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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建党之初，中共创始人通过对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的引介，在各种新思潮的博弈中树立起国

际共产主义的旗帜。国共联合战线建立后，中共政治精英在高涨的革命形势下将对巴黎公社的认知化为凝聚

革命力量的共识，公开运用这一思想利器对民众进行广泛的政治动员。此举不仅为国民革命注入了赤色的共

产主义元素，且为大革命失败后中共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继续前行预埋了宝贵的政治能量，这一能量的释放对

日后中国的政治生态产生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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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公社与十月革命是无产阶级通过暴力革

命推翻资产阶级旧政权的两大深具国际影响的里

程碑事件。1871 年 巴 黎 公 社 革 命 虽 历 时 仅 72
天，却是工人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次英

勇尝试，“这是使工人阶级作为唯一具有社会首

创能力的阶级得到公开承认的第一次革命”①。
巴黎公社与十月革命虽时空相隔、结果相异，但对

于暴力夺权的无产阶级革命而言，两者都具有重

要的象征和支援作用: 巴黎公社的惨败，激励了后

继者的斗志; 十月革命的胜利，孕育了新世界的曙

光。

道路的抉择: 中国共产党传播巴黎公社的缘起

中共在草创之际对巴黎公社的认知与传播既

包含着对国际共产主义的信仰，也有着拓展生存

空间、扩大政治影响的实际考量。清季以降，在封

建王朝的加速衰败和西方列强的大肆侵略下，催

生了各种救亡图存的理想与主义。初起之时，马

克思主义仅是各种改造中国社会的“方案”之一，

其受众是零星的、有限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

动开启后，国人迎来了一场破旧立新的知识盛宴，

各种主义和思潮争相登场，风起云涌。
在各种主义之争和各路势力的博弈下，如何

获取人心继而谋求发展，是中共诞生之时面临的

首要议题。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促使更多的先

进分子选择科学社会主义的救国救民之路，正是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回应这一议题的关键之

举。中共选择巴黎公社作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

块重要阵地，具有双重意涵。
一是因为巴黎公社是国际共产主义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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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强大的感召力和影响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的兴起得益于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十月革命

