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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连儒辞世不觉已经一年。
小我五岁的连儒，这位有思想有学问的好友，竟在七十岁时远行不归，令人痛惜不止。
和连儒相识，是在上世纪80年代，编纂《瞿秋白文集》、为《人物》杂志写文章，或在瞿秋白研讨会
间，由丁守和先生绍介的。
原来彼此都知道对方一些境况，一见如故，相见恨晚之感油然而生。
90年代，王维礼、王旗创设长春王希天研究会，邀请吾师李新先生担任名誉会长，并拟请几位学者做
顾问，我代李新师邀约彭明、张注洪、王桧林、马连儒、郑则民担任，几乎年年跑到长春协助研究会
编纂文集、筹划陈列、组织纪念会等。
忙时，不分昼夜；闲时，徜徉山水。
长白天池、松花湖畔、春城书肆、伪满旧宫，都留有游踪。
连儒有北方汉子的粗犷大气，面孔红润中透着微黑，口音洪亮略带保定腔。
一起在几个场合讲课，我是讷讷低语，他是激情高亢，在听众面前立见高低。
他给人的感觉是暖洋洋，关怀人，怜悯人，见不得乌七八糟、随意糟蹋人。
他观察人与事，敏锐，准确。
他对所尊敬的人，常怀景仰之情，并不时向他心仪者推介。
前几年，李新师的回忆录无法付梓。
他对我不止一次说：我们去找一找范（用）公，去看一看曾（彦修）公，他们是最有办法的。
我们在一起，可以互相抢着说话，两无禁忌。
二十年的友情，今日思之，怀念之外，更多的是温馨中隐含幽幽的怆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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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无论是对革命先烈还是仁人志士，无论是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还是党的早期领导者，他都秉
承“尊重客观事实、还原本来面貌”的原则，对其进行客观深入的研究。
80年代，父亲在对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历史探索与研究的基础上，出版了《中国共产党创史录》一书
，获得业内外人士的普遍认同，由此，更加强化了他对党史人物的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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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开篇一二三第一篇 预示中国革命的历史走向——“社会改造”的实现途径是“由共和而社会主义
”两步走1919年12月首倡“民众运动，社会改造1920年果断提出“取消帝政，改建共和”的鲜明主
张1920年确立社会理想是“实行平民社会主义1920年9月预示“由共和而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国“社会
改造”的必由之路第二篇创制民主革命纲领——独立自主决策中国革命的伟大方略悉心指导工人运动
，为创制民主革命纲领提供现实依据莫斯科远东大会精神，加速创制民主革命纲领的进程排除干扰，
发表党的第一个对于时局的主张，为创制民主革命纲领奠定坚实基础民主革命纲领的创制，是集中全
党智慧和总结实践经验的结晶党的二大以其卓著的两大历史贡献被载入党的光辉史册第三篇 率先实行
两党党内合作的思想转变——两党从相互支持、党外联合到党内合作的过程提出支持资产阶级民主派
国民党，比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早一年零七个月在第一次时局主张中提出的党外联合的建议，但被孙中
山拒绝为实现“民主政治”大胆提出由两个以上民主政党组成一个“强大的政党”的主张真心实意地
为国民党的“彻底改头换面”做不懈努力，党内合作出现良好开端第四篇 赋予国民革命理论以崭新的
时代内容——实现历史性转移的政治基础首次概括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确立
国民革命的理论基本依据继续赋予国民革命以崭新内容，响亮开启中国国民革命新篇规划国民革命“
造国”的四个步骤，预示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前途重新评价国民党，揭示国共党内合作的重要
性和紧迫性无产阶级参加国民革命具有无法替代的双重意义无产阶级参加国民革命要坚持独立自主的
