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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
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
立后，在办刊物、办学校和发
动工人方面都做了许多工作。

在办刊物方面，陈望道任
主编、1920年9月后出版的《新
青年》（第八卷第一号）正式成
为党的机关刊物。除了《新青
年》和《民国日报》副刊《觉
悟》，为了在工人中进行马克
思主义宣传，当时还办了《劳
动界》和《共产党》月刊两份杂
志，陈望道参与了这两份杂志
的编辑工作，并且在《劳动界》
杂志上发表了多篇文章。

在办学校方面，上海共产
主义小组筹办了一个青年学
校、一所平民女校和小沙渡路
工人夜校。青年学校当时称外
国语学社，地点在明德里。外
国语学社是中国共产党上海
早期组织为输送热血青年去
俄国留学而兴办的学校。外国
语学社成立后，陈望道是学社
的文化教员，除了教授汉语还
给学员们讲解他翻译的《共产
党宣言》，当时“外国语学社”
的学员每人发一本《共产党宣
言》。外国语学社的学员来自
全国各地，刘少奇就是由湖南
共产主义小组推荐来的，他除
了是学社的学员，还在《劳动
界》干一点校对的杂活。平民
女校是为收容因反对三从四
德而从家庭或学校逃出来的
青年女子开办的，丁玲就曾是
平民女校的学生。小沙渡路工

人夜校，是为提高工人文化在工人中宣传马克思主
义而办的。陈望道也是平民女校和工人夜校的老师，
他白天在复旦大学教书，晚上就到平民女校、工人夜
校去上课。

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当时的工运工作是启
蒙性的，边学习马克思主义边做工人运动工作。初期
的工运，主要是启发工人阶级的觉悟，支持他们进行
经济斗争，通过为工人办的刊物《劳动界》进行宣传。
身为劳工部长的陈望道，在1920年11月21日领导
成立了上海机器工会，邀请陈独秀到会发表演说。同
年12月，上海印刷工会也宣布成立。

除了办刊物、办学校和发动工人方面的工作，根
据陈独秀的指示，陈望道还参与发起成立了上海社
会主义青年团。1920年8月22日，上海社会主义青
年团宣告成立，俞秀松为首任团的书记。在上海社会
主义青年团的八位发起人中，俞秀松、施承统、叶天
底是陈望道在浙江一师任教时的学生。袁振英是陈
望道任主编时《新青年》“俄罗斯研究”专栏的编辑。
金家凤于1920年来到上海，在《新青年》担任编辑，
后加入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在外国语学社负责安置
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员，而此时的陈望道是外国语学
社的文化教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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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望道在1920年

今年是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问世100周年，也是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成立100周年的日子。陈望道之子、复旦大学退休教

授陈振新特撰此文，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9周年和陈望道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出的重要贡献。

▢ 陈振新

一百年前的1920年，这是值得纪念的一年；陈望道，这是一个值得人们记住的名字。在这一年，陈望
道第一个把《共产党宣言》全文引入了中国，接着他又与陈独秀等相约在上海发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上
海早期组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这两个重大的历史事件，不但催生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而
且可以说是影响了整个中国革命的进程。陈望道作为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的核心成员，中共最早
的五位党员之一，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创建人之一。

1919 年五四运动爆
发后，年仅28岁的陈望道
匆匆从日本回到了国内。
经推荐，到浙江第一师范
学校担任了国文科教员。
他在那里工作了半年多，
主要从事国文和国文教
育的改革。1920 年 3 月下
旬，因改革酿成的“一师
风潮”，陈望道不得不选
择了离开。

就在此时，陈望道接
到了邵力子的一封来信，
得知星期评论社戴季陶
要他翻译《共产党宣言》，
并收到了戴季陶提供的
日文版《共产党宣言》和
李大钊从北大图书馆借
来的英文版《共产党宣
言》。于是，陈望道回到了
阔别多年的家乡——浙
江义乌分水塘村着手翻
译工作。

