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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籍先进分子在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中的贡献1

金延锋

（中共浙江省委 党史研究室，浙江 杭州 310025）

【摘 要】：介绍了浙江籍先进分子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方式和途径及浙江籍先进分子在传播马克思主义

过程中所做的特殊贡献，进而分析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原因，为研究早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提供有价值

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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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是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马克思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导师，是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创始人，是马克思

主义政党的缔造者和国际共产主义的开创者，是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思想家。中国经过五四运动后，新思潮大量涌现，诸多学说

流派争鸣斗胜，其中尤以马克思主义以其高度的科学性和革命性逐渐吸引着越来越多的进步青年，浙江籍先进分子就是其中的

一部分，他们努力学习并开始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

本文从浙江籍先进分子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方式和途径、原因以及特殊贡献三个方面进行简要论述，旨在了解浙江籍先

进分子在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过程中所做的工作。

一、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方式和途径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十月革命胜利后，中国掀起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高潮。在这一高

潮中，浙江籍先进分子成为最为活跃的群体，他们通过创办报刊、著书撰文、翻译经典著作以及深入工人群众等方式和途径，

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

第一，以报刊为阵地，介绍马克思主义和新思潮。

浙江籍先进分子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之一，就是创办各种报刊，作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阵地，向广大读者介绍马克思主

义。

由浙江籍留日学生同乡会发起创办的《浙江潮》，是中国较早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刊物之一。《浙江潮》于 1903年在日本东

京创办，现存 10期，是当时全国影响最大、最受欢迎的革命报刊之一。1903年 10月，《浙江潮》第 8期上发表了署名“大我”

的文章《新社会之理论》，简要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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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胜利后，浙江籍先进分子及时向国人介绍十月革命以及革命胜利后的苏俄情况。他们在上海、北京、广州以及浙

江等地创办了一批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进步报刊，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产生了重要影响。上海有《星期评论》和《民

国日报》副刊《觉悟》，北京有《京报》，广州有《劳动与妇女》，浙江有《浙江新潮》《钱江评论》等，这些当时比较著名

的报刊，都是浙江籍先进分子主编的。

《星期评论》创办于 1919年 6月 8日，主编是沈玄庐和戴季陶。在《星期评论》社工作或为刊物撰稿的浙江籍先进分子还

有陈望道、邵力子、施存统、俞秀松、杨之华、沈仲九、刘大白等人。《星期评论》自创刊到 1920年 6月 6日被迫停刊，共出

53 期，总计发表诗、文 400 余篇，是五四以后全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刊物之一，与同一时期李大钊、陈独秀创办的《每周

评论》、毛泽东创办的《湘江评论》一起被誉为“三大评论”之一。

《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创办于 1919 年 6 月 16 日，主编邵力子。浙江的陈望道、沈玄庐、刘大白、夏丐尊、施存统、

杨贤江、沈雁冰、杨之华、曹聚仁等都是该刊的主要撰稿人。《觉悟》是当时传播马克思主义影响最大的报纸副刊。

邵飘萍在北京创办的《京报》，是五四运动以后北方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阵地。《京报》创办于 1918年 10月 5

日，1919年 8月 21日被当局查封。1920年 9月 17日复刊。《京报》复刊后，不仅热情歌颂十月革命，介绍苏维埃俄国的真实

情况，而且还发表或译载了大量介绍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章，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舆论阵地。

《劳动与妇女》是沈玄庐于 1921年 2月 13日在广州创办的一份杂志，其总发行所就设在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机关报《广

东群报》社，它是沈玄庐在广东扩大马克思主义宣传的一个重要窗口。

浙江籍先进分子在上海、北京、广州创办报刊，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同时，浙江省内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新思潮的报刊也

