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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陈独秀是一位很值得研究的历史人物，也是一位颇有魅力而又很不容易把握的人物。
近日，本市部分党史专家聚会同济大学，座谈研讨任建树先生著的《陈独秀大传》，一致认为该书是
目前陈独秀研究中水平最高的学术著作之一。
    如何正确地评价陈独秀一生的是非功过？
与会专家认为，《陈独秀大传》（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从陈独秀的家世、童年写起，对陈独秀在青
年时期、辛亥革命时期、五四新文化运动、国共合作、北伐战争以及大革命时期、托派时期、抗战时
期⋯⋯以及陈独秀的晚年，都作了客观的介绍，全书夹叙夹议。
《大传》指出，陈独秀创办《新青年》，高举科学与民主的大旗，发动新文化运动，猛烈地抨击旧礼
教、旧文化，起了极大的启蒙作用，推动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运动，所以毛泽东称其是五四运动
的总司令。
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陈独秀迅速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在二十世纪的第一个年头，与李大钊等创
立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
专家们说，《大传》对陈独秀在这一时期的历史功绩作了充分的肯定，实事求事。
    当然，对陈独秀的错误，《大传》又进行客观地考察分析，尤其是他被开除出共产党，蜕变为托派
的首领的事实，《大传》指出，此时的陈独秀既反对共产党，又反对国民党的反动政治，同时也受到
共产党的抨击和国民党的压迫，九一八事变后，他主要反对国民党的“攘外必先安内”反动政策，并
一度倡议与中共联合反蒋抗日。
抗战爆发他坐了五年监狱获释之后，反对中国托派关于抗战的主张，并与托派脱离了组织关系，坚决
主张发动民众对日本帝国主义作殊死战斗。
如何正确评论陈独秀的托派问题，《大传》摆事实，既不是把陈独秀“一棍子打死”，也不是随意溢
美。
专家们认为，任先生敢于闯入这个“禁区”，公正、客观地评述陈独秀的托派问题，着实不易。
    任建树先生是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专攻中国现代史。
他在会上发言说，八十年代末，他写过《陈独秀传》上卷，《大传》是他离休之后写的，那时他从来
没有像现在这样的空闲过，闲得心发慌，闲得手足无措，大概是离退休后人员的一种失落感吧，于是
，在朋友的鼓励下，重新翻阅过去的资料，写写、涂涂、歇歇，再写写。
为了更多地收集有关陈独秀的资料，他访问了许多老人，还到安徽、四川、广东等地图书馆看资料。
许多专家说，任先生治学严谨，一丝不苟，凡是有关陈独秀的资料，他都想方设法搞到手，所以《大
传》的史料翔实，为他的论述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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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任建树，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1924年8月出生于河北省武安县，1945年初参加革命，1947年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文学院历史系。
1954年任上海团市委宣传部副部长，1957年底进中科院上海历史研究所工作，后改属上海社科院。
1978年后，任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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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众所周知，自“二大”开始，中共便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上级与下级、领
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现在共产国际严厉地指责被领导者——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的错误，那末，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
的指导有没有失误，对大革命的失败有没有责任，该不该作点自我批评呢?会上“有些同志说这些错误
国际当负责任的”。
罗明纳兹当即回答说：“无论哪一方面我都可以坚决的声明：国际无一天不打算将中国党的路线引上
正轨的。
过去最大的错误是中央未将国际的指导达到群众中去。
”　　关于共产国际对大革命失败负不负责的问题，斯大林说得最绝：中国革命在广州时期和在蒋介
石叛变革命以后，共产国际的领导都“完全是正确的”，到了武汉时期，“反对派说革命的暂时失败
是由于共产国际的政策。
可是只有背弃马克思主义的人才会这样说”。
革命失败是由于中共中央“犯了一系列的极大的错误”。
谁说共产国际的政策有错误，谁就是背弃了马克思主义。
斯大林把板子全部打向了中共中央，而连任中央五届书记的陈独秀自然是首当其冲了。
　　斯大林所说的反对派是指联共内部以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为首的一派。
他们反对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中所执行的国共两党党内合作政策，主张中共退出国民党。
是留在国民党里还是退出国民党，这是当时联共内部派别争论的一个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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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陈独秀大传》不仅对传主的独特形象有细致的勾勒，还对他跌宕起伏、曲折离奇的政治生涯进
行了精彩论述。
《陈独秀大传》是一本史料齐备、见地独到的传记。
陈独秀一生的思想演变，不啻是一部百年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缩写。
他的革命经历大体上是同中国民主革命的历程同步前进，并互相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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