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

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

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

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②而对于无产阶级革命之

路，“巴黎公社在这条道路上迈出了具有全世界

历史 意 义 的 第 一 步，苏 维 埃 政 权 迈 出 了 第 二

步。”③传播巴黎公社的历史知识和革命精神既意

味着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也是扩大马克思主义

实际影响的重要路径。

二是大家对于巴黎公社的认知具有较大分

殊，相异的认知与诠释正是辨识不同主义信仰者

的重要标帜。由美国教会人士主办的《中国教会

新报》直 指 巴 黎“生 乱”，民 众 是“乱 党”和“乱

人”，所谓“乱党引兵攻地龙炮台”，政府军“以炮

逐乱党出乡外，所擒乱人即用枪击毙，官军以得

胜，故军心甚壮。”④因处理“天津教案”而随使臣

崇厚赴法并亲身见闻巴黎公社的张德彝在日记中

称之为“红头作乱”⑤。改良派思想家王韬在《法

国志略》和《普 法 战 纪》中 称 之 为“乱 党”、“匪

贼”。20 世纪初，革命党人宋教仁则称之为“巴黎

暴动”⑥。国内的无政府主义者对巴黎公社“工人

阶级政府”的性质作了“为我所用”的歪曲，认为

“巴黎公民”正是他们所设想的那样“由公民自由

组织，扫除政府”，从而实现“废官”、“止禄”与“纯

正自由”。⑦唯其如此，中国共产党将巴黎公社视

作无产阶级革命和科学社会主义实践的样板，这

种价值立场及其相应的传播行为，是中共对马克

思主义道路的坚定抉择。

旗帜的树立: 中共早期领导人奠定

对巴黎公社认知的基础

报刊是传递信息的重要媒介，也是不同党派

向大众输出“政见”的主要阵地。近代国人办报

兴起以来，历经维新运动、清末宪政运动、民初民

主化浪潮，报刊的舆论导向功能已为社会精英所

识。中共创始人不仅利用处于秘密状态的党内刊

物构建巴黎公社的赤色图景，而且不失时机地进

行公开传播。
( 一) 李达勾勒“组党 － 革命”的中国无产阶

级革命路线图

1920 年底，《共产党》月刊⑧主编李达在创刊

第 2 期发表了《社会革命底商榷》一文，结合国际

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事件，分析了当时中国革命

的形势和时机问题。他认为社会革命的目的在于

推翻有阶级特权的旧社会，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

是“非妥协的直接的”阶级斗争。“阶级斗争的手

段，以最普遍最猛烈最有力量的为好。……譬如

一千八百七十一年法国地方自治团在巴黎干的猛

烈运动。”⑨李达主张“要在各大都会，结合工人农

民兵士及他种属于无产阶级的人，组织一个大团

体，利用机会，猛然的干起大规模的运动来，把那

地方的政治力，夺在我们手中，凭着政治上的势

力，实行我们社会主义的建设，完全管理社会中经

济的事业。所以这种直接行动，可以称为社会革

命的唯一手段。”⑩当时，正值新文化运动阵营发

生分化 之 际，理 论 界 出 现 了“多 谈 问 题 少 谈 主

义”，“要不要马克思主义”，“以什么主义改造中

国社会”的论战。李达以巴黎公社的彻底革命为

例，批判了当时的假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潮，

将中共信奉的马克思主义与其他主义区隔开来，

阐述了在中国掀起一场彻底的、大众参与的革命

的必要性。
1921 年，上海、武汉、广东、湖南等地相继爆

发了工人罢工，工人运动在此后一年多时间内形

成了第一次高潮，在这种形势下加强对工人运动

的领导显得十分必要。然而，同年 10 月在柏林成

立的所谓“第四国际”，主张无产阶级革命应由全

体无产阶级加入，不赞成无产阶级由独立的政党

领导，公然与第三国际分裂。党的“一大”后负责

宣传工作的李达就此在《新青年》及时发表了《评

第四国际》一文，指出无产阶级革命离不开共产

党的指导。“无产阶级要实行革命，必有一个共

产党从中指导，才有胜利之可言。一九一七年俄

国革命之所以成功，与一八七一年巴黎共产团之

所以失败，就是因为一个有共产党任指挥而一个

没有。无产阶级革命的目标在于夺取政权实行劳

工专政。政权必须用武装方能夺到手，既用武装

就不能不有严密的组织，什么劳动者自有的结合，

完全没有用处。阶级争斗，即使战争，一切作战计

划，全靠参谋部筹划出来，方可以操胜算。这参谋

部就是共产党。”瑏瑡

作为中国的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和中共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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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理论家，李达依据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的

历史经验，最早构建了巴黎公社的“失败”与十月

革命的“成功”在于共产党之有与无之间的因果

关系，进而从逻辑上论证了中国应成立共产党，并

以此领导并发动无产阶级革命，这一认知对初创

的政党来说意义不凡。
( 二) 李大钊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系

统认知巴黎公社

如果说李达初步勾勒了一幅“组党 － 革命”