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其中最著名的是《浙江新潮》《钱江评论》等。

《浙江新潮》于 1919 年 11 月 1 日出版，是浙江最早受十月革命影响宣传社会主义的刊物。11 月 7 日，发表了施存统的

《非孝》一文，触动了中国社会封建伦理根本，引起了极大震动。浙江军阀政府下令查封刊物。12 月 2 日，北京政府密电各省

查禁《浙江新潮》。但《浙江新潮》社没有屈服，他们把第三期稿子送到上海，由《星期评论》社代为印刷。《浙江新潮》虽

然存在时间很短，但在全国颇有影响，除在本省发行外，在哈尔滨、广州、成都、长沙、南京以及日本神户都设有发行点。

《钱江评论》是继《浙江新潮》后，在浙江更进一步主张社会改造、鼓吹宣传新思潮和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刊物。该刊由浙

江省立第一师范（以下简称浙一师）学生曹聚仁等人于 1920年 1月 1日在杭州创办，到 6月 20日共出版了 13期。该刊一个显

著的特点是文章不署名，理由是反对为个人名利撰文、打破偶像观念、鼓励作者畅所欲言。但该刊在“一师风潮”后所发表的

一些文章显然出自已有初步共产主义信仰的知识分子之手，如《“共产主义”与“人情”》及关注农民问题的一系列文章。

除了《浙江新潮》《钱江评论》夕卜，浙江各地的进步报刊还有二三十种之多。这些刊物对推动新文化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第二，著书撰文，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

在创办报刊的同时，浙江籍先进分子还撰写专著和文章，广泛地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

最早以专著形式介绍十月革命和苏维埃俄国的人是邵飘萍。他在 1919 年冬到 1920 年夏撰写了《综合研究各国社会思潮》

和《新俄国之研究》两本专著。为什么要用专著的形式来介绍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十月革命后苏俄的政治、经济、文化教

育等各方面的制度和政策呢？邵飘萍在《新俄国之研究》一书的绪言中，非常明确地说明了自己撰写此书的原因和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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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使国人正确理解十月革命。十月革命的影响不仅限于国内，而且早已超越疆界，具有广泛的国际意义，“对此世界空

前之奇剧，生活于此世界中之国民，胥不可不具正确之理解”。

二是外交需要。“俄之壤土，与我国西北相接，……政府于国民欲求对俄外交上之适当，自以研究俄事为第一需要”，“为

政府外交、国民外交万一之助”。

三是帮助国民了解苏俄真相。“国人对于俄事深为注意”，但又“苦于难悉俄事之真相”。以致“对于革命后之俄国，每

疑为奇离怪诞，非人间食语”。因此撰写此书是为使国人有“判断俄事之常识”，勿为“不尽实”之言所惑。

四是批驳军阀当局对十月革命的污蔑。不但不见官厅对俄事有缜密沉静之研究，而且时有无识浅薄之言“预防过激思想”，

“盲从日人故意曲解所加‘过激’之名词，发为神经过敏之愚论”。所以“举革命后劳农新俄国之政治经济社会外交荦荦诸大

端”成《新俄国之研究》。[2]147-148

除了撰写专著，邵飘萍还以复刊后的《京报》为阵地，不断介绍十月革命和苏维埃俄国的新成就。如在《京报》连载与他

人合编的论著《俄国大革命史》《改造世界之人物》等，还连发 6 篇专论，介绍俄国各方面的历史演变和现状，客观地把列宁

介绍给国人，为国人进一步了解苏维埃俄国提供了真实情况。

邵力子在主编《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的同时，也撰写发表了各类署名文章约有 950 篇，其中有相当部分是专论马克思

主义的，如《提倡社会主义决不是好奇》《马克思底思想》等。

沈玄庐在创办《星期评论》的过程中，亲自为《星期评论》撰稿 120多篇，约占全刊稿件的 1/4。他在广州主编《劳动与妇

女》时，也经常自己撰文，从现存的 8期 76篇文章来看，有 38篇出自他的手，占到 1/2。

此外，陈望道、刘大白、夏丐尊、施存统、杨贤江、沈雁冰、戴季陶等都撰写了许多文章，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和新思

潮等。如陈望道在 1920-1924 年间，在《觉悟》副刊上就发表了近 200 篇文章，其中有许多文章也是专论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

义的。

第三，翻译介绍马克思主义著作。

翻译介绍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让国人更加准确、深入地了解马克思主义，这是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浙江籍先进分子

