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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和森的建党思想及其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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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延安 716000) 

【摘 要】：蔡和森建党思想的形成经过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在湖南第一师范时期形成了改造社会的思想；在留

法期间初步形成了建党思想；党的二大以后，其建党思想不断发展和完善。蔡和森的建党思想主要来自列宁的建党

理论，特别是列宁起草的《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对蔡和森建党思想有决定性的影响。蔡和森的建党思想对于当今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人民立场、坚持正确的党史观、高度重视党的思想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蔡和森 建党思想 启示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成为中共党史上的佳话，但对创建中国共产党做出突出贡献的，并非只有李大钊和陈独秀。在中国

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除了北京、上海、广州、长沙、武汉、济南已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之外，在法国和日本的留

学生中也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1]114-115蔡和森是旅法共产主义小组的创始人之一，无论是其建党思想还是中共党史学思想，蔡和

森在中共党史上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1920年 9月，蔡和森就提出要“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是“提出‘中国共产党’名称

第一人”
[2]
;1926年，他写出了《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该文“可被视为党史研究的第一部通史类著作”

[3]
。虽然学术界

已经对蔡和森建党思想和中共党史学思想有了初步的研究成果，但这些研究还不够，需要对蔡和森的建党思想作进一步研究。 

一、蔡和森建党思想的形成 

蔡和森建党思想的形成有一个曲折的过程，其建党思想有相对独立的发展轨迹，并非李大钊、陈独秀直接影响的结果，也不

是共产国际指导的产物。[4] 

(一)湖南第一师范时期改造社会思想的形成 

蔡和森 1895年出生于上海的一个小职员家庭，由于受到资本家的盘剥难以维持生计，在他 4岁那年，一家人不得不回到了

湖南老家双峰县永丰镇。由于家境贫困，他曾经因交不起学费而辍学，也曾经当过三年学徒工，受尽老板的欺侮和压榨。少年时

的贫困生活，使蔡和森对工农群众天生有一种亲近感和同情感。 

1913 年，蔡和森考上了湖南第一师范，在这里他结识了毛泽东，两人一见如故，成为挚友。在学校期间，蔡和森的思想受

到墨子和谭嗣同的影响，而同辈人中蔡和森最称道的是毛泽东。[5]135-137蔡和森认为，墨子代表了社会下层普通百姓的利益，墨子

的“兼爱”思想可以改变当时“饥者不得食，寒着不得衣，劳者不得息”[6]27 的不平等社会现状；他也赞赏谭嗣同对封建专制制

度的尖锐批判，对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同情。 

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期间，蔡和森与毛泽东非常关注社会现实问题。1918 年春，两人对洞庭湖区 5 个县市进行了农村社会

调查，“经湘阴、岳阳、平江、浏阳几县，游历半个多月，了解社会情况，读‘无字书’,路上还详细商谈组织新民学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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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3这次调查活动使他初步认识到，农民的贫困和工人的失业不是个人问题，而是社会问题，必须改造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才能

改变中国农村的状况。 

由于自身阅历的增加以及受当时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蔡和森产生了改造社会的思想，其实际行动就是成立新民学会。1918年

4月 14日，蔡和森、毛泽东等人发起成立了“新民学会”,其宗旨为“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他们希望借助团

体和组织的力量来改良社会。虽然其宗旨还没有上升到“改造中国与世界”1的高度，也还没有产生明显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

但新民学会作为一个进步的社会团体在沿着改良社会的道路发展。 

(二)留法期间建党思想初步形成 

1918 年 6 月，蔡和森到北京筹办赴法勤工俭学事宜，通过杨昌济的推荐，他结识了蔡元培、李大钊等人，开始接触列宁学

说。1918年 10月，李大钊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初步的宣传介绍。受此影响，

蔡和森“对列宁、苏俄革命和布尔什维克党大加赞扬”,“只计大体之功利，不计小己之利害，墨翟倡之，近来俄之列宁颇能行

之，弟愿则而效之”。[5]99 

1919年，通过《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刊物，蔡和森产生了进一步学习探索马克思主义的强烈愿望。他也是带着这种愿望

