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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沒有協助中共成立一間軍官訓練學校，送給中共一船船的軍火。

孫中山聯俄容共政策開始後，立即聘請共產國際代表鮑羅廷為顧問，協

助他改組國民黨，制定國民黨新的政綱政策。這是理論和謀略的指導。蔣介

石經常自誇的「黃埔精神」是什麼呢？「黃埔精神」是由校長蔣介石孕育出

來，還是由蘇聯紅軍教官培養出來？這是很值得深究的課題。不過，蔣介石

和國民黨的書刊都不太好說黃埔軍校是共產國際出錢出力創辦的，黃埔軍校

的教官是蘇聯共產黨的軍官，學生學習的是紅軍的戰略和戰術。1923 年 3 月

8 日，莫斯科正式決定同意幫助從來沒有自己軍隊的孫中山，建立一支武裝

力量，最後決定選址在廣州黃埔，建立自己的軍事學校來培養幹部和組建軍

隊。創辦這間軍校時，孫中山對鮑羅廷提出要求：「我們的首要任務是按照

蘇聯式樣建立一支軍隊，準備好北伐的根據地。」「我們希望你們把在反對帝

國主義者武裝干涉、並把他們趕出本國的鬥爭中積累的豐富經驗傳授給我們

的學生──革命軍隊的未來軍官。」3 於是，蘇聯派出大批紅軍軍官到黃埔軍

校任職教官，又給國民黨援助大量武器和軍事裝備。英國策動廣州商團動亂

時，蘇聯及時運來了 8,000 支帶有刺刀的步槍和 400 萬發子彈，迅速把廣州商

團之亂平定下去。北伐戰爭開始時，蘇聯又支援了日本來福槍 4,000 支，子彈

400 萬發；俄國來福槍 14,000 枝，子彈 800 萬發；各種機槍 90 挺，各種火炮

24 門，總價值將近 300 萬盧布。財政方面，莫斯科分別提供經費或貸款來幫

助孫中山創辦黃埔軍校、中央銀行和支持國民黨改組，已知除 1923 年 5 月莫

斯科正式批准的 200 萬金盧布援款外，為幫助建立黃埔軍校，莫斯科出資 270

萬中國元；又為幫助穩定廣州財政建立中央銀行，蘇聯提供了貸款 1,000 萬中

國元。4 

上述資料顯示聯俄容共政策推行的時候，國民黨從共產國際拿到的金錢

3	 孫中山：〈按照蘇聯式樣建立軍隊盼以豐富反帝經驗傳授學生－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

年）一月與鮑羅廷等之談話〉，《國父全集》（2），第 597 頁。

4	 	《中蘇關係史綱》，第 23－38 頁。

一、引言

有些書刊資料說中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精心策劃下成立的。換言之，這

是一個由外國勢力操控、干涉中國內政的政黨，而不是一個基於中國國情需

要、發展而成的政黨。

國民黨的書籍說：「中共所以能在中國誕生成長，主要得力於國際共黨的

理論和謀略指導，以及金錢的支援。」1 

共產國際的資料也說中共是有人製造出來的。共產國際駐華代表馬林致

函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中國共產）黨是個早產兒（1920 年誕生，或者說

得更確切一點，是有人過早地製造出來的）。這個事實一直對黨產生影響。陳

獨秀同志致閉幕詞時就已經指出，黨在第一次代表大會時還沒有綱領，甚至

沒有規章，黨的要求——無產階級專政——懸在半空。」2

中國共產黨在共產國際的協助下成立，這是不爭的事實。不過，共產國

際來華協助中國共產黨成立，是否等於中國共產黨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過程

完全是根據共產國際的規劃而進行，並在最後取得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呢？

這兩者又沒有必然的關係。因為，共產國際在世界各國和殖民地都有協助成

立共產黨，但革命成功的例子不多，說明了共產國際協助某國的共產黨成

立，與該國共產黨能否取得政權，社會主義革命能否成功，是兩回事。甚至

可以說，根據中國革命歷史的事實，中國共產黨擺脫了共產國際的指揮，才

能從大革命失敗和長征中走出困境；毛澤東拒絕斯大林劃江而治的建議，指

揮百萬大軍渡江南下，才能解放全中國。

再者，中共取得「國際共黨的理論和謀略指導，以及金錢的支援」，這當

然是事實！不過，相對於國民黨來說，中共所得的顯然不算多。共產國際至

1	 張玉法：《中國現代史》（下）（台北：東華書局，1977 年），第 370 頁。

2	 馬林：〈致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信〉（1923 年 6 月 20 日廣州），中共中央黨史研究

