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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以往，国内外有关中国共产党成立历史的著作出版过不少。
张军锋同志积十年之功、呕心沥血完成的这部90多万字的《开端——中国共产党成立述实》书稿，无
疑是这一研究领域最新的、有分量的成果。
由于工作的关系，我和军锋同志已有十多年的交往。
他对工作的执著、对党史工作的热爱，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军锋同志是一位资深的纪录片编导和撰稿人，在国内文献纪录片领域有一定知名度，拍摄过《新中国
从这里走来》、《开端》、《晴朗的天》、《八路军》、《重生与辉煌：唐山大地震30年》、《伟大
的历程》、《跨越：河北1949-2009》等。
题材重大的文献纪录片作品。
这些作品曾获得中央宣传部“五个一工程”奖、中国电视金鹰奖、中国文献纪录片20年经典作品奖、
中国纪录片学术奖、中国电视文艺“星光奖”等。
他在上述多部纪录片创作中担任总编导、总撰稿或制片人，通过这种方式积累了大量资料，打下了扎
实的党史研究基础。
可以说，军锋同志现在已成为一位具有独特史学素养的“业余”党史研究者。
军锋同志读大学本科和研究生学的是中文专业，但从拍摄党史题材的文献纪录片.以后，就对中共党史
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在拍摄制作纪录片工作之余，他整理、编著多部书稿出版，如《回想延安：1942》、《八路军老战士
口述实录》、《唐山大地震经历者口述实录》、《见证新中国的诞生》等。
由于这些书稿收录了大量第一手口述史料，生动鲜活，既有珍贵的史料价值，又有可读性，受到广泛
好评。
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部书稿，是作者在创作八集文献纪录片《开端》脚本基础上经过多年辛勤耕耘完
成的。
文献纪录片《开端》摄制于2001年，是到目前为止唯一一部全景式反映中国共产党成立过程的电视文
献纪录片。
这部填补空白题材、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的文献纪录片，得到党史学界和广大观众的好评
，获得第九届中共中央宣传部“五个一工程”奖优秀作品奖等多个奖项。
作为该片的总撰稿和主要编导，军锋同志查阅了档案文献，深入采访了许多重要知情人和专家学者，
并远赴英、法、德、荷等国，走遍了与此相关的旧址、纪念馆、档案馆，比较全面地掌握了大量第一
手史料。
我多次听军锋同志说起把拍摄《开端》积累的史料和心得加以整理，写一部书的想法。
他每拍摄一部重大题材的文献片，几乎很快就有一本与此相关的书问世。
但这部书稿的写作显然与他以往编著的书稿有所不同，没有很快出版。
我想，原因可能是，写这样一部书，不仅没有大量历史当事人的口述作支撑，而且原始档案匮乏，不
少具体问题多年来争议很大，要在已有的大量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有新的突破，难度是相当大的。
当军锋同志把这部沉甸甸的书稿放在我面前时，我在感到惊讶的同时，也感慨万分。
因为电视人是一个异常忙碌紧张的职业，很少有安逸和闲暇的时间，对于一个并非专业从事党史研究
、几乎每年都有大部头纪录片作品诞生的电视人来说，军锋同志能完成这样一部书稿，实在需要极大
的热情和毅力。
军锋同志是一位有心人。
当年拍摄《开端》时留下的从大纲到定稿的所有文字资料、拍摄过程中的札记、行程安排、照片、往
来信件，以及从国内外广泛搜集的书籍、画册，他都完整保留着。
为了整理长达5000分钟的拍摄素材，他把这些素材完整地转录成DVD，并把对近70位重要人物的视频
采访一句一句边看边在电脑上记录下来。
现在书稿中使用的许多采访文字，都是用这种“笨拙”的方式扒下来的。
军锋同志告诉我说，这个过程虽然艰苦，却奠定了全书写作的基础，不但充分挖掘了纪录片《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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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拍摄素材，而且埋藏多年的此情此景的生动记忆被触发，积累多年的感悟和思考得以发酵与升华。
要完成这样一部严谨的书稿，仅靠拍摄素材是远远不够的。
对于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的研究，每年都有许多论文、专著和其他出版物问世。
十年来，作者一直通过各种渠道搜集整理这方面的资料，包括辞典、大事记、回忆录、人物传记、馆
刊、杂志等。
可以看出，在写作过程中，他充分吸收了这些成果。
由于军锋同志在深入研究史料、充分吸收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又融入自己的独立思考，因此最终
完成的这部书稿具有以下几点鲜明的风格。
第一，该书是迄今为止最为细致、翔实地记述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的著作。
建党时期的人物和事件、早期组织的活动、中国共产党成立的过程，在书稿中都有客观详尽的记述。
