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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0 年以後，由於西方列強的入侵，由於封建統治的腐敗，中

國逐漸成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成為全民族

最偉大的夢想；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實現國家富強、人民幸

福，成為中國人民的歷史任務。許多獻身於民族進步事業的愛國先

驅，前赴後繼、不懈探索。太平天國運動、洋務運動、戊戌維新運

動、義和團運動，一次又一次地失敗了。1911 年 10 月，孫中山領導

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統治，建立了中華民國，結束了統治中國

兩千多年的君主專制制度，開創了完全意義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

但是仍然沒有改變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沒有改變中國

人民的悲慘命運，沒有完成實現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的歷史任務。中

國期待着新的社會力量開闢新的救國救民道路。1915 年興起的新文

化運動，在中國社會掀起思想解放的潮流。1917 年俄國十月革命給

東方被壓迫民族以巨大鼓舞。中國一批先進分子開始選擇馬克思主

義。同時，中國工人階級伴隨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而迅速壯大。

一場新的人民大革命的興起，已不可避免。

1919 年 5 月 4 日 由於中國在巴黎和會上的外交失敗，北京學生

3000 餘人到天安門前集會，遊行示威，掀起徹底反帝反封建的愛國

革命運動（五四運動）。6 月 5 日起，上海工人罷工聲援學生，隨後

罷工、罷課、罷市迅速擴展到 20 多個省區、100 多個城市。中國工

人階級開始以獨立的姿態登上政治舞台。迫於人民群眾的壓力，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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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沒有出席 6 月 28 日的巴黎和約簽字儀式。五四運動後，傳播馬

克思主義的文章、圖書大量出現。李大釗、陳獨秀、李達、李漢俊、

毛澤東、何叔衡、董必武、陳潭秋、鄧中夏、何孟雄、高君宇、王盡

美、鄧恩銘等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先進分子開始在工人群眾中宣

傳馬克思主義。五四運動是近代中國革命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事

件，標誌着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開端。五四運動以徹底反帝反封建

的革命性、追求救國強國真理的進步性、各族各界群眾積極參與的廣

泛性，推動了中國社會進步，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

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的結合，為中國共產黨成立做了思

想上幹部上的準備，在近代以來中華民族追求民族獨立和發展進步的

歷史進程中具有里程碑意義。五四運動孕育了以愛國、進步、民主、

科學為主要內容的偉大五四精神，其核心是愛國主義精神。

1920 年 3 月 李大釗在北京大學組織成立馬克思學說研究會。5

月，陳獨秀在上海發起組織馬克思主義研究會。上海、北京的研究會

同湖北、湖南、浙江、山東、廣東、天津等地及海外的先進分子逐步

建立聯繫，進一步促進了馬克思主義的傳播。8 月，陳獨秀等在上海

成立共產黨早期組織。這實際上是中國共產黨的發起組織，是各地共

產主義者進行建黨活動的聯絡中心。同月，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

言》中文全譯本出版。10 月，李大釗等在北京成立共產黨早期組織。

到 1921 年春，武漢、長沙、濟南、廣州等地及旅日、旅法華人中陸

續成立共產黨早期組織。

1921年

7月 23日 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 106

號（今興業路 76 號）開幕。最後一天的會議轉移到浙江嘉興南湖的

遊船上舉行。參加大會的代表有：上海的李達、李漢俊，北京的張國

燾、劉仁靜，長沙的毛澤東、何叔衡，武漢的董必武、陳潭秋，濟南

的王盡美、鄧恩銘，廣州的陳公博，旅日的周佛海；包惠僧受陳獨秀

派遣，出席了大會。他們代表全國 50 多名黨員。共產國際代表馬林

和尼克爾斯基出席了大會。陳獨秀和李大釗因事務繁忙未出席大會。

大會確定黨的名稱為「中國共產黨」，通過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綱領

和決議。大會選舉產生中央局，陳獨秀為中央局書記。黨的一大宣告

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是近代中國歷史發展的

必然產物，是中國人民在救亡圖存鬥爭中頑強求索的必然產物，是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然產物。中國共產黨作為中國最先進的

階級─工人階級的政黨，不僅代表着工人階級的利益，而且代表着

整個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利益。它從一開始就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

行動指南，始終把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作為初心和

使命。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是中華民族發展史上開天闢地的大事變，

具有偉大而深遠的意義。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充分展現了開天闢地、

敢為人先的首創精神，堅定理想、百折不撓的奮鬥精神，立黨為公、

忠誠為民的奉獻精神。這是中國革命精神之源、精神之基、精神之

本。1941 年 6 月，《中央關於中國共產黨誕生二十周年、抗戰四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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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

1 月 香港海員舉行罷工。以此為起點，1923 年 2 月京漢鐵路工人罷

工為終點，中國共產黨領導工人運動掀起第一次高潮。其間，全國發

生大小罷工 100 多次，參加人數達 30 萬以上。

5月 5日——10日 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

開，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成立。

6 月 15 日 中共中央發表《中國共產黨對於時局的主張》，指出解

決時局的關鍵，是用革命手段打倒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建立民主政

治。這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向社會各界公開自己的政治主張。

7月 16日——23日 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舉行。出

席大會的代表 12 人，代表全國 195 名黨員。大會第一次提出明確的

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區分了最高綱領和最低綱領。大會通

過第一個黨章，並通過決議案，決定中國共產黨加入共產國際。

大會選舉產生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央執行委員會推選陳獨秀為委

員長。

9 月 13 日 中共中央機關報《向導》周報創刊。黨的創建和大革命

時期，中共中央還創辦了《新青年》、《前鋒》、《中國共產黨黨報》

等刊物。

紀念指示》將 7 月 1 日作為中國共產黨成立紀念日。

8 月 11 日 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在上海成立。這是中國共產黨領導

工人運動的第一個公開機構。

9 月 27 日 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浙江蕭山衙前村農民大會召開，

中國第一個新型農民組織宣告成立。1922 年 7 月，彭湃在廣東海豐

成立第一個秘密農會。到 1923 年 5 月，海豐、陸豐、惠陽三縣很多

地方成立了農會，會員達到 20 多萬人；9 月，湖南衡山白果地區農

民成立嶽北農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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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4 日——18 日 安源路礦工人在毛澤東、李立三、劉少奇等組織

領導下，舉行罷工鬥爭，取得勝利。罷工之前成立的安源路礦工人俱

樂部得到鞏固和發展。

1923年

2 月 4 日——9 日 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京漢鐵路工人 2 萬餘人舉行

總罷工，成為工人運動第一次高潮的頂點。7 日，反動軍閥進行血腥

鎮壓，造成二七慘案。

6 月 12 日——20 日 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舉行。出

席大會的代表 30 多人，代表全國 420 名黨員。大會決定共產黨員以

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以實現國共合作。大會規定共產黨員加入國民

黨時，黨必須在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保持自己的獨立性。大會選

舉產生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央執行委員會選舉組成中央局，陳獨秀為

委員長。大會以後，國共合作步伐大大加快。共產黨的各級組織動員

黨員和革命青年加入國民黨，在全國範圍內積極推進國民革命運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