赴法留学的。另外，蔡和森亲自参与了五四运动，认识到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也萌发了依靠工人、农民阶级来变革社会的思想。 

1919年 12月，蔡和森从上海乘船到了法国，开始“猛看猛译”马克思主义著作，根据李维汉的回忆，蔡和森从法文翻译而

来的马列主义著作主要有：《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共产

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和若干关于宣传十月革命的小册子。
[5]23-24

蔡和森将自己的心得体会通过书信与毛泽东交流。1920

年 8月 13日，在给毛泽东的信中，他认为，中国走俄国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道路，通过阶级斗争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

是“现世革命唯一制胜的方法”[8]56,“我对于中国将来的改造，以为完全适用社会主义的原理和方法”[8]57。同时他认为，要实现

中国革命的胜利，需要“四种利器”,即党、工团、合作社和苏维埃，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组建共产党。“我以为先要组织党——

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8]57 毛泽东赞同蔡和森的主张，反对萧子升和李维汉提出的

“用平和的手段，谋全体的幸福”的无政府主义改良主张。 

1920年 9月 16日，蔡和森又给毛泽东写信，主要阐述唯物史观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指导思想的重要性。他认为，马克思的唯

物史观是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的理论基础，还列出了一个公式：“俄社会革命出发点=唯物史观。方法=阶级战争+阶级专政。目的

=创造共产主义的社会。”
[8]68

由此公式来看，蔡和森对俄国革命的方法、目的的理解还是比较准确的，也符合《共产党宣言》所

阐述的基本理论。蔡和森还提出，中国的社会革命是不可避免流血的，因此组建党组织十分重要：“公布一种有力的出版物，然

后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8]75蔡和森是最早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这个响亮口号的卓越领导人。在法国，蔡和

森在没有和陈独秀、李大钊交流的情况下，能独自提出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思想，与他“猛看猛译”马列主义著作、广泛宣传

马克思主义思想有直接关系，也充分体现了他高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对中国现实的深刻洞察。 

1920年，蔡和森向周恩来提出，必须尽快成立一个思想统一、组织严密的共产主义团体。周恩来欣然接受了蔡和森的建议。

1921 年 7 月，蔡和森和留法的工学世界社成员开会讨论建立共产党的具体问题，随后，他和周恩来、赵世炎一起酝酿成立旅欧

统一的组织——中国少年共产党。1921年 10月，蔡和森因领导留法学生的反政府斗争被强行遣送回国。周恩来、赵世炎领导留

法学生于 1922年 6月在巴黎正式成立了“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而蔡和森在上海加入

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共中央从事党的理论宣传工作，成为我党早期的重要的理论家和宣传家。 

(三)党的二大后，蔡和森建党思想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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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 年，在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蔡和森被选为中央委员。同年 9 月，蔡和森担任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的

主编。蔡和森撰写发表了大量理论文章和政论性文章，广泛宣传马列主义理论和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探讨中国革命的

现实问题，对各种错误的、有害于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发展的思想进行了坚决斗争。 

1.批判“合法马克思主义” 

所谓“合法马克思主义”,是指把无产阶级政党变成研究马克思主义专门学会的思想倾向。[9]这种思想倾向严重曲解了马克

思主义的建党原则。中国共产党内“合法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是李汉俊。李汉俊在中共一大、二大上连续提出了“合法马克

思主义”的观点，“反对工人运动，反对党的民主集中制，反对党的纪律，企图使党成为一种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会。”[5]9李汉

俊主张建立专门的学校来宣传和学习马克思主义，反对中央集权制和党的民主集中制，反对有人吃革命饭、领薪水(即职业革命

者)。李汉俊观点的实质就是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放弃党的组织活动原则，放弃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道路。 

蔡和森针对“合法马克思主义”错误思想进行了批判。他认为，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的政党，担负着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实

现共产主义的伟大使命。如果放弃了自己的组织原则，纪律就会涣散。没有铁的纪律，各级党组织就没有战斗力，无产阶级的领

导地位也会最终丧失。如果没有民主集中制，党的方针、政策就不可能有效地上传下达，也就不可能很好地执行。只有培养一大

批具有牺牲和奉献精神的职业革命家，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才可能取得胜利。蔡和森对“合法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得到党