该书由于大量运用文献史料，做到了言出有据、真实可信，并在一些问题的研究上有一定突破。
比如，对上海革命局、多位共产国际代表在中国的活动等，都作了详细记述。
第二，该书以人物成长经历和命运的记述为主，并将其置于广阔的社会背景和重大历史事件之中，使
之有机地融为一体，风格独特。
该书披露了一些重要知情人口述风格的独家访谈，文笔生动，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和可读性。
可以说，该书做到了思想性、学术性、可读性的统一，相信会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
第三，该书具有较高的学术品位。
作者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广泛吸收国内外以往和最新的研究成果，把纷繁复杂的历史过程用一个开合
有度的开放性框架进行了清晰的、有条理的整合，既突出了建党的历史主线，又在这个主线上承载了
丰富而新鲜的故事、细节和历史信息。
第四，穿插在正文中的40条相关链接，既是正文的重要补充，又浓缩了这个领域的学术精华，增加了
书稿的趣味性和信息量。
这也是该书稿的一个鲜明风格。
在中国共产党90华诞之际，《开端》的出版无疑是很有意义的。
应军锋同志之约，盛情难却，写下以上文字，权且算是“序”吧。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室务委员、秘书长、研究员张树军2011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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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会在1921年的中国诞生？
历史真相的复杂和历史细节的模糊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
这里奉献给广大读者的，是作者张军锋遍访海内外知情人、档案馆、权威学者，积十年之功、呕心沥
血完成的巨作——《开端：中国共产党成立述实（上下）》。
他用纪录片人的敏锐观察和宽阔视野，历史学者细致入微的考证和缜密清晰的思辨。
生动而富有激情的文字及600余幅珍贵的历史图片，展示了90年前建党大业的宏伟图景⋯⋯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开端（上下）>>

作者简介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开端（上下）>>

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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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府：在“南陈”“北李”之间穿针引线5.北京共产党小组的成立、分化和重新组合6.邓中夏主编《劳
动音》，长辛店成立工人俱乐部7.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立和活动8.张太雷与天津党团组织的建立9.
讲山西党史，首先要讲高君宇10.李大钊：英风伟烈应与天地长存第六章 岳麓群英1.走出韶山冲2.“湖
南一师”的农家“异才”3.发起新民学会，立志改造中国4.组织勤工俭学，走出湖南小天地5.主编《湘
江评论》，领导“驱张运动”和“湖南自治”6.创办文化书社，组织俄罗斯研究会7.“何胡子”与《湖
南通俗报》改组8.向蔡同盟，蔡和森首发建党倡议9.新年大会，毛泽东秘密建立长沙共产党小组10.建
党初期的实干家11.毛泽东和他的五位亲人第七章 荆楚火种1.董必武：从辛亥革命的失败中觉悟2.创办
新式武汉中学，陈潭秋成为教师骨干3.陈独秀来武汉讲学，包惠僧命运因此改变4.多公祠5号成为武汉
共产主义研究小组的秘密机关5.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6.从互助社到共存社，恽
代英完成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第八章 播火羊城1.北京大学的三个广东人2.成立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
创办《广东群报》3.“共和将军”陈炯明与苏俄和陈独秀的最早接触4.有职有权的教育委员会委员长5.
与无政府主义者的接触和决裂6.广州共产党的成立和主要活动第九章 风动齐鲁1.王乐平墓碑在济南现
身2.尽善尽美“王大耳”3.水族歌童邓恩铭4.济南共产党小组是否存在5.探究济南共产党小组的成立过
程6.励新学会和《励新》半月刊7.大槐树机厂工人俱乐部和《济南劳动周刊》8.有关青州东圣水魏嵋、
魏复中一家革命事迹的争论9.“忠厚长者”杨明斋的生死之谜第十章 旅欧先驱1.到法兰西2.周恩来：开
国总理的早年岁月3.勤工俭学生在法国的困境和“二·二八”运动4.赵世炎、蔡和森携手5.张申府肩负
使命，周恩来加入旅法小组6.“拒款运动”的胜利，进占里昂大学的曲折7.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立8.
