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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共一大召开的具体日期和出席人数是如何考证的？
中共一大会址是如何泄密的，闯入会址的密探究竟是谁？
出席中共一大的“第十五人”—
—尼克尔斯基的照片和身份是如何发现的？
陈独秀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为什么没有出席中共一大？
出席会议的十三位代表后来的人生轨迹为什么会有巨大的不同？
⋯⋯《日出东方——中国共产党创建纪实》运动翔实丰富的史料，通俗易懂的语言，以专题的形式，
从不同的视角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进行阐述和解读，解开中共一大召开的一个个“谜”，客观地揭示
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必然性，真实而生动地再现中国才、共产党的成立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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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邵维正，后勤指挥学院资深教授，著名党史专家，专业技术一级，少将军衔。
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主要成员，国家社会科学规划评审专家。
享受国务院特殊滓岵，获军队院校育才奖“金奖”和军队专业技术重大贡献奖，被总后勤部授予“一
代名师”称号。
对中共一大和创建史研究在国内外有重大影响，建党60周年前夕在《中国社会科学》创刊号上发表了
《中共“一大”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的考证》，解决了中共党史上两个悬而未决的疑难问题，是中共
党史研究的标志性成果，获全军政治理论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建党70周年时，独立完成了我党第一
部创建史专著《中国共产党创建史》，被中央党史研究室指定为党史研究必读书目。
还著有《中国共产党80年大事聚焦》、《邵维正自选集》、《中国共产党90年创新实录》等30余部，
发表文章200多篇，《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解放军报》等多家媒体作过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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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1月22日，工团事务所组织各业工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
北京、山东等地的工人也举行罢工，支援天津工人，掀起了反帝斗争的热潮。
　  这次大罢工，工人坚持斗争五六个月之久，终于迫使法帝国主义不得不将老西开地区改为&ldquo;
中法共管&rdquo;。
所谓&ldquo;共管&rdquo;，固然是中国的损失，但它使法国侵略者完全霸占老西开的阴谋未能得逞。
在斗争中，工人阶级组织了&ldquo;工团&rdquo;，成立了&ldquo;工团事务所&rdquo;，采取了一处罢工
、各方支援的联合行动，表现出中国工人阶级的组织性和团结精神。
这次罢工，具有同盟罢工的性质，是中国工人运动自觉性萌芽的一个重要表现。
　  另一次大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是1916年上海江南造船所工人为反对封建统治而举行的罢工。
　  江南造船所的前身，是江南制造局。
它南濒黄浦江，东、西、北三面都筑有一丈多高的砖墙，墙外还有壕沟。
大门前的4根黑漆大柱上，挂着&ldquo;制造重地，闲人莫入&rdquo;的虎头牌。
虎头牌上挂着专门用来拷打工人的 &ldquo;水火棍&rdquo;。
大门两侧蹲着两只石狮子，旁边站着端枪的士兵。
从外表看，俨然是个封建衙门。
　  在江南造船所做工的工人，必须挂着表示卑贱身份的腰牌，以便随时接受监督。
稍有反抗，就被五花大绑起来，在局里示众。
工人每天放工后回家，必须经过巡缉队搜查，才能出厂。
这种侮辱人格的搜身制，早已激起工人的愤怒。
　  这年的11月25日下午，有几个铜匠奉命去黄浦江边修理兵舰。
当他们出所去干活时，巡缉队排长李孔林上前搜查，发现他们带着工具物料出厂，就说是&ldquo;偷
窃&rdquo;。
　  这时，有个铜匠上前说明，李孔林不由分说，上去就打了他一个嘴巴。
其他几个铜匠上前说理，也被打了几个耳光。
　  几个铜匠忍无可忍，进行还击，与李孔林扭打起来，李孔林鸣笛召来十几个同伙，殴打工人。
　  消息传开，全所一千多名工人自发罢工，以示抗议。