政治立场、坚持党的独立批评突出工人和贫农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国民革命必须实现民主革命
势力的大联合，革命势力集中于国民党要做成纯粹的国民运动，不可做成半国民运动第五篇与共产国
际四大的分歧与斗争——不惧权威而坚持和发展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方略共产国际权威拉狄克严厉指
责中共代表团的报告四次发言继续据理抗争，严词批驳拉狄克的错误言论《中国共产党对于目前实际
问题之计划》，坚持和发展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方略拉狄克引出莫斯科两派意见的尖锐争论，斯大林
指导制定自相矛盾的“一月决议第六篇 艰难确立与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的战略——在党的三大上显示
出来的自主决策、领袖襟怀和民主风范共产国际派出持对立观点的马林与维经斯基与会，为陈独秀统
一全党思想制造了难题国共党内合作中党的地位作用和工人运动的独立性问题是与会代表争论的焦点
关于党的独立性的争论各有偏狭，不能以偏赅全对于工农阶级现状，陈独秀认识上虽有偏颇，但总体
估计更接近实际对国民革命的领导权问题发表了符合现实的正确见解，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敏锐发现
不足和失误并在探索中及时改正，陈独秀堪称值得信赖的革命领袖第七篇 为捍卫党的独立性而斗争—
—与国民党右派分歧的由来、发展和斗争经验的初步总结国民党一大召开前后，注重维护两党的团结
统一、推动国民革命的发展；及时批驳国民党右派的挑衅和攻击；警告鲍罗廷的迁就、妥协言行国民
党一届二次会议前后，维护孙中山的革命精神，结合实际进行规劝、开导和适当批评；坚决反对国民
党右派的步步进逼，彻底揭露其反苏反共的阴谋活动；对鲍罗廷等动摇、退让和妥协提出严厉批评，
向共产国际表明中共的严正立场。
北京政变前后，发表中共第四次对于时局的主张，提出召开国民会议的口号，努力推动国民革命运动
的新发展；总结二十七年来国民运动的经验教训，认定无产阶级是国民革命的“督战者”，丰富和发
展了坚持中共独立性的政治内涵。
对中共如何正确实现自己的独立性、体现“督战者”的角色——政治领导的深刻探析。
第八篇 独立开启中国大革命的伟大序幕——陈独秀、俄共(布)、共产国际各是如何对待五卅运动的?五
卅运动前，陈独秀连续发表八篇文章，深刻论述工人阶级是“新生产力的代表者”、“富于集合力及
决战力者”，全力推动工人运动的发展；及时向共产国际请求援助，但共产国际不予理睬；陈独秀继
续鼓动工运风潮，为独立地发动和领导五卅运动做好各种准备。
五卅运动爆发后，自始至终居中指挥，适时提出正确的方针、政策、策略及其相应的战斗口号，批驳
各种反动言论，注重组织工商学联合委员会，形成空前的反帝大联合，并把运动从上海推向全国。
但出乎意料，却受到鲍罗廷的批评；后来共产国际、俄共(布)虽给予了支持，但其中不少问题值得研
究。
在维经斯基的帮助下，陈独秀没有立即执行共产国际的退却指示，而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对五卅运
动实行了有组织有计划的收缩，并将运动引到新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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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共产国际批评他们“左倾”。
他们当然不同意这种意见，据理反驳。
第九篇 是谁决定的中共只要三分之一党权?——“三次大让步”真相系列文章之过去认为“上海会谈
”是在国民党二大上实行政治上让步前的关键事实。
但此事件却与1925年一年间陈独秀多次动员全党要在国民党二大上夺取更多领导权的努力形成了鲜明
的对照，其间经历了一番曲折复杂的斗争。
国民党二大上，陈独秀继续为与国民党争夺更多的领导权进行着始终不懈的斗争。
陈独秀得到维经斯基的全力支持，但却遭到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否定和反对。
⋯⋯第十篇 是谁让出了中共对军队的领导权？
第十一篇 是谁交出了中共在国民党中的组织领导权？
第十二篇 为争夺北伐战争的主导权而战第十三篇 领导权问题是上海工作武装起义取得胜利的关键第
十四篇  谁是《汪陈宣言》的罪魁祸首？
第十五篇 斯大林加速中国大革命全面失败的三大错误第十六篇 把拒绝执行“五月紧急指示”的抗争