朱德远赴欧洲寻真理，周恩来出任青年团书记9.在巴黎，周恩来成为邓小平敬重而亲密的兄长第十一
章 旅日小组1.施存统赴日留学和旅日小组的建立2.周佛海的早年经历和理论建树3.施存统被日本警视厅
驱逐出境4.周佛海为何脱离中国共产党第十二章 红色纽带1.瞿秋白：真实报道苏俄状况第一人2.维经斯
基、张太雷、杨明斋先后来到伊尔库茨克3.张太雷在共产国际舞台上精彩亮相4.刘少奇、任弼时等奔赴
莫斯科的艰难旅途5.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大学6.马林的使命和前往中国的惊险之旅7.上海中共发起组的困
难状况8.尼克尔斯基之谜9.马林与“二李”筹备中共一大10.“南陈北李”为何未能出席第十三章 宣告
成立1.寻找“李公馆”2.一大召开日期和代表资格的争议3.聚首上海4.划时代的一幕5.党纲问题上的分
歧和争议6.闯入会场的密探使会议被迫中断7.会议在嘉兴南湖游船中闭幕8.一大文献外文译稿的发现附
录1：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附录2：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附录3：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第十四
章 众声喧哗1.齐聚莫斯科的中国“共产党”2.姚作宾和黄介民组织的“共产党”始末3.俄国共产华员局
里的“中国共产党”4.四川重庆共产主义组织探疑5.吴玉章、杨闇公与“中国青年共产党”6.胡鄂公和
共产主义同志会第十五章 初露峥嵘1.陈独秀回上海就任中央局书记2.第一个“时局宣言”和二大召开3.
“马林方式”：国共合作从争论到决策4.《孙文越飞宣言》发表，中共三大召开5.大幕拉开：第一次国
共合作的实现和大革命高潮的到来第十六章 大浪淘沙1.壮烈的生命定格2.李汉俊、李达负气脱党3.陈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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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与周佛海：叛国者的下场4.“栖梧老人”包惠僧5.叛徒张国焘的灰色人生6.刘仁静：误入歧途者的人
生之路7.马林、维经斯基：中国人不会忘记8.毛泽东、董必武：从一大代表到开国元勋9.建党元老陈独
秀的功过是非中国共产党创建前后大事记后记相关链接1.陈独秀与张作霖2.章士钊养女、一代名媛章含
之3.曹汝霖到底冤不冤4.关于五四运动的观点分歧与争论5.李提摩太：第一个向中国介绍马克思的外国
人6.“阿芙乐尔”炮声的真实情况7.笔名“渊泉”的陈溥贤8.“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群体和马克思主义
者的几种类型9。
最早出现在共产国际会议上的中国人刘绍周10.“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说法的由来及相关考证11.俄国
友人柏列维12.王光祈和北京工读互助团13.戴季陶：“粗通马列”的反共理论家14.“共产主义小组”
名称的由来和探讨15.俄罗斯联邦驻远东全权代表威连斯基16.沈雁冰：从政坛到文坛T7.《共产党宣言
》在1949年前的六个中译本18.俞秀松夫人安志洁回忆俞秀松19.陈独秀和胡适的一组信函被拍卖出天
价20.英国贵族哲学家罗素21.政治理论家张东荪22.争议：《中国共产党宣言》应出自李大钊手笔23.罗
章龙的人生之路24.高君宇和石评梅的生死恋情25.何叔衡烈士的革命经历和牺牲过程26.蔡和森、向警
予的壮烈牺牲和他们的子女27.杨匏安：广东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28.百岁老人丁祝华回忆邓恩铭和
山东早期党组织29.国民党四元老之一李石曾30.周恩来与严修31.张申府：20世纪中国政治的“活化石
”32.章含之回忆：章士钊帮助运送印刷机，邓小平在巴黎重访旧地33.周恩来、邓小平与中国共产党的
世界眼光34.施存统在日本警视厅接受审讯时的口供35.中共最早党员施存统的起伏人生36.中共一大召
开之前的53名党员名单37.关于一大闭幕日期的四种说法38.共产国际对中共早期的经费支持39.尼克尔
斯基照片的发现和“马林与中国”陈列展40.晚年陈独秀是否接受过国民党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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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8.李达、李汉俊等“播火"上海当李大钊和胡适“问题与主义”的争论在《新青年》和《每周评
论》上搞得沸沸扬扬，北京《晨报》副刊上的“马克思研究”专栏在知识界日渐引起关注的时候，上
海国民党系统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星期评论》和《建设》等报刊上也开始大量刊载戴季
陶、邵力子、李汉俊、李达等介绍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这与孙中山对社会主义的持续热情密切相关。