　  江南造船所所长刘冠南、巡缉队队长路发拱闻讯，急来劝解，要求工人回各自岗位工作。
工人坚决要求取消搜身制，查办李孔林，否则，誓不开工。
　  第二天，全所工人继续罢工，厂方不得不接受工人要求，宣布从即日起，取消搜身制，查办李孔
林，以示惩戒。
　  由上述情况看，这一时期的工人罢工斗争，随着工人阶级的壮大和阶级觉悟的提高而逐步发展，
不断前进。
但大多数还是自发性质的经济斗争，多是采取破坏机器、厂房和原材料等手段。
工人群众也参加了某些政治斗争，但都是在民族资产阶级提出的口号下进行的。
工人在斗争中开始意识到&ldquo;共同反抗&rdquo;的意义，类似同盟罢工性质的规模较大的有组织、
有领导的斗争显著增加，但工人群众的组织基本上还处于秘密结社或封建帮会势力的影响之下，这种
落后的组织开展显然不利于无产阶级团结斗争。
　  因而，从总体来看，中国工人阶级还没有意识到自己阶级的历史使命，仍然是一个自在阶级。
　  自在阶级，相对于自为阶级而言，这是马克思、恩格斯用来表述无产阶级的觉悟程度和政治成熟
程度不同阶段的术语。
所谓自在阶级，指无产阶级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还处于感性阶段，看到贫富悬殊等一些现象，但
是不了解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是自己深受苦难的根源。
对资本家进行一些自发的、分散的斗争，仅限于提出某些经济要求，无产阶级还不了解自己的历史使
命。
自为阶级，指工人阶级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上升到理性阶段，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认识到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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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主义的本质和无产阶级的地位、作用和历史使命；在斗争中把自己组织成为一个阶级，来同压迫和
剥削无产阶级的整个资产阶级进行阶级对阶级的斗争。
　  虽然存在上述问题，但中国工人阶级是近代中国的新兴力量，代表着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
1919年6月3日，北京政府大规模镇压学生，五四运动面临夭折危险。
在运动发展的紧要关头，在中国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在俄国十月革命和国内新思潮的影响下
，中国工人阶级迅速觉醒了！
 历史选择了上海，选择了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上海工人阶级。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这里集中了外国资本和中国资本经营的现代工商业，也集中了
中国产业工人中产生最早、力量最集中、革命性最强的一部分。
据1920年的初步统计，上海工人阶级已发展到50余万人，占全国产业工人：总数的l／4左右。
　  在运动之初，工人这支新兴的力量没有引起社会的重视。
6月4日，上海学生联合会派人去动员商人罢市，唯独没有动员工人罢工，更没有像对待商店主那样跪
求其予以声援。
当电车工人、电话局接线生要求罢工时，一些学生还劝说工人不要罢工。
他们担心工人罢工后，没有工资收入，生活将发生困难，罢工难以坚持。
　  然而，国难当头，岂能坐视！
上海工人阶级率先以高度而又自觉的爱国主义热情，主动展开罢工斗争，声援爱国学生的革命斗争。
　  6月5日，日商棉纱厂的华工挺身而出，在&ldquo;不替仇人作工&rdquo;的口号下，首先举行罢工，
发动了意义深远的&ldquo;六五&rdquo;反帝爱国政治大罢工。
　  对于日商华工这次罢工，《申报》作了如下记叙：&ldquo;上午11时30分，曹家渡日人所设内外第
三、第四、第五纱厂男女工人五、六千人亦全体罢工停作；下午一时半，陆家湾日华纱厂、杨树浦上
海纱厂男女工人亦相继停工罢作。
该工厂共有工人二万余人，亦可见吾民之爱国心热矣。
&rdquo; 同日率先罢工的，还有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的工人。
　  自此，五四运动的中心，由北京转移到上海，运动的主力，由学生转为工人，全国很快形成了声
势浩大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大风暴，拉开了中国工人阶级从自在阶级转变为自为阶级、中国工人运动
由自发斗争过渡到自觉斗争的序幕。
　  6月6日，罢工范围迅速扩大，各行业工人纷纷行动起来。
　  这一天，华商电车公司的全体工人和英美电车公司、法商电车公司的部分工人开始罢工；上海求
新机器厂、锐利机器厂、英商祥生铁厂、海关印刷工人以及华锦丝厂等各业工人也举行了罢工。
