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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

陈独秀(1879—1942 年)，字仲甫，安徽怀宁(今属安庆市)

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

人。

1896 年考中秀才。1897 年入杭州中西求是书院学习，开

始接受近代西方思想文化。1899 年因有反清言论被书院开除。

1901 年因为进行反清宣传活动，受清政府通缉，从安庆逃亡

日本，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速成科学习。1903 年 7 月在上海

协助章士钊主编《国民日报》。1904 年初在芜湖创办《安徽

俗话报》，宣传革命思想。1905 年组织反清秘密革命组织岳

王会，任总会长。1907 年入东京正则英语学校，后转入早稻

田大学。1909 年冬去浙江陆军学堂任教。1911 年辛亥革命后

不久，任安徽省都督府秘书长。1913 年参加讨伐袁世凯的“二

次革命”，失败后被捕入狱，出狱后于 1914 年到日本，帮助



章士钊创办《甲寅》杂志。1915 年 9 月，在上海创办并主编

《青年》杂志(一年后改名《新青年》)。1917 年初受聘为北

京大学文科学长。1918 年 12 月与李大钊等创办《每周评论》。

这期间，他以《新青年》、《每周评论》和北京大学为主要

阵地，积极提倡民主与科学，提倡文学革命，反对封建的旧

思想、旧文化、旧礼教，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主要领

导人之一。1919 年五四运动后期，开始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

义。1920 年初潜往上海，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首先成立上

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同时与其他各地的先进分子联系，发

起成立中国共产党，成为主要创始人之一。1921 年 7 月在上

海举行的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虽然没有出席，但

被选为中央局书记。从一大到五大，均被选为中央委员，先

后任中央局书记、中央局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中央总书记等

职务，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

在大革命后期，他的右倾思想发展成为右倾机会主义，

放弃对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

其是放弃对武装力量的领导权，对国民党右派的进攻采取妥

协投降的政策。1927 年中国大革命遭到失败，除了来自共产

国际指导上的原因，他的右倾错误也是重要的原因。1927 年

7 月中旬，中央政治局改组，他离开中央领导岗位。此后，他

接受托派观点，以在党内成立小组织的方式进行活动。1929



年 11 月，因为他在中东路问题上发表对中共中央的公开信，

而被开除党籍。同年 12 月发表由 81 人署名的作为托陈取消

派纲领的《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同时，在上海组成托派小

组织无产者社，出版刊物《无产者》。1931 年 5 月，出席中

国各托派小组织的“统一大会”，被推选为中国托派组织的

中央书记。1932 年 10 月，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判刑后

囚禁于南京。

抗战爆发后，他于 1937 年 8 月出狱，先后住在武汉、重

庆，最后长期居住于四川江津。1942 年 5 月在贫病交加中逝

世。

李大钊



在松柏苍翠，肃穆庄严的北京香山万安公墓一座占地

2200 平方米的庭院里，坐落着李大钊烈士陵园。淡青色花岗

石纪念碑上，镌刻着中共中央撰写的碑文：“李大钊同志是

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他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无产阶级

的革命前途无限忠诚。他为在我国开创和发展共产主义运动

的大无畏的献身精神，永远是一切革命者的光辉典范。”

李大钊，字守常，河北乐亭人，生于 1889 年 10 月 29 日。

1907年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1913年毕业后东渡日本，

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学习。战乱动荡的年代，艰辛备

尝的生活，使李大钊从小养成了忧国忧民的情怀和沉稳坚强

的性格。1915 年，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

李大钊积极参加留日学生的抗议斗争。他起草的通电《警告

全国父老书》传遍全国，他也因此成为著名爱国志士。“铁

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1916 年李大钊回国后，到北京大

学任图书馆主任兼经济学教授，积极投身于正在兴起的新文

化运动，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员主将。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俄

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鼓舞和启发了李大钊，他以《新

青年》和《每周评论》等为阵地，相继发表了《法俄革命之

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



的马克思主义观》、《再论问题与主义》等大量宣传十月革

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名文章和演说，阐述十月革命的意

义，讴歌十月革命的胜利，旗帜鲜明地批判改良主义，积极

领导和推动五四爱国运动的发展，成为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

我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人。

1920 年初，李大钊与陈独秀相约，在北京和上海分别活

动，筹建中国共产党。同年 3 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组织中

国第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聚集了邓中夏、高君宇、张国

焘、黄日葵、何孟雄、罗章龙等一批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青

年知识分子，为建党作准备。李大钊还在北京多次会见共产

国际代表，商讨筹建中国共产党。同年秋，他又领导建立了

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和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并与在上海

的陈独秀遥相呼应，积极活动，扩大宣传，发展组织，积极

推动建立全国范围的共产党组织。“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成为中国革命史上的一段佳话。1921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第

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从此中国革

命的面貌为之一新。李大钊和陈独秀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

创始人。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负责党在北方的全面工作，

并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区分部主任。在党的三大和四

大上，李大钊都当选为中央委员。1922 年到 1924 年初，李大



钊频繁地奔走于大江南北，多次代表共产党与孙中山会谈，

为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呕心沥血，做了大量工作。1924 年 1 月，

李大钊作为大会主席团五位成员之一，出席了国共合作的国

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孙中山指定为大会主席团成员

之一，参加大会宣言的起草等，为实现国共合作做出了重要

贡献，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委员。此后，直接担负国共

两党在北方的实际领导工作。

在李大钊领导的中共北方区委组织和领导下，北方地区

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了。1924 年 11 月，北

京开展声势浩大的支持孙中山北上、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的斗

争；1925 年五卅运动爆发后，李大钊与赵世炎等人在北京组

织 5 万余人的示威，有力地支持了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1926

年 3 月，李大钊在极端危险和困难的情况下，积极领导并亲

自参加了北京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三一八运动，号召

人们用五四的精神、五卅的热血，不分界限地联合起来，反

抗帝国主义的联合进攻，反对军阀的卖国行为。

李大钊的革命活动，遭到北洋军阀的仇视，他们下令通

缉李大钊。1927 年 4 月 6 日，奉系军阀张作霖勾结帝国主义，

在北京逮捕李大钊等 80 余人。在狱中，李大钊备受酷刑，但

始终严守党的秘密，大义凛然，坚贞不屈。4 月 28 日，北洋

军阀政府不顾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和谴责，将李大钊等 20 位



革命者绞杀在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内。李大钊英勇就义，时

年 38 岁。

李大钊牺牲后，1933 年由党在白区的秘密组织将其安葬在

万安公墓内。新中国建立后，在河北乐亭、北京等李大钊生

活和战斗过的地方相继建立了李大钊的纪念馆。1983 年 10

月，李大钊烈士陵园在北京万安公墓建成，中共中央领导亲

自参加，举行了隆重的落成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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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被评为“100 位为新中国成立作

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来源：共产党员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