在 1919—1920 年代五四新文化运动蓬勃
发展的那个时期，报纸上已可见马克思、恩格斯
著的《共产党宣言》的章节和片段，但还没有一
个人用全文把它介绍到中国来。戴季陶很想自
己来完成这一工作，但又力不从心。因为他认为
要完成这本小册子的翻译，起码得具备三个条
件：一是对马克思主义有深入的了解；二是至少
得精通德、英、日三门外语中的一门；三是有较
高的语言文学素养。陈望道在日本留学期间就
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学说，不但精通英语和日语，
汉语的功底也很深厚，所以邵力子推荐了他来
完成这一翻译工作。这也与陈望道先前已在报
刊上刊出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有关。邵力
子推荐陈望道，这可以说是一种历史的选择。当
然也是陈望道个人的一种选择。因为“一师风
潮”使他“认识到不进行制度的根本改革，一切
改良实施都是劳而无益的”。

为了安全并能避开各种干扰静下心来专心
译书，陈望道躲进了离住宅不远处的柴屋内。由
于日以继夜工作，陈望道消瘦了许多。母亲看在
眼里，疼在心里。一天，特地包了粽子，配上当地
盛产的红糖，给他补补身体。过了一会儿，母亲
进来收拾碗碟，却见陈望道满嘴墨汁。原来他全
神贯注于斟酌字句，竟将砚台里的墨汁当作红
糖蘸着粽子吃了。陈望道花了比平时多五倍的
功夫后，终于在1920年4月下旬完成了《共产党
宣言》的全文翻译工作。

4 月底陈望道收到一份电报，星期评论社
邀请他到上海担任该刊的编辑工作。于是，陈望
道带着译稿来到上海，住在三益里李汉俊家，并
把译稿连同日文、英文版《共产党宣言》交给了
李汉俊校阅。李汉俊校完后又给陈独秀再校，最
后由陈望道改定。原准备在《星期评论》上连载

《共产党宣言》，但因该刊的进步倾向被当局发
现后勒令停办。直到1920年8月，在共产国际的
资助下，《共产党宣言》才由“又新印刷所”以社
会主义研究社的名义，作为社会主义研究小丛
书的第一种得以出版。此书首版仅印1000册，
全部送人。因为书名错印，所以9月又再版重印
1000册，同时把书名改正过来。

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时是没有任何译
本可供参考的，但他还是较为准确地表达了原
著的含义。陈望道作为中国现代修辞学的奠基
人、著名的语言学家，他当时翻译的《共产党宣
言》不但通篇以现代白话文译出，还随处可见一
些白话文修辞学风气的精彩语句。如“宗教的热
忱，义侠的血性，儿女的深情，早已在利害计较
的冰水中淹死了”，可以看出其明显的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的特色。

由于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
需要，继“又新”印刷所之后，平民书社、上海书店
和新文化书社等出版单位又相继大量出版《共产
党宣言》。仅平民书社在1926年1月至5月就重印
了十次，到5月已是第十七版了。以后广州国光书
店、湖北武昌长江书店等又印了近 20 版，加上
1937—1938年间汉口人民出版社、延安青年出版
社重印的三个版本，在1920—1938年的18年间，
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重印了近 40 个版本。如
今，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的初版本国内仅存11
本，分存于上海图书馆、上海一大会址纪念馆、上
海鲁迅纪念馆、上海档案馆、中国国家图书馆、北
京市文物局、中国国家博物馆、延安革命纪念馆、
浙江上虞档案馆、温州图书馆、山东东营历史博物
馆，为国家一级文物。

在1920—1938年的18年间，由上海、广州、武
汉和延安出版的陈译《共产党宣言》有17种之多，
可分为正装本和伪装本二类，译者名字，依目前存
有资料看为陈望道、陈佛突、陈晓风和仁子。在
1920—1927年间出版的基本为正装本，而1927年
后多为伪装本。伪装本不是没有译者、没有出版
地，就是书名也仅用《宣言》二字。

