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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重要历史人物与早期马克思主义》

内容概要

《党的重要历史人物与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视角，坚持史、著、论相结合
，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全面系统地阐述党的早期重要历史人物在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中国化、运
用的中国化和创新的中国化等方面的历史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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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宋镜明同志，1938年出生于湖南双峰县，1961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系，留校任教至今。担任政治与
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宋教授兼任全国第一、二、三届中国现代史人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共产党史学会第四、五届理事会
理事暨中共党史学科建没专业委员会委员等职。
宋教授自1986年以来，公开出版《李达传记》、《毛泽东建党科学体系发展史》等著作十余部，其中
独著3部、编著1部，作为第—作者合著和主编的著作8部。并主编教材2部，参著4部，合译1部，完成
国家和省部级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课题7项(含国家社科重点课题1项)。他发表《李达同志在建党时期对
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贡献》、《刘少奇与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一次理论飞跃》和《“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是改进党的执政方式和领导方式的价值坐标》(合撰)等120余篇论文；荣获省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二
、三等奖6项。
宋教授为武大中共党史(含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博士点和国家级重点学科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政治
教育博士点的学科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吴向伟，1967年生，湖北大悟人，法学博士。现为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共党
史的教学与研究。在《高校理论战线》、《思想理论教育导刊》、《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等
刊物上发表论文30余篇，出版专著1部，参编教材和教辅资料3部。

Page 3



《党的重要历史人物与早期马克思主义》

书籍目录

导言
　一　满腔热情地传播马克思主义
　二　在论争中捍卫马克思主义
　三　努力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
李大钊与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一　研究、宣传和捍卫马克思主义
　二　关于建党思想与建党活动
　三　关于中国革命的对象、形式和领导权
　四　对农民问题和统一战线问题的认识
　五　对社会主义的阐释与展望
陈独秀与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一　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
　二　积极研究、传播和捍卫马克思主义
　三　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思考与探索
李达与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一　从爱国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
　二　中国马克思主义突出的“播火者”
　三　致力于党的创建，奠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组织基础
　四　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迈出可贵步伐
李汉俊与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一　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确立
　二　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及其特点
　三　关于党的建设、工人运动和知识分子问题
　四　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探索
瞿秋白与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一　全面系统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
　二　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前途和领导权问题
　三　对农民问题和武装斗争问题的阐述
　四　关于党的建设理论
蔡和森与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一　从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及时代烙印
　二　对唯物史观的传播与阐发
　三　对私有制经济形态的批判及对现时中国经济的分析
　四　关于党的建设思想与党的历史问题
　五　关于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分析
周恩来与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一　从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
　二　投入党的创建活动，阐发党的建设学说
　三　对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和领导力量的分析
　四　关于武装斗争和革命军队建设的学说
　五　关于革命统一战线的学说
邓中夏与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一　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前途的论述
　二　关于农民问题和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
　三　关于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的问题
　四　系统地阐述关于工会问题的理论
恽代英与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Page 4



《党的重要历史人物与早期马克思主义》

　一　坚持不懈地传播马克思主义
　二　对中国国情与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前途的阐述
　三　关于农民问题和统一战线的理论
　四　关于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问题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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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李达个人在这个刊物发表的长篇文章有《社会革命底商榷》、《无政府主义之解剖》等2篇
；介绍国际共运建党经验的短讯、消息30篇；参与撰写或亲自执笔的带社论性的《短言》6篇。以上累
计长短文38篇，约占该刊全部文章的34％。特别值得重视的是列宁起草的《加入共产国际条件》等重
要文献，也在这个刊物全文刊登。以上表明，《共产党》月刊为建党所作的贡献最显著最突出。 《共
产党》月刊完全是适应建党需要而创办的。为什么要建党？建立什么样的党？党在中国应该干什么？
对这样一些必须首先明确解决的问题，它都作出了力所能及的系统宣传，并收到了良好效果，博得了
共产主义者的一致好评。李大钊领导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也在一则《通告》中向会员和进步学
生推进这个刊物。北京党的早期组织的成员不仅自己认真学习，而且在1921年1月在长辛店创办的劳动
补习学校里，把《共产党》月刊和《共产党宣言》等书刊一起介绍给工人学习，并向工人通俗讲解“
工人为什么要有政党”。毛泽东曾高度赞扬《共产党》月刊“颇不愧‘旗帜鲜明’四个字”，并把其
中刊载的《俄国共产党的历史》、《列宁的历史》等文章推荐给长沙《大公报》发表。《共产党》月
刊，以各种方式发行各地，成为早期共产主义者学习列宁建党学说和党的基本知识的必读教材，并在
共产主义者和进步知识分子中广为流传，其发行量最高达5000份，可见影响之广。 当时，主办这样一
个传播共产主义、直接为建党做准备的党刊，不仅需要大无畏的精神，而且要克服许多困难。没有办
公室，李达便把刊物的编辑部设在自己的寓所；没有经费，他便和沈雁冰商量，大家拼命写稿子卖给
商务印书馆，以所得的稿酬充作党的经费；没有人力，在最紧张的时候，从写稿到发行，全部工作几
乎由李达一人承担。 《共产党》月刊从1920年11月创刊到1921年7月以后停刊，虽然只出了6期，但对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起了指导和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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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党的重要历史人物与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全面系统地阐述党的早期重要历史人物在马克思主义
传播的中国化、运用的中国化和创新的中国化等方面的历史贡献。内容包括李大钊与早期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陈独秀与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李达与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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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不错，有不少资料。
2、有很多素材用得上
3、资料翔实,对了解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很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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