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图，那么李大钊则进一

步阐明了中共的历史任务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实现

路径。李大钊借助为《申报》50 周年纪念专刊瑏瑢

撰稿的机会，于 1923 年发表了《一八七一年的巴

黎“康妙恩”》一文，对巴黎公社作了系统而深刻

的诠释。
“康妙恩”是舶来品，李大钊告诉国人“康妙

恩”是何物。“一八七一年三月二十六日巴黎市

会选举办完了，结果革命党占绝对的多数。其中

有十一位是第一国际党员，取名为 Commune，掌

握政权。Commune 者，法国市町村等自治体的通

称，唯在巴黎，他是可以令人想起有一七九二年的

光荣的历史的‘康妙恩’，于多数民众，是有‘对于

君主政治的民主政治、对于专制的自治’的意味

的。然在少数共产党的心中藏了新观念，只此新

观念才是‘康妙恩’的真髓。‘康妙恩’就是劳动

者的共和国。”瑏瑣令人扼腕的是，美好而诱人的“康

妙恩”横遭屠戮。巴黎公社的惨败，对胆怯者来

说是恐惧，对无产阶级来说是卧薪尝胆的“历史

记忆”。富有生机的“历史记忆”不仅深刻，且不

断为人类的实践所丰富。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人继

承了巴黎公社先烈的遗志，用鲜血续写了巴黎人

民的壮举。“谁知五十年巴黎‘康妙恩’的种子，

又在 Volga 河流域放了灿烂的鲜花，得了光荣的

胜利!”瑏瑤

同年，李大钊在《晨报》副刊上发表《工人国

际运动略史》一文，根据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的

历史经验阐述了阶级斗争的国际性。他指出国际

资产阶级总是联合起来镇压无产阶级革命，如俾

斯麦帮助梯也尔政府镇压巴黎公社，德国和协约

国联合起来共同反对苏维埃俄罗斯，因而全世界

的工人阶级必须组织一个“工人的国际联合”，从

而联合起来推倒国际的公敌———“只有第三国际

是现在 工 人 国 际 运 动 的 正 统 而 为 其 势 力 的 中

心。”瑏瑥

( 三) 陈独秀、周恩来、瞿秋白等人扩大巴黎

公社的传播范围

1922 年 7 月，陈独秀在《新青年》撰文介绍马

克思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和劳工专政等学说，译

介了《共产党宣言》和《法兰西内战》的部分段落，

以此明确指出夺取并掌握政权是阶级斗争的目

的，“劳动阶级要想达到自己阶级之目的，单靠掌

握现存的国家是不成功的”瑏瑦。同年，周恩来在由

他领导创办的旅欧早期党组织机关刊物《少年》
( 巴黎) 上发表了《无产阶级革命的俄罗斯》一文，

肯定了巴黎公社的历史意义: “俄罗斯的无产阶

级革命便应时而起，这个革命所负的使命整个与

民主革命相反，在历史上只有一八七一年巴里共

治团能取来与他相比。只是巴里共治团不过是无

产阶级革命史上的一朵昙花，稍现即灭，而俄国十

月革命确为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奠定了革命始基

了。”瑏瑧陈独秀和周恩来等人虽未以巴黎公社为中

心展开论述，但通过译介与引用等方式，从各个角

度丰富了国人对无产阶级革命史的知识，扩大了

认知巴黎公社的理论基础和传播巴黎公社的地域

范围。

旅法的早期共产党组织是当时联系旅欧各国

革命者和进步学生的中心，其领导人曾多次集体

拜谒位于巴黎东部的巴黎公社社员墙。1924 年 2
月 5 日，正值中国农历甲子年春节之际，周恩来、

李富春、聂荣臻、邓小平等人赴巴黎拉雪兹公墓，

在瞻仰巴黎公社社员墙的过程中，他们立下了

“认定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一辈子信仰、坚

持、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中国的革命，当一

辈子油印博士”的革命誓言。瑏瑨置身历史场景，集

体回忆巴黎公社社员不畏强暴，用血肉之躯英勇

战斗并捍卫公社的义举，不仅加深了他们对巴黎

公社的认知，而且直接造就了旅欧青年中的一批

先进分子日后坚定地投身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人

生轨迹。

在中共早期领导人中，瞿秋白在巴黎公社在

中国的传播中扮演了一个他人不可替代的角色。

如前所述，“巴黎公社”的中文译法很多，褒贬不

一且不规范。作为一位杰出的翻译家，正是他在

《赤都心史》( 1924 年商务印书馆首版) 中首次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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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了“巴黎公社”这个中译名。“欧洲第一次无产