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其中最为突出的是陈望道翻译了《共产党宣言》。

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发表于 1848年 2月，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宣言》用鲜明透彻的语言阐述

了一个新的世界观，为认识人类社会发展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行动指南，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伟大的

革命宣言，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第一部纲领性文献。

1920年 2月，在邵力子的推荐下，陈望道应《星期评论》主编之一戴季陶之约，回老家义乌分水塘村翻译《共产党宣言》。

从 2 月至 4 月，陈望道以日文本为主，同时参考英文本，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完成了《共产党宣言》翻译工作，这是中国第

一部中文全译本。译稿由陈独秀和李汉俊校阅后，于同年 8 月在上海印刷出版。《共产党宣言》出版后，立即受到社会各界的

欢迎，一再翻印，广为传播。

陈望道除了翻译《共产党宣言》外，在 1919-1921 年期间，还翻译了《空想的和科学的社会主义》一书，以及《马克思的

唯物史观》《唯物史观的解释》《劳动运动通论》《劳工问题的由来》《社会主义的意义及其类别》等介绍和研究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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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章。

沈雁冰在从事文学创作和编辑工作的同时，也积极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以及介绍马克思主义和苏俄政治文化概况的文

章。如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第一章、《共产主义是什么意思》《美国共产党党纲》《共产党的出发点》以及罗素的《游俄之

感想》《罗素论苏维埃俄罗斯》等等。

除此之外，施存统、郑振铎也积极开展翻译工作。施存统为陈独秀、李大钊等发起组织的“新时代丛书社”翻译了《马克

思主义与达尔文社会主义》《马克思学说概要》两本书。到日本留学后，也经常向国内寄来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译文。从 1920年

7月到 1921年 12月回国，施存统先后翻译了日本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山川均、河上肇等人的文章 9篇。郑振铎翻译的列宁《俄罗

斯之政党》《对于战争之解释》两篇文章，是列宁著作中较早被翻译成中文的文章。此后，郑振铎还翻译了一些介绍苏俄军事、

生产、文化等情况的文章。

第四，深入工人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

五四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浙江籍先进分子在五四运动以后，就开始关注工人斗争，

并对其给予高度的肯定与赞扬。为了促进工人阶级的团结和联合，浙江籍先进分子积极对工人进行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启发

他们的阶级觉悟，号召他们团结起来为争取自身的解放而斗争。

陈望道是对工人进行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的先行者。他在报刊上发表了多篇有关工人运动的文章，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工

人宣传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和阶级斗争学说，启发他们的科学社会主义意识。俞秀松、邵力子、沈玄庐、郑振铎等也都撰写

文章，从各个方面对工人进行启蒙宣传。

在撰文对工人进行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的同时，浙江籍先进分子更注重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开展宣传，研究如何帮助工人

开展劳动运动。俞秀松是中国知识分子中较早自觉、主动地深入工厂当工人、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先行者。他在上海厚生铁

工厂劳动了三四个月，还与陈独秀等人发起成立了上海机器工会。陈望道、沈玄庐、邵力子等人也都参与了工人运动。这一方

面促进了先进知识分子自身的思想转变，也推动了工人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此外，浙江籍先进分子还积极参与了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的论争。

二、浙江籍先进分子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的特殊贡献

浙江籍先进分子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的特殊贡献，应该说主要是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提供了理论准备和物质准备，这些

已经有不少文章进行过论述。在此，主要想通过介绍他们在传播马克思主义过程中所呈现出的在全国来说属于“第一”的人和

事，以此来看其特殊贡献。

第一个把马克思著作《资本论》完整传入中国的是浙江籍的马一浮。1903 年，马一浮应聘担任清政府驻美使馆留学生监督

公署秘书。在美期间，他阅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尤为喜欢。1904 年，马一浮转赴日本自费留学，在日期间，他买到一部

