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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了进一步促进中共创建史的研究，为了更好地宣传党的光荣历史和革命传统，中共一大会址纪
念馆编辑了本论文集。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编写的《中共一大研究论文集》围绕中共一大尚存争议的相关问题，分为“会期
与会址”、“代表人数与资格”、“议题及争论问题”、“会议文献”、“领导机构”、“代表研究
”等八个部分，收录了1980年至2010年期间，公开发表的各种有代表性的论文58篇。
为保持论文的原貌，编选者对原文基本不做改动。
本论文集的出版，有助于给广大研究者和读者提供一个了解中共一大研究的基本线索，为以后研究的
带来一些新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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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会期与会址关于中共“一大”预定开会时问的探究中共“一大”的预定开幕日期探疑中共“一大
”开幕日期再考证关于党的“一大”开幕日期问题的商榷中共“一大”8月1日闭幕考中共“一大”结
束日期新探党的“一大”闭幕日期是8月2日中共“一大”闭幕日期考订中共“一大”闭幕于8月3日党
的“一大”8月5日嘉兴闭幕考辨党的“一大”会址、会场考中共“一大”开幕式在博文女校举行的考
证中共“一大”会址地址辨析党的“一大”会址被搜查之谜巡捕闯入中共“一大”会场新说中共“一
大”会场被搜查之谜代表人数与资格对《关于中共“一大”代表人数的几种说法》一文的质疑对中共
“一大”代表人数的新质疑关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人数的探讨--与邵维正同志商榷包惠
僧出席中共“一大”身份问题考证张对包惠僧中共“一大”代表问题的再认识驳张国焘的一个谎言
　--关于何叔衡中共“一大”代表资格的考证关于何叔衡是否终席中共“一大”问题何叔衡没有出席
中共“一大何叔衡是中共“一大”代表，但未出席中共“一大--兼论出席中共“一大”的代表是十二
人，不是十三人试谈李大钊未能出席中共“一大”的原由李大钊、陈独秀未参加党的“一大”之原因
李大钊未曾出席中共“一大”原因考陈独秀没出席中共“一大”的原因“南陈北李”为何不出席党的
“一大对出席中共“一大”代表的几个判断议题及争论问题党的“一大”议题初探中共“一大”上不
同政治观点之争中共“一大”上毛泽东是否反对了“左”、右倾思想考中共“一大”并未采用民主集
中制⋯⋯会议文献领导机构代表研究合论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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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的反映，特别是北京、广州的组织，混进了一批无政府主义者，观点的分歧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后来，无政府主义者有所分化，有的转而接受马克思主义，有的则退出了组织，党内思想就比较一致
了。
　　第二，宣传马克思主义。
代表们在会上介绍了各地宣传马克思主义方面所做的大量工作。
各地区在党组织建立前后，公开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有的地方称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或俄罗斯
研究会），组织进步青年开展读书、演讲活动。
研究会成了重要的宣传阵地，在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上起了重大作用。
　　为了加强党的宣传工作，上海党组织于1920年9月1日，把《新青年》杂志（从第8卷第1期起），
改组为党的公开的机关刊物，并于1920年11月7日，创办了内部刊物《共产党》月刊，在全国主要城市
中秘密发行。
《共产党》月刊发表了许多文章和短言，批判了假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基
本主张，指出了中国革命的共产主义方向。
为了建党的需要，刊物着重宣传了有关共产党的知识，大量介绍了第三国际和苏俄的具体情　　况，
以及列宁的学说和联共的经验，译载了列宁的一些重要著作，并介绍了共产主义运动在世界各国的迅
速发展，报道了美国、英国、德国等十几个国家的建党情况和工人运动的消息。
《共产党》月刊的出版和传播对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思想建设起了重要作用。
　　新青年社翻译出版了《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等马
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以及多种解释马克思主义的通俗小册子。
长沙创办的"文化书社"，以推销新书报，介绍新思想为主要任务，与全国各城市以及省内各县共六七
十处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大量销售进步书籍刊物，积极传播革命思想，成了湖南的一个宣传中心。
武汉也创办了《武汉星期评论》，广州还开办了宣传员讲习所。
这些活动对于传播马克思主义，启发群众的革命觉悟，具有积极的意义。
　　第三，开展工人运动。
各地代表在会议上介绍了本地区初期工人运动的概况，交流了组织工运的方法和经验。
一年来，各地党组织逐步把工作转向工人运动，一些党员开始深人到工人群众中去，调查工人现状，
建立亲密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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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坐落在上海市兴业路76号（原望志路106号），是一幢石库门楼房，建于1920
年秋。
当时为出席中共“一大”会议的上海代表李汉俊及其胞兄李书城的寓所。
1952年9月，中共一大会址修复，成立纪念馆并对外开放。
1961年3月，国务院公布中共一大会址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84年3月，邓小平同志为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题写了馆名。
1997年6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公布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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