阶级革命，要算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革命，马克思

亲与其事。公社大概的组织就是城市工人共同组

织一消费社，分配一切需要品。俄国十月革命之

后，每一城市作为一共产社。”瑏瑩此后，“巴黎公

社”这一译法“为报刊和团体及马克思主义组织

赞同和沿用。”瑐瑠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开创了运用马克思

主义的立场来认知和传播巴黎公社的先河，奠定

了党内对巴黎公社认知的基本走向。尤其是李大

钊和李达的几篇文章立意高远、切中时弊，对于中

共早期准确辨识共产主义旗帜下的不同国际工人

组织，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防止工人运

动中发生无产阶级分化乃至分裂具有重大意义。

这既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兴起与发展的客观产

物，反之，这种主观认知又促进了科学社会主义在

中国的传播。

行动的前奏: 中共政治精英

凝聚巴黎公社中国化的共识

如何让大众接受中共对巴黎公社的认知，将

政党精英的理念化为实际的物质力量，进而激发

大众参与革命，不仅需要客观的理性说服，也需要

主观的情感渲染。中共在“三大”之前处于秘密

状态，使得包括巴黎公社在内的无产阶级革命典

范的传播在时空上受到很大限制。国共合作和民

主联合战线的建立使中共从幕后走向台前，在共

产党人的力推下，社会各界开始大规模纪念巴黎

公社。
( 一) 张太雷在纪念活动中公开宣扬巴黎公

社的革命精神

1926 年 3 月 18 日，全国革命的中心城市广

州迎来了中国人民对巴黎公社的第一次隆重纪

念———社会各界在由孙中山亲自创办的广东大学

纪念巴黎公社 55 周年。日后广州起义的主要领

导者，时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张太雷

作了题为《巴黎公社纪念日》的主题讲演。张太

雷颂扬了巴黎无产阶级的伟大革命精神和创造新

世界的能力，结合广州的革命形势着重论述如何

吸取巴黎公社的教训。他指出巴黎公社失败的原

因之一是没有“统一的党的指挥”，中国的无产阶

级在民族运动中应更多地认识到“无产阶级为民

族革命的领袖”。他旗帜鲜明地批评了改良派社

会主义者认为“巴黎公社因为工人暴动的缘故，

所以失败以后不可暴动，只要求资产阶级改良好

了”的谬误观点，斥责不革命的人遇到失败只能

总结出“不革命”的论调。

进而，张太雷指出工人阶级要在失败中总结

“继续革命”的教训，要有夺取并掌握政权的坚定

信念。“马克思的主义，因为巴黎公社的失败给

无产阶级革命的策略许多丰富材料。无产阶级专

政的独裁制，就是从巴黎公社得到的。马克思在

那时竭力称赞这个运动，说明工人有一种伟大的

力量，能够促进工人的勇气。工人自己本来以为

自己很弱的，从此以后便觉悟了，知道自己的力

量，有了自信力，这是革命里面的一件重要的条

件。”瑐瑡最后，他还引述了列宁总结的巴黎公社教

训，包括“无产阶级应该专政”，“以实力、武力，压

迫反革命势力”，“无产阶级的政府另有他的方

式，就是公社、苏维埃制度”。这实际上是用巴黎

公社的历史教训回应了两个问题: 一是中国工人

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独立目标和实现条件问题;

二是中国共产党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这

正是国共合作以来中国共产党正在探索和必须切

实回应的两个重要议题。

广东大学的纪念活动及张太雷的讲演对宣扬

巴黎公社的革命精神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一

是现场感染力强。与会人数众多，出席这次纪念

大会的社会各界人士多达万余人。在“大雨倾

盆”中各界代表纷纷发表慷慨演说，会场听众群

情激昂，“高唱国际歌”，高呼“继续巴黎公社精神

奋斗”，“巴黎公社万岁”，欢呼声“如雷贯耳”。瑐瑢

二是传播广泛。广州的诸多媒体，尤其是《广州

民国日报》和《工人之路特号》对纪念活动的发

起、筹备及现场情况作了详实的报道，并刊发了一

系列理论性文章。这两份报刊兼具业界的权威性

与受众的广泛性，前者是受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管

辖的机关报，国共合作后一些共产党员参加该报

工作，发行量达 1． 2 万份; 后者是中华全国总工会

省港大罢工委员会机关报，发行量达 1 万份瑐瑣。

雨中纪念巴黎公社的宏大场景和悲壮情形，给社

会各界革命人士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 二) 毛泽东在国民党政治讲习班上播撒巴

黎公社的赤色火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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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纪念活动筹备机关的安排，除广东大学

