２]７３

通过对上述与中共长沙早期组织有关的 ６个问

题的考察ꎬ我们大体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ꎬ１９２１年中共正式成立前ꎬ长沙不仅存在

党的早期组织ꎬ而且是各地早期组织中成立较早的

组织之一ꎮ 长沙早期组织成立于 １９２０年 ８月前后ꎮ
第二ꎬ毛泽东不仅是中共正式成立时 ５０几位党

员中的一名ꎬ而且是上海发起组创始之际最初的几

名党员之一ꎮ 毛泽东的入党时间应为 １９２０ 年 ６
月间ꎮ

第三ꎬ长沙早期组织的创建活动ꎬ是在上海发起

组的指导和推动下ꎬ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湘籍早期马

克思主义者独立自主进行的ꎬ这在中共各地早期组

织创建中是一个很大的独特ꎮ 在上海、北京、武汉、
广州等地早期组织的创建活动中ꎬ均能看到俄共

(布)党员活动的身影ꎮ 这正是共产国际有关中国

早期共产主义组织的档案中ꎬ较少提到长沙早期组

织的最重要原因ꎻ也是长沙早期组织未受无政府主

义者影响ꎬ其他各地早期组织或多或少均不同程度

受到无政府主义者影响的一个重要原因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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