　  求新机器厂工人的公开信，表达了上海工人的心声：&ldquo;吾国外交失败，国势颠危，凡属国民
同深愤激，是以学界罢课，奔走呼号，商界罢市，哀求挽救。
吾工界中人，同此热心，同此天良，际此时期，奚忍坐视？
故自今日（6月6日）始全体罢工，与商学界一致行动。
并捐资建设造国耻纪念牌楼1座，帷期革政府之心，救亡国之祸。
中国甚幸，同胞甚幸！
&rdquo; 据《新闻报》记载，求新机器厂工人集体捐款&ldquo;在机厂街口建造铁木牌楼一座，高六丈
，宽五丈，上题四大字日&lsquo;毋忘国耻&rsquo;，每字三尺，其顶置五色旗及顺风机，书有&lsquo;唤
醒国民&rsquo;四字，随风旋转，一息不停，行人过此，莫不触目惊心&rdquo;。
　  淞沪护军使当局急忙召开&ldquo;紧急会议&rdquo;，商讨对策，并动员了全市警察和驻沪陆军一个
师，妄图镇压反帝爱国运动。
　  英、美、日、葡等国计划武装&ldquo;万国商团&rdquo;，协助上海当局镇压群众；英国连队在老闸
捕房；美国连队在虹口捕房；葡萄牙与日&rsquo;本连队在虹口区&hellip;&hellip; 但是，上海工人阶级
毫不畏惧，对帝国主义武装镇压进行了英勇反抗，指挥这次镇压工人行动的奇南、琼斯两巡长也被愤
怒的群众打伤。
连帝国主义分子也不得不承认：&ldquo;这群中国人，齐心一致，团结得像一个人，大家袒胸露臂，拍
着胸膛对巡捕和商团说，&lsquo;你们刺吧，你们刺吧&rs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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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quo; &ldquo;中国人对刺刀表示毫不畏惧，使巡捕和商团感到非常棘手。
&rdquo; 工人和爱国群众的统一行动，彻底打乱了上海的反动统治秩序。
　  6月7日，沪宁、沪杭铁路总机厂工人罢工。
　  6月8日，日本内外棉第七、第八、第九纱厂工人罢工。
钢铁、机器、造船、纺织、交通各行业工人加强了相互联系，开始酝酿实行总罢工。
　  同日，上海护军使卢永祥和沪海道尹沈宝昌联名打电报给北京政府： &ldquo;此次沪上风潮，始由
学生罢课，继由商人罢市，近且将有劳动工人同盟罢工。
&hellip;&hellip;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失此不图，将成大乱。
&rdquo; 天津总商会也向北京政府连电告急：&ldquo;栖息于津埠之劳动者数十万众，现已发生不稳之
象，倘牵延不决，演成事实，其危厄之局，痛苦有过于罢市者，市面欲收拾而不能矣！
&rdquo; 6月9日，全市汽车司机、木匠、装配工、清洁工、邮递员以及江南船坞、英资耶松老船坞、
美资慎昌洋行、英美烟厂等厂工人投入了罢工斗争。
罢工工人表示：&ldquo;非达到惩办曹、章、陆目的，誓不开工&rdquo;。
　  当日，驻沪帝国主义外交团借口维持&ldquo;租界治安&rdquo;，加强了武装干预，急调英国军舰来
沪，并将英美驻沪陆海军，分布要道，实力巡防。
帝国主义的发言人惊呼&ldquo;上海在无法无天中&rdquo;，&ldquo;已经忍受不了当前的严重困难，以
至我们不得不请求我们的政府转劝北京政府接受学生的要求&rdquo;。
　  6月10日，沪宁、沪杭铁路工人和全体海员工人举行了罢工，上海对外的水陆交通完全断绝。
　  上海铁路工人罢工，是从吴淞总机厂开始的。
吴淞总机厂是维修沪宁、沪杭两条铁路机车车辆的工厂，铁路工人最为集中。
6月7日，吴淞总机厂工人宣布罢工。
　  消息传开后，沪宁、沪杭两路工人决定，从6月9日起举行同盟罢工。
　  上海铁路局局长和英国总管克利叫工人派代表去铁路局谈判，企图阻止工人罢工。
　  克利问：&ldquo;你们有什么要求？
为什么要罢工？
&rdquo; 工人代表说：&ldquo;商学各界罢市罢课，要求政府惩办卖国贼。
我们工人是国民一分子，理应同商学各界一致行动。
&rdquo;经过谈判，双方达成协议。
　  9日，沪宁、沪杭两路照常通车，铁路局把工人的要求，电呈北京政府，限48小时答，否则罢工。
　  然而，北京政府对工人的要求却置之不理。
从10日8时起，沪宁、沪杭两路工人罢工，东南铁路交通立即中断。
　  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上海后，上海均安公所（轮船上的水手组织）董事、在英商太古
公司轮船上当水手的朱宝庭，即着手联合焱盈社、联益社的海员去码头，要求严惩国贼，拒绝和约签
字。
　  6月10日，准备开往宁波的&ldquo;北京&rdquo;号和&ldquo;宁绍&rdquo;号两轮首先发难，宣布罢工
。
随后，开往长江各港的&ldquo;大通&rdquo;等轮船的海员也离船上岸，参加罢工的海员约有五千人。
　  这是中国海员第一次罢工。
英国领事让上海总商会出面，动员海员开工。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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