的主会场纪念活动外，广州各界团体另行召开各

种纪念会。当时身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

的毛泽东虽未出席主会场的活动，却并非置身事

外。一是《广州民国日报》此时正归国民党中央

宣传部主管，其刊发内容的导向性不言而喻。瑐瑤二

是纪念日当天，毛泽东在国民党政治讲习班上发

表了纪念巴黎公社的讲演。

在这篇原题为《纪念巴黎公社应注意的几

点》瑐瑥的讲演中，毛泽东开篇指出这次纪念活动与

当下中国革命的转型有关。“因为中国从前的革

命，是少数人包办的，及到革命潮流渐渐增涨，革

命运动才跟着由少数人扩张到多数人，到现在已

有多数的农工民众参加，并且有左派的国民党党

员作指导，有工农阶级专政的国家苏维埃俄罗斯

作模范，所以中国民众才知道有今日的纪念，才能

有今日的纪念。”毛泽东还精辟地指出: “巴黎公

社是 开 的 光 明 的 花，俄 国 革 命 是 结 的 幸 福 的

果———俄国革命是巴黎公社的继承者。”花和果

这组因果关系的比喻，不仅恰如其分地说明了十

月革命与巴黎公社之间的关联，同时也明示品尝

下一个“幸福的果”的将是中国。
“幸福的果”当然不可能从天而降，需要通过

革命行动实现。“巴黎公社便是工人阶级第一次

起来打倒统治阶级的政治的经济的革命。”瑐瑦早在

1925 年底，毛泽东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

析》表明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

并用以观察中国问题。纪念巴黎公社的讲演中，

毛泽东再次运用阶级分析法，意在强化马克思主

义这一学说的合理性。毛泽东指出阶级斗争是不

能否认的，国内有人怀疑或反对，是不了解人类进

化史。“人类由原始社会进化为家长社会、封建

社会以至于今日之国家，无不是统治阶级与被统

治阶级斗争的演进。”“其实四千多年的中国史，

何尝不是一部阶级斗争史呢?”瑐瑧如此一来，中国

革命的性质、方法、前景等重大问题均嵌入了阶级

斗争的分析框架。

毛泽东特别强调了巴黎公社失败的两点教

训: 一是缺乏一个集中统一的党作指挥。二是对

敌人的妥协和仁慈。毛泽东指出，千万不要忘记

“我们不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敌人便给我们以

致命的打击”这句话。瑐瑨实际上，毛泽东是以巴黎

公社的历史教训，剖析了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和

实施手段问题，这正是关乎革命走向和成败的两

个先决条件。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这次讲演的听众是国

民党中央党部政治军事干部的培养对象，约有

340 余人瑐瑩。正如毛泽东日后所指: “革命行动的

实际影响比理论宣传文章传播得快得多，当然，没

有革命的理论，也就没有革命的行动。”瑑瑠这些学

员结业后，大都奔赴前线，参加北伐途中的政治宣

传工作，这无异于是在国民革命军中播撒巴黎公

社的赤色火种。
( 三) 两个“三一八”纪念活动深化中国革命

者的巴黎公社情结

1927 年 3 月 18 日，在武汉国民政府所在地

举行了纪念两个“三一八”瑑瑡的大规模活动。中国

工运领袖人物，时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和湖北省总

工会领导的刘少奇和李立三等人组织并参与了汉

口方面的活动，纪念会场设在血花世界，集会群众

多达 30 余万人。一年前，刘少奇就曾抱病参加在

广东大学举行的纪念活动，此举感染了现场万余

民众。“他当时刚出狱不久，身体还没有完全康

复，仍然冒雨参加了大会，并发表了演说。”瑑瑢在汉

口举行的纪念集会上，刘少奇发表了题为《巴黎

公社革命历史》瑑瑣的讲演，号召无产阶级吸取巴黎

公社的教训和马克思的教导，继续发扬巴黎公社

烈士的精神，将反帝反军阀斗争进行到底。是年

初，刘少奇和李立三等人刚成功领导了武汉各界

群众收回汉口英租界斗争。在全国反帝斗争和工

农运动高涨之际，工运领袖亲自参与巴黎公社纪

念活动，自然具有强大的感召力。
1927 年，广州、长沙、重庆等地都开展了声势

浩大的纪念两个“三一八”活动，同时还伴随游

行、罢工等示威运动，以响应纪念活动并声援反帝

反军阀的斗争。上海方面，3 月 18 日，《向导》周

报刊载了超麟瑑瑤的一篇纪念巴黎公社 56 周年的

文章，详述了巴黎公社的起因、经过和教训，突出

的重点是对上海工运的现实启示。“现在在纪念

巴黎公盟五十六周年之时，上海无产阶级所处地

位有几点与巴黎无产阶级所处地位正相仿佛。
……这几日上海无产阶级已准备好武装暴动参加

政权斗争了，此时巴黎公盟的教训自然对于上海

