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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

《共产党宣言》的传播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 � � � 1848 年 1 月，马克思、恩格斯共
同完成了《共产党宣言》这部国际共
产主义运动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第
一次完整、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
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理论、 基本思
想。 它的诞生就像一盏耀眼的明灯，
照亮了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
解放道路，为劳苦大众翻身解放提供
了科学的思想武器。 《共产党宣言》
最早传入我国是在 19 世纪末， 在被
正式介绍到中国之前， 已经用 30 多
种语言出版了 300 多种版本。

1899 年， 一位名叫李提摩太的
英国传教士在上海的《万国公报》第
121、122 期上发表了题为《大同学》
的文章，这篇文章中首次提到了马克
思的名字并介绍了《共产党宣言》中
的部分思想观点。 1902 年 10 月，梁
启超在《新民丛报》第 18 号上发表
了 《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一
文，对马克思及其学说也作了简要介
绍。 1903 年 3 月，上海广智书局出版
了赵必振翻译的日本人福井准造所
著《近世社会主义》一书，书中多次
提到《共产党宣言》并称其为“一大
雄篇”。 1908 年 1 月，《天义报》最
早刊发了上海译者民鸣根据日文版
《共产党宣言》 翻译的 《共产党宣
言》第一章中文译本。 在此前后，中
国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先后在 《民
报》《译书汇编》《近世社会主义》
《德意志革命家小传》《新世界》等
书报刊物上介绍了《共产党宣言》及
其主要理论观点。 由此开始，马克思
主义这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开始了
在中国大地的“徘徊”，中国的先进
知识分子开始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
科学理论。

当然，真正最早有意识、有目的
地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当
属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早期资产阶级
革命派。 1896 年孙中山旅居伦敦时，
就知道了马克思，并开始探讨社会主
义理论， 正像宋庆龄后来回忆的那
样：那时孙中山“知道马克思和恩格
斯，他也听到了关于列宁和俄国工人
革命活动的消息。 早在那个时候，社
会主义就对他发生了吸引力，他敦促
留学生研究马克思的 《资本论》和
《共产党宣言》， 并阅读了当时的社
会主义书刊”。 当然，由于历史条件
的限制，早期资产阶级革命派还不可
能正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但他们还
是大量摘译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并对
马克思主义学说进行了较为系统的
介绍。 著名资产阶级革命家朱执信、
宋教仁等人就曾在《民报》上著文介
绍马克思主义学说，摘译过《共产党
宣言》 中有关章节的内容， 比如
1906 年 1 月，朱执信以笔名“蛰伸”

在《民报》第 2 号上发表了《德意志
社会革命家小传》，较为系统地介绍
了马克思的生平、学说，还对《共产
党宣言》进行了评述。 宋教仁也在同
年 6 月出版的《民报》第 5 号上，第
一次向国民介绍了国际共产主义运
动发展史，并摘译了《共产党宣言》
的结束语。 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共产
党宣言》的摘译介绍，虽然掺杂了许
多曲解和误解的成分，但毕竟为马克
思主义在中国的正式传播提供了条
件。

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
响， 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
义”。 正是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马
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开始进入了
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1919 年 4 月， 在陈独秀主编的
《每周评论》 第 16 期上发表了介绍
《共产党宣言》的文章。 文章对《宣
言》 的介绍虽然仍有许多不准确之
处，但却突出了《宣言》中有关阶级
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思想，强
调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的主要任
务是“增加生产的能力，愈速愈妙”。
五四运动的兴起，将马克思主义在中
国的传播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
1919 年 5 月《新青年》出版了“马
克思主义研究专号”。 在这期专号
上，李大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
观》一文，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
原理和《共产党宣言》的基本思想作
了比较系统而简明的介绍。

需要说明的是，在五四运动期间
一些国民党人也由过去介绍各派社
会主义学说，转为主要介绍马克思主
义的唯物史观、经济学说、阶级斗争
理论以及十月革命。当时由国民党人
主办的《建设》杂志、《星期评论》和
《民国日报》副刊《觉悟》，都是当时
研究、介绍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