进行到底第十七篇 再不能与国民党在一个“粪缸中洗澡”了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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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二〇事件”发生的原因，除了上述的蒋介石欲必除中共这一心腹大患的远因，即重要的根本原因
以外，还有他与苏联军事顾问和与国民党主席汪精卫等错综复杂的矛盾的诱因，而事件的爆发又有其
导火线。
国民党二大以后，苏联驻广州的首席政治顾问鲍罗廷和军事顾问团团长加伦先后离开广州；中共广东
区委书记陈延年恰巧也不在。
这种环境本身就是很容易让人用来制造事端的。
当时代理加伦职位的是季山嘉。
1926年1月初，蒋介石在不同场合力主国民革命军立即出师北伐，却遭到季山嘉的多次质疑。
季认为，此时出师北伐从内部来说，政治和军事条件尚不具备；从外部军力对比上，也不足以战胜中
国北部军阀的联合力量，因此北伐应该暂缓。
生性多疑的蒋颇不以为然，于是蒋与季的矛盾由此产生。
2月初，北方冯玉祥的国民军在与直、奉军阀作战中兵力吃紧，季山嘉提议从广东派军队到北方训练
后投入作战，训练可以考虑到苏联海参崴进行。
汪精卫表示同意，蒋介石也愿率队前往。
2月中旬，在拨发黄埔军校和各军、师军费时，蒋与季的矛盾进一步加深。
原因是军校原计划发给三十万，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二师发给十二万。
但在实际发放时军校发了二十七万，而二师却多发了三万，实发十五万。
蒋介石怀疑是主管此事的季山嘉拿军校的军费多给了他所赏识的二师师长王懋功，而贬低了自己。
他很不服气地去找季山嘉质疑，季山嘉说明实情后并未消除他的疑虑。
季山嘉将此事报告汪精卫，就更引起蒋的不快。
在汪精卫与蒋为此事的谈话中，汪强调季并无恶意，蒋以为是汪一味在偏袒季，使蒋与季、与汪的三
者之间的矛盾加深。
不甘认输的蒋介石以辞去一切军职相对抗，但未获批准。
汪精卫对蒋介石做了百般的说服工作，蒋依然故我，直至提出“赴俄休养”，汪精卫只好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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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们是马连儒先生的女儿。
在父亲晚年最后一本著作即将付梓出版之际，我们怀着崇敬、思念和感激之情写下这篇短文，作为对
父亲的追忆⋯⋯父亲这一生，做事执著，治学严谨。
记得我们读小学时，家里住房很小，那时父亲的书房兼卧室就堆满了书，很多都是泛了黄的历史人物
的原稿、书信。
记忆中，他的台灯从未在我们睡觉前熄灭。
即便到了春节，在与家人吃完团圆饭后，就又开始伏案忙碌。
他对人物研究的执著几近癫狂：每当在泛潮发黄的文献资料里发现与原来论点哪怕是小小不同的证据
时，他都会激动很久。
即便半夜想起了什么，也会立即打开台灯用小纸条记录下来。
以至于到现在，母亲整理他的遗物时依然习惯性地将这些纸条一一收藏。
从上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父亲便涉足中共党史人物研究。
无论是对革命先烈还是仁人志士，无论是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还是党的早期领导者，他都秉承“
尊重客观事实、还原本来面貌”的原则，对其进行客观深入的研究。
80年代，父亲在对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历史探索与研究的基础上，出版了《中国共产党创史录》一书
，获得业内外人士的普遍认同，由此，更加强化了他对党史人物的深入研究。
1998年父亲退休后，更是集中精力，一门心思做研究。
这一次，他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对中共创始人之一——陈独秀的专题研究。
晚年的父亲，或撰写文章，或应邀讲学，或参加学术研讨，退休后的生活被他安排得满满当当。
几年来，他发表的关于陈独秀研究的长篇论著二十余篇，近五十万字。
进而萌生了将以上研究成果加以补充整理成书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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