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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前，陈独秀研究已经成为党史和中国现代史研究的一个热点。
学术界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开展了广泛的争鸣。
本书是一部关于陈独秀的人物研究专著，作者通过对陈独秀问题的长期研究，对陈独秀同志晚年的革
命思想及革命实践进行了重新分析，内容包括委屈与抗争、在托洛茨基主义的旗帜下、身陷囹固气若
虹、大革命失败后对形势的估量等部分，适合党史研究人员参考学习。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陈独秀是一个毁誉相参的人物。
他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但却在后来的革命实践中犯了这样或是那样的错误。
本书作者从实事求是的角度出发，再次客观生动的分析了晚年陈独秀在革命实践活动，具有很高的革
命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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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祝彦，江西省新干县人，先后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获法学硕士学位和历史学博士学位。
曾在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单位工作。
现就职于中共中央党校，担任毛泽东思想教研室副主任、全国毛泽东思想研究会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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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八七”会议之前，共产国际派来接替罗易的代表罗明纳兹来到长沙，在俄国领事馆召集举行中
共湖南省委会议。
罗明纳兹居然要求到会者签名赞成“打倒陈独秀”，理由是因为“陈不执行共产国际的决议”。
省委代理书记易礼容表示不同意打倒陈独秀，他认为：“革命失败不能说是他一个人的罪，共产国际
及其驻华代表也有份。
”共产国际的目的是不仅要把陈独秀打倒，而且要在他身上踩上一脚!但是，从中共湖南省委和易礼容
等同志的身上，可以看到中共党内有不少同志对陈独秀的遭遇深表同情，并对共产国际的粗暴态度表
示了反感和抵制。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的监督下，在汉口召开紧急秘密会议，史称“八七会
议”。
“为甚么叫‘八七会议’，而不叫做‘几中全会’呢?因为当时在武汉的中央委员，不足法定人数。
”据史料记载，当时由于形势严峻，各地党组织的联系中断，所以，到会的地方代表仅有湖南代表，
“及尚未赴沪之新书记邓中夏两人”，加上中央委员“到十五人，cY中委五人，共二十二人而已。
”会议召开时，对要不要已经离职的陈独秀出席，“临时中央还主张他加入，但国际代表非常反对”
。
会议产生了以瞿秋白为首的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
。
    “八七会议”在中国革命史上无疑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但是在对待陈独秀的问题上，却开了党内斗争不良倾向的先河。
第一，当时陈独秀虽然已经被迫辞去了中共中央的总书记职务，但仍然是中央委员。
中央会议，不让陈独秀出席，无疑是党内生活不正常的表现。
李维汉在许多年后回忆说：“应该参加会议，允许他进行申辩或保留意见。
”第二，对于陈独秀在大革命中的责任问题，会议只是进行了批评和指责，最后却又没有任何结论，
尤其对于陈独秀作为党中央总书记的职务撤换，也没有贯彻组织原则；不总结错误，而是简单地采取
了组织处分，而且这个处理也显得“不明不白”，以致今天史学界还有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是被撤销
的还是自己主动辞去的争论。
第三，在陈独秀作为当事人缺席的情况下，这次会议却主要是针对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进
行了猛烈批判，甚至人身攻击，这就为党内斗争的不良风气开了个很不好的先例。
所以，周恩来后来总结指出：“‘八七会议’在党内斗争造成了不良影响，没有让陈独秀参加会议，
把反对机会主义看成是对机会主义错误的负责者的人身攻击。
”对此，毛泽东也批评说：这次会议“太着重了个人的责任”，刘少奇也指出：“过去党内斗争有许
多不好的，如‘八七会议’，反对陈独秀闹成宗派斗争，不让陈独秀参加，只许反陈的人讲话，不许
陈独秀方面的人发言。
”    在临时中央有人主张让陈独秀出席“八七会议”时，罗明纳兹以钦差大臣的身份予以反对，甚至
在背后煽动党内干部进行反对陈独秀的活动。
显然，这不仅仅是罗明纳兹的个人行为，其背后必有共产国际、联共(布)和斯大林的指使。
罗明纳兹们在“支援”中国革命的同时，也把联共(布)党内斗争的方式方法以及斯大林的手腕输入到
中共党内来了。
所以，有后来斯大林在莫斯科对“人民的敌人”进行“从肉体上消灭”的“大清洗”，就有王明在中
共党内推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极“左”路线。
对待陈独秀，只不过是联共(布)和斯大林把其党内斗争越过千山万水输送到中共党内的初步尝试。
“陈独秀被排除在八七会议之外并受到缺席批判，其根本原因是他对中国革命持有与国际不同的主张
。
”这真是一语中的!    无论是给陈独秀戴上“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还是迫使陈独秀辞职，以及直接
反对陈独秀出席中央会议，都是莫斯科的指令，因此在总结八七会议的缺点根源时，不能不把眼光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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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遥远的莫斯科。
因为“八七会议”本来就是在莫斯科的操纵下进行的。
斯大林通过他的代表，把他在联共(布)党内进行权力斗争的“经验”“传经送宝”式地送进了中共党
内，这一套后来竟然被王明、康生们发挥到了极致；同时，通过他的代表掌握中共党内的会议，继续
推卸其在大革命中的责任，以维护其权威，给人造成一种“国际永远是对的，中国党党员，永远是幼
稚!”的印象。
共产国际也好，联共(布)也好，如果真心帮助中国共产党，支援中国革命，就应该在大革命失败后，
发挥一个大党相对成熟的政治经验，帮助中国共产党分析失败的原因，并主动承担自己应该负担的责
任，而不是想方设法诿过于人。
更不应该动不动就以自己的利益强加于中共党，表现出“老子党”的蛮横作风；更不应该以是否“忠
于莫斯科”来衡量一个党员干部，这就实际上把真正的革命意义歪曲为了苏俄或联共(布)的利益了。
    总之，这些都不利于中国共产党的成熟和中国革命的顺利发展，结果是最终导致联共(布)与中共的
矛盾。
“推卸共产国际的责任，把错误一概加在中共领导人身上，哒并不利于中国党改正错误，也不利于摆
正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
”后来的历史教训证明，这种分析无疑十分精辟!    P2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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