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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三大》

前言

　　岭南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中特色鲜明、灿烂多彩、充满生机活力的地域文化，其开发利用已引起
社会的重视。对岭南文化丰富内涵的发掘、整理和研究，虽已有《岭南文库》作为成果的载体，但《
岭南文库》定位在学术层面，不负有普及职能，且由于编辑方针和体例所限，不能涵盖一些具体而微
的岭南文化现象。要将广东建设成为文化大省，必须首先让广大群众对本土文化的内涵有所认识，因
此有必要出版一套普及读物来承担这一任务。出版《岭南文化知识书系》的初衷盖出于此。因此，《
岭南文化知识书系》可视作《岭南文库》的补充和延伸。　　书系采用通俗读物的形式，选题广泛，
覆盖面广，力求文字精炼，图文并茂，寓知识性于可读性之中，使之成为群众喜闻乐见的知识丛书。
　　《岭南文化知识书系》由岭南文库编辑委员会和广东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共同策划、编辑，岭南
文化知识书系编辑委员会负责具体实施工作，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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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共三大》为该书系之一。《岭南文化知识书系》是由《岭南文库》编辑委员会和广东中华民族文
化促进会合编的一套全面介绍岭南文化的知识性丛书，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它是一套普及性的读
物。“书系”于2004年8月间启动，已出版的有22本，现再出版5本。出版后，专家充分肯定，读者好
评如潮。这套“书系”的基本特点具体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内容广泛；二、介绍系统；三、通
俗易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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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中共“三大”会址之谜二、回眸近代中国三、列宁与共产国际四、神秘使者马林五、远东革命者
的一次盛会六、两座“火山”七、困惑与转机八、讨论国共合作的“广州会议”九、正确认识国情的
中共，“二大”十、一件印有文件的衬衫十一、孙中山历险和中共伸出援手十二、解决国共合作方式
的西湖会议十三、历史选择了广州十四、潮起珠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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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十二、解决国共合作方式的西湖会议　　1922年7月底，马林第二次来华，8月回到上海。由于共
产党人的出色工作，使马林惊喜地发现：“我离开后的三个多月中，共产党人已经和上海工厂工人建
立了更广泛的联系。”而他第一次来华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刚刚诞生，马林曾认为在上海看不到他“
所熟悉的那种工人运动”。　　其实，在中国共产党诞生后，整个中国都在悄然发生变化，这时最主
要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待国共合作的态度。自从中共出席莫斯科远东会议的代表回到祖国后，会议精
神和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已经几次在党的领导人中间转达。如前所述，4月在广州举行的
党、团领导干部会议，6月在上海举行的中共“二大”，国共合作的问题已经讨论了两次，也争论了
两回。对国民党重新认识，重新评价，共产党人已经有了初步共识。党的领导人陈独秀也带头撰文，
认为当下中国的各政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革命的民主派”。国共合作已经势在必行。　　然而，国
共合作应以何种方式开展，这时仍在困扰着共产党人。合作的对象——国民党，论时间，确实比共产
党早诞生许多年，人数也多，在群众中有较大影响。孙中山虽然遭遇了多次失败，经历了无数挫折，
但一直坚持革命，使这个党不散不倒，自己也成为享誉全球的革命家。但与此同时，国民党又存在着
许多问题，如成分复杂，组织涣散，党员缺乏统一明确的奋斗目标，有的人争权夺利，一心想做官发
财。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的“分子此刻过于复杂、党内的人格太不齐”，“组织未备、训练未周”。
当马林向孙中山建议实行国共合作时，孙中山从国民党是大党、老党的地位出发，从改造国民党的目
的出发，不肯接受党与党平起平坐的党外合作方式，而要求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在
孙中山的眼中，国民党不仅成立时间长（当然是追溯到其前身同盟会），而且经历了多次起义以及推
翻满清、建立民国等重大事件。而中国共产党才刚刚成立，人数少，年纪轻，鲜为人知，除陈独秀、
李大钊等少数五四爱国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外，其他不外都是些年轻人，只是自己的下一辈。但共产党
人却有不同认识，多数人都更愿意采取党外合作的方式。　　解决国共合作的方式成为了当务之急。