室第一研究部：《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文獻資料選輯》（1917－1925）（北

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 年），第 47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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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秘密條約，乘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奪取了德國在中國山東租借的膠東半

島。日本帝國主義者侵華的手段明奪暗偷，無所不用其極！孫中山痛斥日

本：「我們革命失敗，全是日本搗鬼。」5 所以「我們的任務非常明確，這就是

為統一中國而鬥爭和同日本作戰。全中國人民都支持我們這樣做」。6

面對日本不斷掠奪中國權益的殘酷現實，很多知識份子知道無法指望北

京政府和孫中山的革命黨。乘着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中國在協約國慫恿

下，派出三十萬華工到歐洲支援戰地運輸，以為可以藉討好協約國等歐洲帝

國主義國家，能為中國爭取一點權益。這時，中國思想界完全是美國的勢

力，即民主主義、實驗主義等。出版物、教科書的內容，學生的傾向，深受

美國影響。政治方面，美國總統威爾遜提出「民族自決」、「平等對待殖民地

人民」等十四項建議，讓國人對美國產生了嚴重的幻想，以為美國總統主導

的巴黎和會必然會為中國主持公道。1919 年和會正式召開時，中國眾多報刊

的記者和社會名流齊集巴黎，靜候佳音。可惜，英、美、法、意等國與日本

仍然是絲毫不改帝國主義的本質，不會為落後地區的人民爭取權益，任由日

本繼續霸佔中國膠東半島。中國在巴黎和會爭取山東權益失敗的消息傳回，

國人的幻想破滅，舉國震怒，爆發了聲勢浩大的五四愛國運動。孫中山指出

民族自決和帝國主義利益的衝突太大，根本是謊言、是個騙局。7 至此，「許多

中國知識份子對西方國家失去了信任」，8 認清了歐美各國民主政治制度包裝的

帝國主義侵略本質。

事實上，袁世凱撕毀《臨時約法》、段祺瑞解散國會，都證明議會政治難

以在中國推行，孫中山推行的英美民主政治制度無法在中國落地生根，無法

5	 孫中山：〈修改章程之說明〉（1920 年 11 月 4 日在上海中國國民黨本部會議的演

說），《孫中山全集》（5），第 394 頁

6	 孫中山：〈在廣州與蘇俄記者的談話〉（1921 年 4 月），《孫中山全集》（5），第

527－529 頁

7	 孫中山：〈民族主義〉（1924 年 2 月 17 日第四講），《國父全集》（1），第 29－37 頁。

8	 徐中約：《中國近代史》（下）（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2 年），第 517 頁。

和物資絕對比中國共產黨多，但最後卻與共產國際反目成仇。可見理論、謀

略和金錢都不是萬能的。國民黨官史常說：既然俄援送上門，不拿就是笨

蛋！中國人真的會那麼容易被共產國際操縱嗎？那些觀點認為共產國際一手

促成中國共產黨成立，便可以在中國成功地進行社會主義革命，打敗國民

黨，奪取政權，這話未免說得太輕浮了！算算共產國際在世界各地協助成立

的共產黨，有多少個成功的例子？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始終都是中國人自己

領導和進行的。

二、中國共產黨成立的背景

1. 國人失去對西方政治制度的信任

中國為什麼要成立共產黨？為什麼要進行社會主義革命？

原因很簡單，就是孫中山模仿英美民主政治的革命不能成功。

革命的目的不僅是推翻中國君主專制獨裁政治，最重要的是抵抗列強侵

略，撕毀與列強簽訂的不平等條約。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喪權辱國的滿清政

府，革命黨人仿效英美民主政治成立共和政府，但中國政體的改變無助結束

帝國主義的侵略，英、美、法、日等帝國主義國家並不承認這仿效其政治體

制的革命政府，堅持與中國簽訂的不平等條約繼續有效，拒絕放棄其在華取

得的特殊權益，以及數額龐大的戰爭賠款（如庚子賠款）。帝國主義更利用

滿清皇朝的崩潰，新中央政府無法建立其管治全國權威的機會，紛紛物色其

在華代理人，支持一小撮軍閥政客，代其擴大或鞏固既得利益；或在華製造

政治紛爭，同時支持數派，讓其相爭內鬨，以便從中漁利。民國初年，日本

支持袁世凱稱帝，乘機勒索，要求袁世凱接受「二十一條」，出賣中國權益；

國民黨二次革命反袁失敗，又容許國民黨在日本成立中華革命黨，讓其繼續

反袁，作為牽制。袁氏死後，日本又借款給段祺瑞政府，誘其簽訂喪權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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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一個革命黨嗎？加入中共的人是因為飢寒交迫被錢吸引而入黨的嗎？用錢