德文版的《资本论》。同年底回国时，他将书带回国内，送上海国学扶轮社收藏，准备翻译出版。后该书几经周折，又回到马

一浮手上。马一浮后来到浙江大学讲学，遂将这部《资本论》赠给浙江大学。这是第一部进入中国的马克思著作，对在中国介

绍和传播马克思主义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马一浮为早期介绍马克思主义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一次比较详细地介绍马克思、恩格斯生平及其学说的是浙江籍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和理论家朱执信。朱执信 1905年加入孙

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并担任《民报》的编辑工作。1905至 1908年，朱执信在《民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政论文章，宣扬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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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反清救国，介绍社会主义思想，初步探讨和介绍了马克思主义。1906 年 1 月，朱执信在《民报》第二号上发表《德意志社

会革命家小传》一文，第一次比较详细、客观地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活动和他们两个人的亲密关系及他们共同创立共

产主义学说的过程，同时还介绍了《共产党宣言》的主要内容，并对《资本论》进行了评述。

第一个向国人介绍十月革命的是邵力子。在十月革命爆发的第三天，即 1917年 11月 10日，邵力子根据伦敦和彼得格勒等

地的消息来源，在自己主编的《民国日报》“要闻版”头条位置，以《美克齐美占领都城》的大号标题，配以《突如其来之俄

国大政变》的副题，最早在中国报道了十月革命的消息。

第一个以专著形式全面系统地介绍十月革命和苏维埃俄国的是邵飘萍。五四运动爆发后，邵飘萍因进行反帝爱国宣传，受

到军阀当局缉捕，被迫流亡日本。在日本期间，他悉心学习和研究各国的社会思潮，研究十月革命和苏维埃俄国的情况，撰写

了《综合研究各国社会思潮》和《新俄国之研究》。《综合研究各国社会思潮》分为上下两篇，共 6 章 31 节，于 1920 年 4 月

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新俄国之研究》全书共 24 章，约 8 万字，于 1920 年 8 月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是当时中国少有的一

本专门介绍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介绍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府在各方面政策、成就的著作，因此一经出版，立即销售一空，

到 1927年 3月，该书共出了三版。

陈望道是中国第一个把《共产党宣言》全文翻译成中文的先进知识分子。《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的出版，为中

国先进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创造了重要条件，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社会主义运动在中国的发展，促成了 1921年中

国共产党的成立。“《共产党宣言》发表 170 年来，马克思主义在世界上得到广泛传播。在人类思想史上，没有一种思想理论

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人类产生了如此广泛而深刻的影响。”[3]所以，《共产党宣言》是共产党人的精神富矿。从这个角度讲，陈

望道在传播马克思主义过程中的贡献是最为特殊的。

三、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原因探析

浙江籍先进分子为什么能够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并在不少方面还走在了全国前列？可以从历史发展、地域条件、理想志

向三个方面加以分析。

第一，从历史发展看，积极参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浙江籍先进分子，都是中国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积极参与者，

甚至是发轫者。

五四运动爆发前兴起的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向封建主义发起了前所未有的猛烈攻击，号召人们“冲决

过去历史之罗网，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在众多的领域掀起了思想解放的浪潮。浙江籍先进知识分子勇敢地投入到这一浪潮

中去，为新文化运动推波助澜。如蔡元培、沈尹默、钱玄同、鲁迅以及邵飘萍、沈雁冰、沈泽民等，他们参与了新文化运动对

封建主义的全面出击。

五四运动的爆发，更是与浙江籍先进分子密切相关。蔡元培、邵飘萍是五四运动的开头人和发轫者。

蔡元培任校长的北京大学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北大学生是拉开五四运动巨幕的主力军，而向北大学生发出战斗召唤的就

是蔡元培。1919 年 5 月 2 日，蔡元培得到中国外交在巴黎和会上失败的消息后，立即在北大饭厅召集学生代表和班长开会，通

报情况，并决定 5 月 7 日在天安门举行爱国示威游行。后因情况突变，游行提前于 5 月 4 日举行。蔡元培虽然不是五四运动的

组织者和领导者，但正是他对北大学生发出了战斗召唤，才导致了爱国学生运动的爆发。蔡元培对五四运动的爆发显然起了引

导作用。当运动爆发后，他毅然以辞职、出走来反抗军阀政府对学生的迫害，为五四运动推波助澜。

除蔡元培外，时任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导师、《国民》杂志社顾问的邵飘萍是五四运动的又一位发轫者，他在五四运动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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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准备和组织准备上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1919 年 5 月 3 日晚上，邵飘萍在北大等十几所学校学生代表集会上发表演说，报告