内绝大多数同志的拥护，清除了错误思想对党的不良影响，使党员同志进一步明确了党的性质、宗旨和组织原则，对于发展壮大

中国共产党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2.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坚持党的纯洁性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对于要不要同国民党合作、如何同国民党合作的问题，蔡和森的思想认识经过了一个转变的过程。

中共二大提出要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决定同国民党合作。但蔡和森认为，国共两党的阶级立场是不同的。国民党代表

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共产党代表的是广大工农阶级的利益，如果同国民党合作，实际上就是放弃了党的宗旨和原则，模糊了党

的无产阶级立场，就会丧失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这个时候的蔡和森实际上是反对同国民党合作的。 

1923 年初，京汉铁路工人罢工遭到了直系军阀的残酷镇压，使蔡和森认识到联合国民党反对封建军阀统治的必要性，而且

当时刚成立的国民党还是具有进步性的，这个时候蔡和森改变看法也是顺应了当时的革命形势。但是，在“党内合作”还是“党

外合作”的问题上，蔡和森坚持党外合作。他认为国共两党的指导思想、组织方法和革命手段都不相同，如果实行党内合作，会

丧失共产党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中共三大最终还是确立了共产党与国民党实现党内合作，但同时吸收了蔡和森的部分观

点，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时，必须保持其思想上、组织上的独立性。不过，在当时国民党领导国

共合作的框架中，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在事实上是难以保证的。虽然蔡和森对国民党和孙中山的认识并不一定客观，但他始终坚

持中国共产党在国共合作中的独立性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正因为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忽视了党的独立性和对统一战线的领导

权，最终为大革命的失败埋下了隐患。 

3.总结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 

1925年 10月，蔡和森到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会议。1926年上半年，他作了《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

的报告。“这个长达五万字的报告……是我党领导中国革命的真实记录和总结，为研究我党早期历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10]15

这个报告的副标题是“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及其使命”,报告主要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产生的历史背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党

的政治生活与劳动运动的发展、从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到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党内政治生活情况等等。[11]蔡和森

的报告是“中共党内最早的党史研究专著”[12]32,它不仅详细客观地描述了中国共产党成立 5 年来的历史，更为重要的是总结了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确立了正确的党史观，为以后中国革命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提供了借鉴。 



 

 4 

4.与党内“左”右倾思想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者之一，蔡和森对党内的“左”右倾错误思潮一直保持高度的警惕，并与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党

的机会主义史》(1927年)和《论陈独秀主义》(1931年)这两篇著作集中反映了蔡和森对“左”右倾思想的批判。 

在八七会议刚结束不久，1927 年 9 月，蔡和森撰写了《党的机会主义史》这个长篇报告。这是中共党史领域第一部关于党

内机会主义发展史的专门史著作，对于消除“左”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影响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针对当时有人诬蔑中国共产

党从产生起便存在机会主义的错误观点，蔡和森进行了批驳。他认为，党成立初期只有一些零碎的错误，1926 年，中山舰事件

发生后，党中央领导人，主要是陈独秀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再加上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的消极影响，才使右倾机会主义占了

主导。蔡和森还分析了党内机会主义思想的根源在于没有密切联系群众，忽视群众的力量，使党内的机会主义路线占了上风。虽

然党内存在机会主义错误，但蔡和森对党的发展前途充满信心，认为“我党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功绩，是非常伟大而不可磨灭

的”[8]910。 

1928 年，蔡和森在莫斯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他在发言中批判了瞿秋白的“左”倾错误，认为八七会

议以来，中央政治局所认为的革命高潮论是非列宁主义的，是非马克思主义的
[8]939

。1930 年 12 月，他在“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

关于立三路线的讨论”的发言中坚决反对立三路线。1931 年，蔡和森写成了《论陈独秀主义》的长文，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

产生、发展、影响以及根源、性质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12]238。蔡和森认为，陈独秀是中国原始的“孟塞维克路线之典型的代表”,