便可以買到這些人的革命理想嗎？中共黨人被國民黨捕獲後，不受利誘，慷

慨就義，證明這些說法都不能成立。

中國共產黨成立時，許多黨員都是家境富裕的高級知識份子，並且是北

京大學的教職員和學生。1921 年 7 月中國共產黨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時，全國黨員共有五十三名。其中正在或曾在北京大學工作和學習過的黨員

有二十一人，佔全國黨員人數的五分之二。出席中共一大的正式代表和列席

代表十三人中，與北京大學有關係的有六人，他們是張國燾、劉仁靜、毛澤

東、陳公博、王盡美、包惠僧。中國共產黨從召開一大到三大，每次代表大

會選舉的中央領導機構，其成員不少出身自北京大學。第一屆臨時中央局委

員三人，陳獨秀、張國燾兩人出身北京大學；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五人，

其中陳獨秀、張國燾、高君宇、鄧中夏四人是北京大學的；第三屆中央執行

委員會九人，亦有陳獨秀、李大釗、毛澤東、譚平山、羅章龍等五人出身北

京大學。10 如果我們承認北京大學是中國新文化運動的中心，承認北京大學師

生都是中國人的精英，不是一般容易受別人唆擺的販夫走卒，那麼這些中國

精英為什麼會選擇馬列主義作為他們的革命理想？當時眾多傳入中國的思想

中，他們為什麼會作出這樣的選擇？

答案很簡單：馬列主義適合中國革命的需要，能夠解決中國當時所面對

的問題。

中俄兩國都曾是貧窮落後的君主專制國家，兩國的愛國之士都為國家的

富強尋求救國之道。列寧描述俄國的革命歷程說：「在將近半個世紀裏，大約

從上一世紀四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俄國進步的思想界在空前野蠻和反動的沙

皇制度的壓迫之下，曾如飢如渴地尋求正確的革命理論，專心致志地、密切

地注視着歐美在這方面的每一種『最新成就』。俄國在半個世紀裏，經受了聞

10	 蕭超然：〈中國共產黨的創建與北京大學〉，《中共黨史研究》1998 年第 3 期，第	

18 頁。

改變中國貧窮落後的困局，更無法應付帝國主義的侵略。於是五四時期產生

了大批傾向俄國、傾向社會主義的先進份子。9

2. 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

參加革命和參加競選是兩種不同的政治活動，參加競選，無論是總統、

國會議員，還是什麼議席，參選失敗，沒有什麼大不了，除了損失一些競選

經費和時間之外，不會喪失生命。參加革命則不同，除了金錢、時間之外，

隨時被當權者監禁、殺害，甚至累及家人。所以一個革命黨如果缺乏一個吸

引人參加的革命理想，根本經不起殘酷的考驗，一遇執政當局嚴厲鎮壓，便

會土崩瓦解，追隨者迅速四散奔逃。中國共產黨進行社會主義革命時，經歷

多次嚴峻的殘酷考驗。如 1927 年上海「清共」，國民黨在上海屠殺了數萬

名共產黨人，並持續十多年在全國的搜捕和追殺行動。這時，當然有人脫黨

變節，但亦有人堅持下來，沒有放棄其革命理想。南昌起義和廣州起義失敗

後，周恩來、聶榮臻和葉劍英等人雖然一度到香港暫避，但迅速返回內地，

繼續其革命事業。如果不是有一個值得他們犧牲的崇高的革命理想，他們何

必放棄留在香港享受安逸生活的機會，跑回內地冒險繼續革命。其次，是長

征途中，國民黨大軍四處圍堵，共產黨人缺藥缺糧，高山雪原，前路茫茫，

走得這麼累了，身旁那麼多人都躺下了，還追尋什麼理想？長征是對中共黨

人體力和意志的嚴峻挑戰，也是對他們革命信仰的嚴格考驗。榮華富貴、高

官厚祿、生存下去、革命理想，他們選擇的是什麼？

這兩段事例說明了什麼？中國共產黨是一個有革命理想的政黨！有些書

籍說中共在共產國際金錢支持下成立，那是事實。不過，單憑用錢便可以成

9	 蔡和森：〈中國共產黨史的發展（提綱）〉（1926 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現代史研究室、

中國革命博物館黨史研究室：《「一大」前後──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前後資

料選編》（3）（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年），第 58－59 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