1920 年 2 月下旬，年仅 29 岁的
陈望道受 《星期评论》 主编人戴季
陶、沈玄庐、李汉俊的委托，开始潜心
研究和翻译《共产党宣言》。 戴季陶

早年在日本留学时曾买到一本日文
版《共产党宣言》，打算译成中文。可
阅读之后，他放弃了自译的打算。 后
来《民国日报》主笔邵力子向戴季陶
举荐了陈望道， 认为陈望道可胜任
《共产党宣言》的翻译任务。于是，戴
季陶向陈望道提供了日文版 《共产
党宣言》，陈独秀又通过李大钊从北
京大学图书馆借出英文版 《共产党
宣言》供陈望道对照翻译。

通过克服重重困难，陈望道仅用
了两个多月时间就把这部 《共产党
宣言》全部翻译出来了。 4 月下旬，
陈望道兴冲冲地带着翻译好的 《共
产党宣言》中文译稿连同日文、英文
版书稿一同交给了李汉俊，请他和陈
独秀校阅译文。 李汉俊、陈独秀很快
校阅完毕最后经陈望道再次改定。
《共产党宣言》 中译本最早准备由
《星期评论》连载发表，但没有想到
译稿完成后《星期评论》却已被迫停
刊。 在这种情况下，陈独秀等人只好
筹措经费由“社会主义研究社”秘密
印刷了这本《共产党宣言》中译本的
单行本。

1920 年 8 月， 一本封面印有马
克思肖像和上端印着 “社会主义研
究小丛书第一种”的《共产党宣言》
在上海正式公开出版。 这本书一问
世，立刻在当时的思想界引起极大的
反响， 广大进步知识分子竞相购买。
《共产党宣言》 初版时只印了 1000
册，出版后很快销售一空。 一个月后
再版，又印了 1000 册，仍然很快销
售一空。 到 1926 年 5 月， 陈望道中
译本的《共产党宣言》已重印达 17
版之多。 后来，国民党把《共产党宣
言》列为“禁书”不准再版。 直到 20
世纪 30 年代之后，由华岗、成仿吾、
博古等人翻译的不同版本的 《共产
党宣言》中译本才又先后问世。 所有
这些中译本的出版都对推进马克思
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和发展起
到了重要作用。

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

运动。 《共产党宣言》中译本的出版
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社会
主义运动在中国兴起方面发挥了重
大作用。尤其是陈望道翻译的第一本
《共产党宣言》，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前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最早、影
响最大的一本马克思主义著作，它影
响和培育了无数先进分子积极投身
革命，促使他们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
转变成为共产主义战士，这本书的出
版，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发展奠定
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

正是在《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
主义著作的影响下，催生了中国第一
批共产党人。 1920 年 8 月，陈独秀、
李汉俊、李达、俞秀松、陈望道等在上
海正式组成了中国共产党组织，并于
当年 11 月制定了一份《中国共产党
宣言》的文件。 《中国共产党宣言》
虽然文字只有两千多字，但转述和阐
释了《共产党宣言》的基本思想，尤
其是宣告中国要建立无产阶级政
党———共产党，要通过共产党组织领
导劳苦大众，开展阶级斗争。 《中国
共产党宣言》第一次明确亮出了“中
国共产党”的名称，表明了代表中国
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的新型政党已
经孕育成熟并即将诞生。《中国共产
党宣言》在全国各地的传播，极大地
提高了早期共产党员及其先进知识
分子的思想觉悟、政治水平和理论素
养，对促成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起
到了思想引领和理论指导作用。

五四运动前后，一大批具有初步
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先后从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坚定的
共产主义者，都和《共产党宣言》这
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文献分不
开。 1936 年 11 月，毛泽东在陕北窑
洞里对美国记者埃德加? 斯诺讲述
自己是如何成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
主义者时说道：“有三本书特别深
地铭刻在我的心中， 建立起我对马
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三本书是陈
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这是用中
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
考茨基著《阶级斗争》；以及柯察普
著的《社会主义史》。 ”周恩来、朱
德、 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也都先
后谈到过《共产党宣言》这本书对
他们走向共产主义道路所发挥的重
大作用。

（原载于 《光明日报》2016 年 8
月 13 日 11 版，作者：韩振峰、吴昊，
作者单位：北京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
学院、宜春学院；本文系北京市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重大课题“习
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研究”、 国家社科
基金特别委托项目“中国道路的国内
意义和国际价值”阶段性成果）

以 史 为 鉴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为进一步发掘宣传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创建的光荣历史、奋斗历程和取得的辉煌成就，更好地传承信仰之光、

理想之火，凝聚团结奋进的强大精神力量，本报精选了共产党历史中的小故事，以飨读者，本期是第四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