马林回到上海后，找到了陈独秀。两座“火山”又一次见面了。这次他们相互诉说了分别后的情况，
马林还亮出了他那件印有文件的特别衬衫。根据历史档案，马林还拥有一份共产国际执委会于8月作
出的《给共产国际驻中国特派代表的指示》。这个指示共有四点，谈了国共合作的问题，其中指出“
国民党是一个革命的政党”，“共产党人为完成他们的任务，必须在国民党内部和在工会中组成从属
于他们自己的团体”，“在这些团体之外，建议成立一个宣传机构，宣传与外国帝国主义作斗争、民
族独立的中华民国以及反对中外剥削者的阶级斗争的主张”等等。这些翻译过来、让人读起来不很顺
口的文字，表达的是一个意思，可以概括为：国民党是革命政党，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中，同时要保
持自己的独立性，并坚持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主张。　　陈独秀见状，知道马林的意见已经得到共
产国际的支持。那么共产党人思想上的结又该如何解开呢?马林建议召开一次中共中央的特别会议来统
一思想，陈独秀接受了这一提议，地点选在离上海较近的杭州。　　杭州，由于拥有西湖而变得极负
盛名。自古以来，杭州就以其得天独厚的山水和人文景观吸引着大批游人流连忘返。文人墨客也为它
留下了无数诗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道出了杭州“天堂”般的美景。然而，80多
年前的1922年，当几位共产党人聚首杭州，召开中共中央特别会议时，他们并不是为杭州的美景而去
，而是为避开大城市鹰犬的眼睛，去完成一项庄严的使命。　　8月底的杭州阳光充沛，暑气逼人。
会议中激烈的争论更使人感到闷热难当。出席会议的有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
张太雷和马林。马林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提议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且认为
这是国共建立联合战线唯一可行的具体步骤。　　对于共产国际要求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建议，绝
大多数与会代表表示了反对的意见，陈独秀就是其中的突出代表。他在会上多次发言，虽然同意实行
国共合作的战略，但对加入国民党这一策略则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他认为国民党主要是一个资产阶级
的政党，不能因为国民党内包容了一些非资产阶级分子，便否认它的资产阶级的基本性质。但是陈独
秀又是一位很守纪律的党员，他指出，如果共产国际的决定不可改变，“我们应当服从，至多只能申
述我们不赞同的意见”。同时，他认为服从也是有条件的，即“只有孙先生取消打手模及宣誓服从他
个人等原有入党方法，并根据民主主义的原则改组国民党，中共党员才能加入进去”，“否则，即使
是共产国际的命令，他也要反对”。张国焘的这段回忆，使陈独秀这位早年党的领导人的“火山”性
格跃然纸上。的确，打手模、向某个人宣誓，这种封建式的行为确实与共产党员的称号太不相容，而
共产党人是不能拿原则做交易的！　　马林在会上也作了重要发言。他以自己在印度尼西亚的经验作
依据，谈了国共合作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他介绍，印度尼西亚有一组织叫伊斯兰教联盟，成立于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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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是爪哇最早的群众组织，具有经济、社会和宗教混合一体的性质，组织较为松散。它反对外国（
欧洲）资本家对爪哇人民的剥削。而马林帮助组建的社会民主同盟（后改名印尼共产党），是以马克
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开展宣传工作的，后来对伊斯兰教联盟左翼产生了积极影响。最后两个组织合
作，两个组织成员保留原身份互相加入，使反帝反殖民主义的力量大大增强。马林认为中国国民党和
中国共产党与上述印度尼西亚的两个党情况十分类似，中国国民党不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党，而是一个
各个阶级联盟的党，所以共产党人必须与国民党建立友好关系，利用国民党内的左翼（廖仲恺）去改
变国民党的策略，最后加人国民党，改造这个党，共同推动国民革命。但应保持共产党自己组织的独
立性和宣传工具（报纸），并应继续在工人中建立自己的活动和组织中心。　　李大钊基本同意马林
的建议。他认为国民党是一个松散的组织，共产党人加入进去也不会受到什么约束，而且这是实现中
共“二大”的既定政策，又执行共产国际指示的两全之策。为此，他主动向持反对意见的同志做说服
工作。　　经过两天的热烈讨论，西湖会议最终以相互谅解的形式，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提议，共产党
人主张国民党方面要取消封建式的入党仪式，并依据民主的原则实行改组，由少数共产党负责人先以
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时劝说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实现两党的合作。　　西湖会议，使
中共中央领导人首次接受了国共携手、以党内合作的方式进行。国共合作方式的确定，对国共合作的
实现起到了促进作用。

Page 6



《中共三大》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