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的出版是出于当时革
命形势的需要，所以在1920年8月上海共产主义
小组成立后，陈独秀在发函至北京、武汉、长沙、济
南各地要求他们建立共产主义小组的同时，也寄
去了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各地共产主义小
组的成员在学习陈译《共产党宣言》的过程中，传
阅、热议，甚至辩论，此后即在此基础上成立了中
国共产党。所以，可以说，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
的出版为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重要
的思想理论基础，催生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同
时，还影响了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邓小
平等整整的一代人。

1920年夏天，毛泽东从湖南来到上海拜访陈
独秀时，看到了陈独秀正在校对的陈望道译《共产
党宣言》。十多年后的一天，在延安的窑洞前，毛泽
东对外国记者斯诺说：“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
在我的心中，使我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其中一本书就是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在上海创办了一
所干部学校，对外宣称外国语学社，刘少奇、任弼
时、罗亦农、萧劲光等都是这里的学员。那时，每个
学员都发一本《共产党宣言》，并由文化教员陈望
道给他们作讲解。刘少奇在回忆那段历史时说，当
时他把《共产党宣言》看了好几遍，“从这本书中，
我了解共产党是干什么的，是怎样的一个党。经过
一段时间的深思熟虑，最后决定参加共产党，同时
也准备献身于党的事业。”

周恩来是在法国勤工俭学时读到《共产党宣
言》的，因为这一点，他在1949年召开的全国第一
届文代会上，当着代表们的面对陈望道说：“陈望
道先生，我们都是你教育出来的。”朱德回忆说：正
是在柏林支部，“研究和讨论了已经译成中文的马
克思主义文献《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的入门
书”，“从此开始走上了新的革命旅程”。

邓小平也说过：“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
言》和《共产主义ABC》。”

此外，1920—1938 年年间出版的近 40 个版
本陈译《共产党宣言》的传播，对第一次国内革
命战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的影
响也是不可低估的。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
期，《共产党宣言》随军散发，几乎人手一册，它
对于宣传马克思主义、推动北伐战争的胜利起
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
和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宣言》被反动当局列
为禁书，从而产生了许多共产党人为学习《共产
党宣言》、为保护《共产党宣言》，不惜牺牲生命
的动人故事。可以说，在《共产党宣言》思想的指
引下，这一百年我们才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革
命成功到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的全过程，并开创
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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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 年 4 月底，陈望道应星
期评论社邀请到达上海。当时，
李汉俊与戴季陶、沈玄庐一起负
责《星期评论》的编辑工作。此
前，陈独秀从北京来到上海，也
住在附近。陈望道、陈独秀、李汉
俊等人，因为都住在法租界，经
常在一起交谈，越谈越觉得有组
织中国共产党的必要，于是在
1920年5月组织了一个马克思主
义研究会。开始参加的人有陈独
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邵力
子、沈雁冰等，以后又吸收了沈
玄庐、俞秀松、施存统等，总共不
到10个人。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是
对外的公开名称，内部叫共产
党，陈独秀任书记，陈望道任劳
工部长。

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立后
的活动，主要是组织工会和编辑
刊物，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

《新青年》成为研究会的刊物，办
公地点就在研究会所在地的楼
上。1920年下半年陈独秀去广州
任职后陈望道出任主编，采取了

“把新的放进来，把马克思主义
的东西放进来”的办法对《新青
年》进行了改组。他在《新青年》
开辟了一个“俄罗斯研究”专栏，
在此栏刊登介绍马克思主义的

翻译文章。同时，还通过邵力子把《民国日报》副刊《觉
悟》拉了过来，进行游击性的战斗，如刊登陈望道译《马
克思底唯物史观》等。

1920年8月，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基础上成立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地点在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
年》编辑部所在地。参加者有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
沈玄庐、杨明斋、俞秀松等，身为书记的陈独秀函约各
地社会主义分子也组织支部（或小组）。1920 年下半
年，陈独秀应邀去广州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陈
望道曾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代理书记。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这个中国共产党的上海早期
组织，实际上成为全国各地建党活动的联络中心，起着
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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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望道（1891—1977），浙江义乌人。

《共产党宣言》首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