经过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和第一次护法斗争的连续挫折，孙中山“救国之心未尝少懈”，回到上
海积蓄力量、整顿党务，并潜心著述，刻苦探索中国的出路。
在困境中，列宁领导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建立的苏维埃政府给孙中山以极大的鼓舞。
孙中山很快就觉察到十月革命对中国革命的重要性，进而思索中国革命党人为什么屡遭失败而俄国革
命党人又何以能够成功。
1918年夏，他给莫斯科的列宁发去一封热情的英文电报，电报说：“中国革命党对于贵国革命党员之
艰苦卓绝的奋斗，表示极大的敬意，而且更希望中俄两国革命党团结一致，共同奋斗。
”列宁回函表示感谢，并指出中俄两国革命的一致性，因为我们的胜利就是你们的胜利。
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过去同外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接触主要是和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主义者有些来往
，而第二国际是反对布尔什维克革命的。
但十月革命的胜利使孙中山受到很大的鼓舞，并激发他借鉴俄国革命的经验，对布尔什维克党产生了
浓厚的兴趣。
1918年10月10日，孙中山在上海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确定党的宗旨是“巩固共和，实行
三民主义”。
这期间，孙中山与列宁不断有函电往来，他还计划派人到苏联学习，特指定廖仲恺、朱执信、李章达
先学俄语，还请了一个俄文老师每天在长滨路民厚里廖仲恺、何香凝的寓所里教授俄语。
如前所述，孙中山在解释三民主义的内涵时说，“民生主义即时下底社会主义”，可见孙中山是把民
生主义与社会主义等同看待的。
那么，朱执信、戴季陶、廖仲恺、胡汉民、邵力子等这些孙中山身边的理论家们，为了给三民主义寻
找科学依据而介绍、研究马克思主义，也就顺理成章、理所当然了。
当我们考察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的过程时，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无论是北京的李大钊、陈溥贤，还
是上海的戴季陶、朱执信、李汉俊、李达、陈望道，包括广东的杨匏安、彭湃，这些较早介绍或信仰
马克思主义的人，都曾经留学日本，通晓日语，都是在日本受到过社会主义的熏陶。
因此我们很有必要了解一下日本社会主义运动及其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的中介作用。
日本社会主义运动是从甲午战争后开始的。
1898年10月，日本成立了“社会主义研究会”，幸德秋水、坍利彦、片山潜、山川均等成为日本社会
主义运动的先驱。
石川祯浩是这样描述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1919年这一年，在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历史上，也是值得大
书特书的一年。
1910年发生“大逆事件”以后，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了所谓“严冬时期”，堺利彦等日本国内的
第一代社会主义者们只好“鬻文为业”，勉强把守孤垒。
但是，1917年爆发了俄国革命，日本国内的社会问题也日渐尖锐，使社会主义再次唤起人们的瞩目。
堺利彦、高堺素之等试探着警方的反应开始在他们所办的《新社会》杂志上刊登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
章，就是在这个时期。
到了1919年，马克思主义终于得到青年们的热切关注：被誉为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最准确释本的
上述考茨基著、高堺素之译《马克思资本论解说》，在1919年5月出版后，第一版两万册即刻被抢购一
空，其后连续再版达十几次；河上肇于1919年1月创刊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个人杂志《社会问题研究》
，其销量达到了惊人的数字，第一册售出12万册，第二册售出8万册；堺利彦等所办的《新社会》
，1919年也售出1.5 万册以上，山川均于稍后创办的理论刊物《社会主义研究》的发行也非常稳定。
另外，综合革新杂志《改造》、《解放》也都在这一年创刊，特别是《改造》杂志，从1919年下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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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刊登探讨社会问题、工人问题、社会主义思想的文章，使发行量激增，日本因而出现了“只要是
马克思，不论好坏都大受欢迎，令人恐惧”的思想状况。
五四运动所产生的巨大力量给正在继续摸索救国道路的孙中山以极大的启发和激励，他不但立即表示
对学生的支持，而且给北京政府施加压力，要求释放被捕学生和陈独秀。
据罗家伦回忆，孙中山“以极大的热诚把曾参加五四运动的青年吸收入他的党。
每次接见北京的学生代表，他总要同他们谈三四个小时，并且越谈越有兴致。