无产阶级有现实的意义。我们切不可轻轻纪念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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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公盟像往年别处那样纪念，我们更应该利用巴

黎公盟的教训，以为我们目前行动的殷鉴。”瑑瑥中

共中央此举旨在以巴黎公社自比，对酝酿中的上

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进行舆论动员。三天后，

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等人领导并发动了上海

80 万工人总罢工，随后进行的武装起义推翻了北

洋军阀的统治，建立了上海临时市政府，成为中共

领导下最早由民众在大城市建立起来的革命政

权。

在国民革命运动中，广泛动员民众参加革命

符合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这是孙中山从苏俄革命

中获得的启示。但有效组织民众，发动工运与农

运主要依靠共产党人，这也正是深化工农群众对

巴黎公认同感的契机。其间，“建立一个统一独

裁的革命机关，继承巴黎公社事业”，则是中共领

袖借国民革命之机在中国传播共产主义革命的理

念。唯其如此，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国共两党分

道扬镳也是可以料及的。

结 论

认知决定实践，道路决定命运。中共传播融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为一体的巴黎公社，是

力求吸取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先驱的经验和教训，

并就此宣誓领导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坚定性。国

共合作后，中国工人阶级充分显示了自身的力量

与担当，国民革命形势一度高涨，而资产阶级却在

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等革命高潮中表现出其两

面性和妥协性，国民党右派甚至加紧了对革命势

力的非议与攻击。国民党高层的迟疑与退缩在第

一次纪念巴黎公社的活动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按

照会议筹备机关的安排，原本应出席活动的蒋介

石、汪精卫、陈公博等人均未到场。1926 年巴黎

公社纪念日前后，蒋介石实则正在忙于精心炮制

“中山舰事件”( 三二〇事件) ，在国民革命阵营中

分裂和排挤共产党人，其玩弄两面派的手法暴露

无遗，此举流露出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

势力背叛国民革命道路的端倪。中国共产党对巴

黎公社彻底的革命精神的向往与宣扬和国民党的

回避与退却泾渭分明，这是国共两党对巴黎公社

认知的分殊使然，反之，这种认知差别对此后两党

发展轨迹的影响不可小觑。
1920 － 1927 年，中国共产党对巴黎公社的认

知与传播，亦是一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

的过程。在阐释巴黎公社的基本历史经验到构建

与中国革命紧密关联的话语体系中，认知者不断

增多，行动者逐渐积聚。中国共产党将原先国人

对巴黎公社的零星认知系统化，其内核是用马克

思主义理论重塑巴黎公社的形象并使其中国化。
大革命伊始，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各种纪念活动，适

时将原先处于秘密或半公开状态下对巴黎公社的

传播推至一个公开的政治广场，在广大工农群众

中凝聚了对巴黎公社的集体认同感。经过大革命

的洗礼，巴黎公社与中国革命的联系日益紧密，巴

黎公社已然成为中共独立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的精

神象征与政治符号。在继起的苏维埃运动中，中

共政治精英将这一蕴含深意的政治符号化为领导

大众变革中国的有形力量。张太雷领导广州起

义，建立了颇具象征意义的中国版巴黎公社———
广州公社; 毛泽东主政江西瑞金，正式开启了巴黎

公社的中国化实践，构建了一个与国民党旧政权

分庭抗礼的新型政权。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61 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1471 页。

