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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望道

陈望道（1891—1977），浙江义乌人。《共产党宣言》中文

全译本首译者。“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积极推动者。著名的社会

活动家、修辞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二十年代初参加中国共

产党的创建。解放后曾任复旦大学校长、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

协常委、民盟中央副主席等职。1955 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

社会科学学部常务委员。著有《修辞学发凡》，被誉为中国现代

修辞学的里程碑。另著有《作文法讲义》、《美学概论》、《因

明学》、《文法简论》等。曾主编《辞海》。

蔡和森
蔡和森（1895—1931），湖南双峰人，1895 年 3 月出生于

上海。1913 年进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读书。期间，同毛泽东等

人一起组织进步团体新民学会，创办《湘江评论》，参加五四运

动。1919 年底赴法国勤工俭学。在法国期间，他“猛看猛译”

马克思主义著作，认真研究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很快成为坚定

的马克思主义者。1920 年下半年至 1921 年初，他先后致信毛泽

东等，明确提出：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拯救中国与改造世界，要发

展中国革命，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共产党是无产阶级革命运

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他第一次旗帜鲜明

地称这个党为“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对他的主张“深切赞同”。



同时，蔡和森对中国共产党建党的理论、方针及组织原则也作了

较系统的阐述，为党的创建和早期党的建设作出重要贡献。

1921 年 10 月，蔡和森因领导留法勤工俭学学生斗争被法国

政府强行遣送回国。同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中共中央从事

党的理论宣传工作，成为党早期重要的理论家和宣传家。1922

年 6 月，他出席党的二大，参与起草二大宣言，为制定党的民主

革命纲领作出了贡献，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2 年 9

月起任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主编，组织发表并亲自撰写

大量文章，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党的纲领、主张等，揭露和批

判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为维护、推动国共合作大革命高潮的到

来做了大量工作。这期间，他还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积极探索中

国革命基本问题，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前途、中国社会各

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等问题，提出了许多正确观点。

在党的三大、四大上，他当选为中央局委员，参与中央领导

工作。1925 年参与领导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同年 10 月，受中共

中央委派，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五届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

会议，会后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1927 年春回国，在 5 月举

行的中共五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随后又

兼任中共中央秘书长。

在大革命面临失败的危急关头，蔡和森对党内右倾机会主义

错误进行了严肃批评，并多次提出应对危局的建议。在党的八七



会议上，他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主张土地革命和独立开展武

装斗争，为党确立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起

了重要作用。会后，他作为中共中央特派员，赴天津参与组建和

领导中共中央北方局的工作，并任北方局委员、宣传部部长。9

月 22 日，中共顺直省委召开活动分子会议，他在会上传达八七

会议精神，全面总结五大以来党的经验教训。1928 年 6 月至 7

月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共六大上，蔡和森认真总结土地革命战争初

期的经验教训，指出中国社会具有不平衡的特点，阐明在农村开

展武装斗争、建立红军、开辟割据局面的可能性，并当选为中央

政治局委员、常委，兼任中央宣传部部长。六大后，他回国参与

中央领导工作。1928 年底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派驻

莫斯科。

1931 年初，他回国参与中央领导工作，３月被派往广东工

作，担任中共两广省委书记。同年 6 月因叛徒出卖在香港被捕，

随即被港英当局引渡到广州。面对国民党军警宪兵的种种酷刑，

他坚贞不屈，大义凛然。同年 8 月在广州英勇就义，年仅 36 岁。

2009 年 9 月 10 日，在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中央统战

部、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解放军总政治部

等 11 个部门联合组织的“100 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

英雄模范人物和 100 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评选活动



中，蔡和森被评为“100 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

范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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