”在五四运动中，孙中山更加认识到宣传工作的重要，为使革命思想广泛传播，他支持邵力子、戴季
陶等人在运动后期创办了一些报刊，成为北京《晨报》副刊之外在全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
在全国广有影响。
《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创办于1919年6月16日。
主编邵力子是一个非常活跃也非常忙碌的人，当时他身兼数职，担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上海《民
国日报》“经理兼编辑”，《觉悟》副刊主编，河南路商界联合会会长等职。
邵力子早年留学日本，追随孙中山进行革命，参加同盟会，也是第一批国民党党员。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他主持的上海《民国日报》最早报道了列宁领导十月革命取得胜利的消
息。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他在5月5日晚在报社接专电后，即编头条新闻向上海人民披露消息，并到复旦
大学等处发表演说，报告北京详情。
《觉悟》副刊出版的第三天和第四天，就连续刊登两篇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一篇是《什么是
社会主义？
》，一篇是《社会主义的目的》。
这两篇文章出手不凡，表现出对马克思主义成熟的理解，指出私有制最终一定将被消灭，共产主义是
社会主义的终极理想和历史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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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本书是迄今为止最细致、翔实和具有鲜明风格的中共建党史著作。
作者在深入采访了国内外许多重要知情人和学者。
全面掌握了大量第一手史料，广泛吸收国内外最新成果的基础上，以严谨的治学态度，融入自己的独
立思考，把纷繁的人物、事件和历史过程用一个开合有度的开放性框架进行了清晰的条理整合。
既突出了建党的历史主线。
又在这个主线上承载了丰富而新鲜的故事、细节和历史信息，具有较高的学术品位，并做到了学术性
、思想性、可读性的统一。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秘书长、新闻发言人、研究员  张树军作者以独特的视角和文学素养。
用优美的语言、缜密的结构、融会贯通的驾驭能力，为党史学界奉献了一部内容丰满、考据细微、史
料翔实、观点鲜明，具有较高学术品格的中共创建史专著，同时也为广大读者奉献了一部鲜活生动、
雅俗共赏、富有吸引力的党史读物。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室务委员、二编部主任、研究员  廖心文本书以纪录片人独有的观察
视角、开阔的视野和鲜活细腻的语言，囊括吸收了海内外中共创建史研究的新旧成果。
以亲身经历的深入访谈、实地调查，给尘封已久的陈年往事赋予了鲜活而有现实意义的生命力；书稿
虽然篇幅浩繁、文献丰富，却格调轻松、文笔清新，一扫某些党史读物的枯燥与沉闷。
从学术成果角度说。
本书是中共创建史研究领域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和文献价值的崭新成果，是一部迄今为止我所见到的最
为翔实、细致、系统的建党史研究专著。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二编部巡视员、研究员  安建设本书不仅内容丰富，史料详实，积极吸
取了近年来中共党史学界在这一领域中的最近研究成果，而且引经据典。
严格做到史出有据，具有很强的历史凝重感和历史震撼力。
全书结构严谨，文笔流畅。
比一般的历史专著更具可读性和吸引力。
无论是专业工作者还是一般民众都值得一读。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馆长、研究员  倪兴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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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开端:中国共产党成立述实(套装上下册)》以纪录片人独有的观察视角、开阔的视野和鲜活细腻的语
言，囊括吸收了海内外中共创建史研究的新旧成果，以亲身经历的深入访谈、实地调查，给尘封已久
的陈年往事赋予了鲜活而有现实意义的生命力；书稿虽然篇幅浩繁、文献丰富，却格调轻松、文笔清
新，一扫某些党史读物的枯燥与沉闷。
从学术成果角度说。
《开端:中国共产党成立述实(套装上下册)》是中共创建史研究领域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和文献价值的崭
新成果，是一部迄今为止我所见到的最为翔实、细致、系统的建党史研究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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