陈独秀忽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他崇拜资产阶级，轻视无产阶级与农民”,“根本不知道民主革命的胜利就是工农民权独裁，

而认革命胜利一定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8]985,陈独秀对中国农民阶级的重要性和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没有充分的认识，对中国革

命性质与前途进行了错误的判断，认为中国革命胜利后还需要经过一个长期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犯了“二次革命论”的右倾

错误。蔡和森认为，陈独秀主义的思想根源就是一条资产阶级路线，代表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清除陈独秀右倾错误必须重视工

人阶级的力量，把党的思想作风改造与群众工作结合起来。 

中共二大后，蔡和森对于坚持党的原则进行的理论创造和实践斗争，维护了党的独立性和纯洁性，为保持党的无产阶级性质

和为工农群众服务的宗旨，为保证党沿着正确道路发展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蔡和森建党思想的内容 

蔡和森作为创立中国共产党的卓越领导人之一，在相对独立的环境中，在留法期间，基本形成了建党思想，他对于建党的必

要性、方法、原则等问题都有比较明确的阐述。中共二大后，蔡和森又进一步发展了其建党思想。 

(一)建党思想的理论来源 

蔡和森建党思想的直接来源是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共 21

条，简称“21条”)。正是在此文件的影响下，蔡和森提出了列宁式的建党思想和建党原则。[13] 

《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是在 1920 年 7 月 19 日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这个文件为世界各国无产阶级

革命领袖建立马列主义政党指明了方向。
[14]25

蔡和森通过阅读法国《人道报》上登载的《加入共产国际许可条件》,了解了加入共

产国际的方法步骤等，直接启发了蔡和森要在中国成立共产党的思想。1920 年 8月 13日和 9 月 16 日，蔡和森先后给毛泽东写

了两封信，交流了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在后一封信中，蔡和森提出，中国流血的社会革命是不可避免的，

因此组建党组织十分重要。他在信中提出，“公布一种有力的出版物，然后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8]75 蔡和森的

这些主张得到了毛泽东的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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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党必要性 

蔡和森认为，当时世界分裂为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个敌对的阶级，无产阶级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抛弃改良的调和路线，采

用“阶级战争+阶级专政”的方法，才能打破中产阶级的国家机关，建立无产阶级的苏维埃政权，才能维护无产阶级的经济利益。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为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自身解放和人类社会的发展开辟了新道路。俄国十月革命之所以能够胜利，主要靠的

是“忠于马克思主义的布尔塞维克党”的领导。1919 年，第三国际党(蔡和森称为“万国共产党”)成立后，“万国共产党即世

界革命的总机关，这是无产阶级极彻底的……真正的国际组织”[8]70。当时英、法、美、德、西班牙等国成立的共产党都纷纷加

入“万国共产党”,中国社会流血的暴力革命不可避免，那么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一个唯一无二的选择，中国走俄国十月革

命的道路也必须建立中国的共产党，在“万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求得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 

(三)关于建党的方法步骤 

蔡和森认为，实行无产阶级革命需要共产党、工团、合作社、苏维埃“四种利器”,其中最重要的是组建共产党，“因为他

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8]57,有了共产党的这个“神经中枢”,才能领导工人运动，建立苏维埃政权。

他明确提出了党的名称就是“中国共产党”,还提出了建党的步骤。 

从 1920年下半年蔡和森给毛泽东的两封信来看，建党的步骤大概是这样的：首先联合具有共产主义信仰的同志组成一个团

体，创办报刊，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其次，联络同志们进行要求集会、结社、出版自由的运动，争取合法的集会、结社、出

版自由的权利；再次，挑选政治思想素质高业务能力强的党员，进入全国各地的工厂、农场、政府机构等机关，积极发展党员，

团结群众建立自己的革命机构。最后，等到时机成熟，发布中国共产党成立宣言。这也就是说要在思想上保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

性，在理论上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在组织上要成立各地的共产党组织，在行动上要进行工农群众运动，取得他们的支持。“这

