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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改变了近现代中国历史的走向，也影响了整个世界。
这样的一个政党革命、改革与建设的历史，堪称人类历史上的思想宝库，它传递出的智慧与感悟必将
是厚重而深刻的。
白云涛编著的这本《中共党史珍闻录》完整系统地回顾了党的历史，全书主要包括：中共中央从上海
秘迁瑞金始末；瞿秋白与《多余的话》风波；新中国成立前夕国共两党争夺人才的较量；中共“理论
家”陈伯达政治沉浮记等内容。

《中共党史珍闻录》从框架结构设计到内容材料选取再到语言表达，群众都竭力突出简洁明了、通俗
易懂的特点，是当前鲜见的广大党员“愿意学、学得懂、用得上、用得好”的最基本、最权威的党史
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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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提供了思想基础和干部基础，恢复陈独秀“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的
历史地位，不可避免地要涉及重新评价陈独秀在建党中的历史地位问题。
　　但是，同样是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在陈独秀建党中的历史地位
阿题上，出现7和否定陈独秀在五四运动时期的历史地位一样的不公正评价。
　　195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是这样描述建党时期的陈独秀的：“党的第一次代表大
会选举陈独秀担任中央的领导工作。
陈独秀并不是好的马克思主义者。
陈独秀在‘五四’运动以前和‘五四’运动中间以中国急进的民主派著名；当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以
后，他成了有很大影响的社会主义宣传者和党的发起者。
”其中“陈独秀并不是好的马克思主义者”这句话至关重要，让人感觉当时党是选错了自己的领导人
。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作为高校教科书普遍使用的《中国革命史讲义》，不但写到五四新文化运动
时一般不提陈独秀，只提李大钊，而且讲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也只讲李大钊和毛泽东，闭口
不提陈独秀。
《中国革命史讲义》甚至说毛泽东在1920年“为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作了思想上的准备”。
当写到中共一大不得不提到陈独秀被选为总书记时，说“他以马克思主义面貌出现，而实质上是小资
产阶级革命家”；陈独秀被选为党中央领导人，是由于“党在初创时的幼稚所致”，说明那是一个“
错误的选择”。
　　不仅如此，上个世纪50年代，随着政治氛围日益“左”倾，不但不承认陈独秀在建党中的基本功
绩，还对陈独秀进行错误的批判。
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还开了一门“陈独秀批判”课，并于1958年出版了《陈独秀批判》一书。
在错误的批判中，陈独秀的建党功绩不但被抹杀，还被指斥是“混入党内”，“窃取了党的总书记”
等等。
　　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是非颠倒，黑白不分，陈独秀不但成为“十次路线斗争”中“
第一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还在“评法批儒”中被说成是“尊孔派”加以批判。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学术界对陈独秀在建党中的历史地位问题开始进行重新研究和评价。
　　1979年是陈独秀诞辰100周年，也是五四运动爆发60周年。
在一系列的纪念五四运动和陈独秀问题学术研讨会中，不少学者打破禁区，开始肯定陈独秀在传播马
克思主义和创建中国共产党等方面的功绩。
有的学者指出：“陈独秀能够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和总书记绝不是偶然的。
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思想准备、组织准备和培养干部等方面，都作了很大的贡献。
那种认为陈独秀—贯错误，靠名声欺骗群众才当上总书记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　　1980年3月，邓小平在与有关同志谈《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工作时，提出不
要再提路线斗争，并说：陈独秀，还有瞿秋白同志、李立三同志这三个人，不是搞阴谋诡计的。
1981年7月，邓小平在陈独秀墓地的有关资料上批示：“陈独秀墓地作为文物单位保护，请安徽省委考
虑，可否从地方财政中拨款修墓，并望报中央。
”同年明18日，在建党6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萧克将军讲道：“陈独秀问题，过去是禁区，现在是半
禁区。
说是半禁区，是不少人在若干方面接触了'但不全面，也还不深入，大概还有顾虑——即便他后期犯了
投降主义及开除出党搞了托陈取消派，也应该全面研究。
”会上，萧克将军在谈到建党问题时说道：“不久前看纪录片《先驱者之歌》，就看不出五四运动的
总司令和创党的最主要人物。
在创党的镜头中，一出现就是李大钊。
然而，南陈北李，是合乎历史事实的定论。
李大钊作为创党主要人物之一是对的，但陈独秀应属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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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克将军还特别提出：在中共党史研究中，要“不唯上，不唯亲，不唯权势”。
1982年，陈独秀家乡安庆市整修陈独秀墓的请求得到中共中央批准和专门拨款。
 党中央和老一代革命家对陈独秀态度的转变，对陈独秀研究是一个巨大的促进和鼓励。
　　1984年初，陈独秀的一位后人向中央提出恢复陈独秀党籍问题。
中央书记处专门开会讨论这个问题，虽然认为不应当恢复陈独秀党籍，但指示中央党史研究室写一篇
评价陈独秀一生的文章，澄清陈独秀的历史是非，恢复陈独秀的本来面目。
同年11月，党的总书记胡耀邦召集有关专家开会讨论中央党史研究室有关陈独秀问题的送审稿。
会上，胡耀邦指出：过去很长时期对陈独秀予以全盘否定是不公正的。
陈独秀在本世纪的最初二十几年为中国革命建立了很大的功劳，后来犯了错误，但也不能将大革命的
失败完全归咎于他。
当时敌强我弱的阶级力量对比悬殊，我们党又处在幼年时期，缺乏革命经验，即使是中央领导人在理
论上政治上也很不成熟，加上共产国际脱离实际的指导，在这种条件下，陈独秀不犯错误是很难的。
为此，胡耀邦提出：写陈独秀这样对革命有过很大贡献的历史人物，要像鲁迅写章太炎那样，有一种
深远的历史眼光，采取厚道公正的写法，这样才能正确地评价前人，深刻吸取历史教训，坚持马克思
主义的实事求是的精神，使后人受到教益。
　　经过多次修改，《关于陈独秀一生活动的评价》—文在《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9期发表。
在五四时期和建党问题，文章对陈独秀的评价是：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但不是一个好的马克
思主义者；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人之·，是党的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但不是一个称职的领导人
。
这里，首先肯定了“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人之一，是党的早期的主要领导人”，这是主要
的。
那个“但不是一个称职的领导人”的尾巴，可轻可重，但显然是一分为二式的次要地位。
文章代表了当时中共中央的主要看法，在推动对陈独秀的科学研究和公正评价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但是，由于长期以来一些政治因素的影响，在如何评价陈独秀和李大钊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地
位的问题上，总是宣传李大钊更多一些，似乎李大钊的历史功绩高于陈独秀。
但从历史事实看，并非如此。
　　此后，关于陈独秀在建党中作用问题引起研究者的极大兴趣。
有学者指出：之所以陈独秀在建党中的作用“应属首位”，是因为陈独秀的贡献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以《新青年》为阵地，完成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建党准备；二、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完成了
理论上的建党准备；三、亲自创建党的早期组织，完成了组织上的建党准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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