了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经过和原因，具体分析了山东问题的性质和当前形势，呼吁学生们“北大是最高学府，应当挺身

而出，把各校同学发动起来，救亡图存，奋起抗争”。
①2
会后他连夜赶写新闻稿，报道 5月 3日晚上学生集会的消息并加以评论。

邵飘萍成为事前报道五四、事前评论五四的第一人。五四运动爆发后的两个月中，邵飘萍共发表署名文章 40余篇，在思想上影

响着运动的发展方向，为五四运动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此外，当时在北京的钱玄同、鲁迅、郑振铎等人也以各种方式参加或关心着学生反帝爱国斗争。

在上海，是邵力子首先点燃了声援北京学生爱国斗争的熊熊烈火。5月 5日，邵力子得知北京学生爆发五四爱国运动的消息，

连夜撰写并编排好关于五四运动的新闻稿，次日清晨带报纸到复旦大学宣读，并充当学生顾问，分析形势，指点方略，发动学

生联络工学商各界进行声援。邵力子在发动、组织学生和社会各界投人五四运动的同时，还在《民国日报》上连续发表了多篇

时评，呼吁民众在斗争中要牢牢抓住惩治卖国贼、力争主权这个根本问题。邵力子自始至终参加了五四运动。他是上海学生爱

国运动的发动者，罢课、罢工、罢市斗争的推动者和组织者，宣传舆论战线的出色战士。

北京、上海的浙江籍先进分子积极发动、热情参与五四运动之时，浙江省内的先进分子也奋勇地投身到这场伟大的斗争中

去。浙江最早响应北京学生爱国运动的是杭州之江大学，继而杭州各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也纷纷行动起来，并成立了杭州学生

联合会，创办《杭州学生联合会报》，指导各校罢课、示威游行等爱国活动，积极宣传反帝爱国思想。嘉兴、宁波、绍兴、台

州、温州、金华、衢州、丽水等地学生也纷纷响应。学生们通过集会、演讲、罢课、抵制日货等多种形式，来唤醒民众，声援

北京学生的爱国斗争。

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经亨颐，是全省教育界的核心人物。他积极提倡新学，推行教育改革，提出“与时俱进”的办

学方针，使学校成为五四运动时期新文化运动和学生运动的中心。浙一师学生俞秀松、施存统、宣中华都成为浙江声援五四运

动的骨干分子。浙一师教师刘大白、陈望道、李次九和夏丐尊等支持学生解放思想，积极推行以反帝爱国为旨的新文化运动。

第二，从地域条件看，浙江享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毗邻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中心之 一——上海。

在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过程中，中国南北方各形成了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北方以北京为中心，1920 年 3 月，由李大

钊主持，成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南方以上海为中心，1920 年 5 月，陈独秀等发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这两

个中心，先后同湖北、湖南、浙江、山东、广东、天津和海外一批受过五四运动深刻影响的先进分子建立联系，从北京、上海

分别向各地辐射，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
[4]47-48

浙江毗邻上海，自古就往来密切，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诸方面，都深受上海的影响。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五四运

动的爆发、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等，都能在第一时间传到浙江，而且浙江有许多青年人都在上海求学谋事，能直接参与各种活动。

同时，他们又能及时地把各种信息反馈回浙江。

五四运动爆发后的 5 月 6 日，刊登北京学生爱国运动消息的上海《民国日报》等报刊就传到了杭州，这为杭州乃至浙江全

省的学生爱国运动的兴起提供了时间上的保证。5 月 21 日，北京、天津、上海学联代表到达杭州，向杭州学生介绍和通报了学

生爱国运动的情况，进一步推动了杭州学生反帝爱国运动的开展。在上海的沈玄庐一方面投身于上海的声援斗争，一方面不断

地将《新青年》《星期评论》等刊物送往杭州各中等以上学校，激励青年学生投身于反帝爱国运动。

浙江先进分子还积极介绍和推送全国、特别是上海的进步报刊。浙江省教育会创办的《教育潮》，每期都有大量篇幅介绍

《新青年》《星期评论》《湘江评论》等进步报刊。1919 年八九月，《教育潮》和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先后成立了全国报刊