种方法，我得之于布尔塞维克”[8]58,蔡和森明确说，他所阐述的建党方法是来自于列宁创建的布尔什维克党的经验。 

(四)关于党的性质和指导思想、奋斗目标 

关于党的性质。蔡和森认为，中国除少数军阀、财阀、资本家以外，基本上都属于无产阶级，“中国完全是个无产阶级国”,

中国共产党是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政党。关于党的指导思想。蔡和森认为，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理论基础，也是指导俄

国革命的理论基础。因为唯物史观关注工农群众的物质利益，区别于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唯理论。唯物史观也应该成为中国共产

党的指导思想。这一主张得到毛泽东的赞同：“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15]4关于党的奋斗目标。蔡和森认为，社会主义

应该成为中国共产党革命的目标。“我近对各种主义综合审缔，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
[8]56

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全人类解放的正确道路，也是中国共产党改造中国社会唯一正确的道路。他还认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不是一

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问题，而是整个世界的社会问题，“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是国际的社会主义”,“中国的阶级战争乃是国际的

阶级战争”[8]82。中国的无产阶级受整个世界的资产阶级的剥削，所以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事实上已经成为国际共产主义革命的

一部分。因此在组建中国共产党时，必须重视“国际色彩”,要与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进行斗争，才可能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

这也是《共产党宣言》所阐明的道理。 

三、蔡和森建党思想的现实启示 

学术界对蔡和森的建党思想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他是“我党最早比较系统、全面而又正确地提出列宁式的建党思想和建

党原则的人”[16]。他的建党思想也对今天党的建设有重要的启示。 

(一)坚持中国共产党的人民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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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和森认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代表的是无产阶级的思想，而“唯理论”代表的是有产阶级的思想。中国共产党只有坚持把

唯物论作为无产阶级的指导思想，才能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基于无产阶级的立场，蔡和森认为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根源就在

于陈独秀“崇拜资产阶级，轻视无产阶级与农民”,脱离了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中国革命自然不可能成功。 

当今我们党仍然面临各种风险的考验，也面临脱离群众的危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要想不断推向前进，就必须牢记自己

的执政根基，牢记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习近平同志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我们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中国共产党只有“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的这一面”,

站稳人民立场，坚持人民主体地位，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才能赢得民心，才能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 

(二)坚持正确的党史观 

1925年，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客观描述了党的历史，总结了党的经验教训，确立了正确的党史观。蔡和森的《党

的机会主义史》一文，坚持正确的党史观，廓清对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认识。 

正确的党史观对党的发展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1945 年党的六届扩大七中全会、1981 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和 2021 年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中国共产党先后通过了三个《决议》,解决了党史上的重大是非问题，总结了经验教训和伟大成就，统一

了思想，加强了团结，凝聚了力量，增进了自信。2022 年 1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九届六中全会

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坚持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17]。坚持唯物史观和

正确党史观，就是要实事求是看待党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澄清对党史上一些重大历史问题的模

糊认识和片面理解，更好地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在新时代更好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三)高度重视党的思想建设 

蔡和森认为，建立一个思想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必须要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真正的革命党，如无革命的理论是不行的，

故一个革命党不仅要有好的组织，好的政策，尤其要有革命的理论来把思想统一，然后才可以领导革命到正确之路”。[8]807中国

共产党刚成立时，其内部思想不可能完全一致，所以，非常有必要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来实现思想统一。为此，蔡和森批判了“和

平改良”的无政府主义、李汉俊的“合法马克思主义”、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等，促进了党的思

想统一，加强了党的领导。 

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

共产党人如果缺乏理想信念，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腐败变质。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党的思想建设

的首要任务，先后开展了“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党史学习教育等，并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这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不断强化党的思想建设，实现了全党思想上的高度统

一，我们要深刻领会“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来进一步推进党的各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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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1920年 7月 6日至 10日,在法国的新民学会会员于蒙达尼开会,会议决定把“改造中国与世界”确定为学会方针。但对于

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法产生了分歧。一种意见是蔡和森提出的,主张仿效俄国十月革命,通过激烈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方式来

改造中国与世界;另一种意见是萧子升提出的,主张采用温和的无政府主义的革命方法,实质上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毛泽东明确

表示支持蔡和森的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