③《列宁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701 页。

④《法京近事》，《中国教会新报》1871 年 5 月 27 日。

⑤张德彝:《随使法国记( 三述奇)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 年，

第 96 页。

⑥宋教仁:《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民报》1906 年 6 月 26 日。

⑦《新世纪之革命》，《新世纪》1907 年 6 月 22 日。

⑧1920 年 11 月 7 日创刊于上海，是早期共产主义者的必读教

材，成为各地党的早期组织交流思想，相约建党的重要纽带。

最高发行量每期曾达 5000 份，传播广泛。主编李达曾向毛

泽东寄去《共产党》月刊，毛泽东在长沙组织同志学习。在给

蔡和森的信中，毛泽东称赞月刊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

⑨《李达文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1980 年，第 55 页。正是在

此文中，李达还强调了这种直接的革命手段需要辅之以宣

传。“宣传的办法，无论是公开的或秘密的，总要普遍，要能

激动无产阶级对于有产阶级的敌忾心，亦能发生效力。”实际

上他指出了对革命理论进行宣传的重要性。

⑩瑏瑡《李达文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1980 年，第 55 － 56、133、

页。

瑏瑢1922 年《申报》创刊 50 周年，该报是中国受众最多的报纸，

当时发行数达到 5 万份。

瑏瑣瑏瑤瑏瑥《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 年，第 450 － 451、456、

457 － 458 页。

32

2015． 6



瑏瑦《陈独秀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 年，第 180 － 181 页。

瑏瑧《周恩来早期文集》( 下)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年，第 472

页。

瑏瑨参见周均伦、王红云、郑健《青年聂荣臻》，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5 年，第 127 － 128 页; 谢筱 乃《坚 定 的 信 念 壮 丽 的 征

程———〈聂荣臻回忆录读后〉》，《人民日报》1984 年 5 月 25

日。

瑏瑩《瞿秋白文集》第 1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 年，第 106 页。

瞿秋白对巴黎公社的认知与实际情况稍有出入。尽管第一

国际对巴黎公社在思想上和组织上有影响，但马克思并未直

接参与巴黎公社。

瑐瑠金科、杨贵生、唯濂:《中共党史中的第一》，河南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第 220 页。

瑐瑡《张太雷文集》，人民出版社，1981 年，第 119 页。

瑐瑢《各界纪念巴黎公社大会纪盛》，《工人之路特号》1926 年 3

月 19 日。

瑐瑣参见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 上)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第 976 页; 陈孚木《本报两年之回顾》，《广州民国日

报》1926 年 2 月 17 日。

瑐瑤该报当日刊文指出:“在此东方民族革命运动急亟进展当中，

我们纪念巴黎公社是要从这一天向民众普遍地宣传，使他们

成为有力量有组织的群众，建立一个统一独裁的革命机关，

继承巴黎公社事业。一面尽量地研究巴黎公社失败的原因，

从这些原因当中得到许多教训做我们革命的指南针。”参见

《巴黎公社纪念特号》，《广州民国日报》1926 年 3 月 18 日。

瑐瑥该讲演的要点最早发表在 1926 年 3 月 31 日出版的《中国国

民党政治讲习班旬刊》第 2 期上，收入《毛泽东文集》第 1 卷

时，标题改为《纪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义》。

瑐瑦瑐瑧瑐瑨《毛泽东文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34、34 －

35、35 页。

瑐瑩顾明远: 《教育大辞典》，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 年，第 432

页。

瑑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

编( 1921 － 1949) 》第 22 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年，第 26

页。

瑑瑡1926 年 3 月 18 日，段祺瑞临时执政府在北京制造了枪杀爱

国学生的惨案。此后，中国人民将纪念北京“三一八”惨案与

纪念巴黎公社结合起来，史称两个“三一八”。

瑑瑢陈叔平:《巴黎公社与中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 年，

第 80 页。

瑑瑣《武汉三镇纪念三一八之实况》，《汉口民国日报》1927 年 3

月 18 日。

瑑瑤郑超麟，1924 年在莫斯科加入中国共产党。回国后在中共中

央宣传部工作，担任中央宣传部秘书，后担任中共创办的第

一份公开发行的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的日常编务工作，同

时是该周报的主要撰稿人之一，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

中负责宣传委员会的工作。

瑑瑥超麟:《第一次无产阶级革命———巴黎公盟》，《向导》1927 年

3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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