                                                       
2
①转引自《北京大学学生运动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79：20。



7

销售处和书报贩卖部，《新青年》《星期评论》等报刊成为最畅销的刊物。这些进步刊物在浙江的广泛流传，进一步推动了浙

江先进分子的思想转变，有力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第三，从理想志向看，浙江籍先进分子都是以救国救民、改造社会为己任。

中国先进分子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明显特点，是他们传播的主要目的不是单纯为探求学理，不是在玩弄新的词藻，而是

为了正确认识社会发展的规律，认识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为担负起改造中国的历史使命在寻求和掌握革命的科学理论。[4]48-49

而这个明显特点，在浙江籍先进分子身上也得到充分体现。

邵力子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曾热切表示：愿意“一齐努力，除那特殊的阶级，实现那世界的大同”
①
。他非常强调人

们应该坚信主义、忠于主义，他说：“能促进人们努力向上的是什么？只有‘主义’。有了主义，就如同航海者得到了罗盘针

一样，能朝着他目的地前进。有了主义，然后在进行的途中，虽有种种困苦艰难而能自慰藉，精神越发振奋。有了主义，然后

能权衡轻重，遇着万不得已时，宁牺牲个人的暂时的幸福，以谋全体的久远的幸福。”②3

邵飘萍在《新俄国之研究》指出：“俄国今日所实行之社会主义，非独在俄国之政治与社会中为空前之创举，实世界历史

上之一新纪元。今后果见社会主义之成功，其影响于世界，将较诸美国独立、法国革命之威力为尤著。”[2]149这与当时李大钊的

思想不谋而合。

沈雁冰早在 1919年 4月就著文指出：“俄人思想一跃而出……二十世纪后半期之局面，决将受其影响，听其支配。”[2]157

通过传播马克思主义，以救国救民、改造社会为己任的浙江籍先进分子，积极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1920 年 2 月陈独

秀到上海后，沈雁冰、邵力子、沈玄庐就和他取得了联系，酝酿在上海组建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维经斯基到上海后，俞秀松担

任他的助手，协助他做了大量工作。维经斯基召开了几次座谈会，沈玄庐都参加了。四五月份，陈独秀也在上海组织了几次讨

论社会主义和中国改造问题的座谈会，陈望道、邵力子、施存统、俞秀松、刘大白、沈仲九、沈玄庐、沈雁冰、杨贤江、戴季

陶等都先后参加过座谈会。1920 年 5 月，陈独秀等在上海发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正式参加研究会的浙江籍先进分子就

有陈望道、施存统、俞秀松、沈雁冰、邵力子、沈玄庐和戴季陶（戴季陶不久就退出了研究会），占了研究会总人数的 1/2 以

上。杨贤江、刘大白、沈忠九也参加过研究会的几次活动，他们都直接投身到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各项工作中去。

1920年 6月，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在上海开会，决定成立共产党组织，并初步定名“社会共产党”，

还起草了党的纲领。这 5人当中，有两位是浙江人。后经征求李大钊意见，党的名称正式定名为“中国共产党”。

经济酝酿和准备，1920 年 8 月，上海共产党早起组织正式成立，选举陈独秀为书记。定名为“中国共产党”。这是中国的

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到党的一大召开前，先后参加上海共产党早起组织的有 17 人，其中浙江籍先进分子就有陈望道、邵力子、

俞秀松、施存统、沈雁冰、沈泽明、沈玄庐等 7人。

以救国救民、改造社会为历史使命，是浙江籍先进分子投身于传播马克思主义、创建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历史实践中的共同

理想志向。上海共产党早起组织的成立，为建立全国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迈开了实质性的一步，使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了

有组织的实践阶段，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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