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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20年2月中旬的一天深夜，一辆带篷的骡车在天寒地冻之中，悄悄驶出北京城朝阳门。
车上坐着两个人，一个是30岁左右的“商人”，戴着金边眼镜，挎着装满账簿的公文包；一个是40岁
左右的“病人”，头戴毡帽，一副病恹恹的样子。
    他们，就是被称为“北李南陈，两大星辰”的李大钊和陈独秀。
    他们一个是北大教授兼图书馆主任，一个是北大文科学长，一个是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先驱，一
个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五四运动的总司令。
为了帮助陈独秀躲避北洋政府的搜捕，李大钊冒着生命危险护送陈独秀赶赴天津，从天津登船奔赴上
海。
一路上，他们探讨着中国革命之路一    “我们是否也走苏俄的道路，成立布尔什维克式的政党？
”    李大钊认为，在中国建立苏俄式政党，首先需要陈独秀这样有影响的人出面倡导和组织。
陈独秀此前刚在《新青年》宣言中称：永不加入“没有全社会幸福的政党”，而苏俄式政党，正是为
全社会谋求幸福的政党。
    “好！
正是英雄所见略同。
”陈独秀高声作答。
    两人一拍即合，朗声大笑。
    1920年8月，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国第一个党的组织在上海成立，取名为“中国共产党”；10月
，北京“共产党小组”正式成立，12月更名为“共产党北京支部”。
接着，南陈北李分别以上海和北京为中心，在南方和北方各地发展党的早期组织。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与会代表共13人，讨论并通过了《中国共
产党的第一个纲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确定了党的名称、奋斗目标、基本政策，提出
了发展党员、建立地方和中央机构等组织制度；对今后党的工作作出安排部署；选举产生了中央领导
机构，建立了三人组成的中央局，陈独秀当选中央局书记。
    从此，中国共产党诞生了！
    在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在反对北洋军阀、国民党新军阀和日本侵略军的革命
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着中国工农红军、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前仆后继，浴血奋战，终于取得
最后的胜利，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然而，党的成长经历了种种磨难，取得革命胜利的道路充满了坎坷。
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国党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共产国际的指挥，无论对还是错。
而事实证明，共产国际的诸多指令并不符合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
    在北伐战争势如破竹的时候，共产国际发出一系列持续“左”转的指令，尤以“五月指示”为最。
在国民党已全面排斥共产党的情况下，要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组建自己的军队，改造国民党，无异于天
方夜谭。
而随后在一连串的反右倾中，共产党出现了一连串的“左”倾暴动；王明的上台，更是将党带入了“
左”倾教条主义的沉痛灾难之中，直接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使中央红军在战略转移之初
的8.6万余人，锐减到3万余人，仅通过第四道封锁线，尤其湘江一战，红军死亡人数便高达30500多人
！
    与此同时，共产国际几乎“包办”了中共中央主要领导的人选，在出现陈独秀抵制“五月指示”之
后，以理论走红共产国际的瞿秋白被推举上台；紧接着，瞿秋白从“左”倾盲动错误造成的危害中败
下阵来。
面对陈独秀、瞿秋白这些大知识分子领导的错误，共产国际开始迷信工农出身的干部，于是，工人出
身的向忠发登上了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的“宝座”。
    而在向忠发与李立三联合违抗共产国际命令的事件发生之后，共产国际越发觉得建立一个听话的中
国支部，比建立一个有作为的中国支部更为重要，于是，被共产国际看好的留苏学生“出场”了，第
一个上台的便是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的亲信、27岁的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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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王明出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24岁的博古成为临时中央主要负责人⋯⋯    而苏联的肃反扩大化
，更是将对党内同志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带入了中国党内，不仅使20世纪30年代各根据地大批革命同
志蒙冤被杀，而且深刻而持久地影响了中国共产党党内斗争。
    在党内斗争的发展中，在党的成长壮大中，党的早期领导人相继走向了不同的命运归宿。
他们之中，为党的事业奋斗终身者有之，为革命事业献身者有之，中途脱党者有之，被开除出党者有
之，叛变投敌者有之，在“文革”中受迫害者有之⋯⋯    陈独秀在与共产国际及其中国支部的一系列
矛盾冲突中被开除出党，直至在贫病交加中离世，最终未能恢复党籍；张国焘背负着本不应由他承担
的西路军全军覆没的罪名，投靠了国民党，最终老死加拿大；王明忠实地履行了共产国际“左”右倾
路线，带着对中国革命造成巨大损失的重负，在莫斯科落幕人生；为党的事业奉献了毕生精力的张闻
天、李立三，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李大钊、蔡和森、瞿秋白等人，倒在了敌人的枪口下⋯⋯    
由于政治的、历史的原因，党的早期领导人中，除了被肯定被颂扬的之外，其他人有的被尘封，有的
被贬损，有的被全盘否定⋯⋯随着越来越多的历史资料被披露，早期领导人的形象也越来越清晰地展
现在世人面前。
    本书选取处于中共早期领导核心的、在党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中共高层领导10人，以翔实的历史
资料，包括大批原始资料、大量同时代人口述文章，借鉴党史权威认定的成果资料，通过大量客观事
实，记述他们的生平事迹，还他们以历史的本来面目，力求客观、公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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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由于政治的、历史的原因，党的早期领导人中，除了被肯定被颂扬的之外，其他人有的被尘封，
有的被贬损，有的被全盘否定⋯⋯随着越来越多的历史资料被披露，早期领导人的形象也越来越清晰
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陈独秀在与共产国际及其中国支部的一系列矛盾冲突中被开除出党，直至在贫病交加中离世，最
终未能恢复党籍；张国焘背负着本不应由他承担的西路军全军覆没的罪名，投靠了国民党，最终老死
加拿大；王明忠实地履行了共产国际“左”右倾路线，带着对中国革命造成巨大损失的重负，在莫斯
科落幕人生；为党的事业奉献了毕生精力的张闻天、李立三，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瞿秋白、李立三、蔡和森、向忠发、王明、博古、张闻天，这十位中
共早期领导人的经历各不相同，却都在历史中留下了浓厚的一笔。
他们到底有着怎样的人生？
又都有过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作者精心攥写了此书，为读者一一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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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帆，泉城之女，自幼喜读老祖宗“那些事儿”，却阴差阳错进了经贸系，入学即“不务正业”
，潜心研究民国“是个什么玩意儿”，尤其对中共建党史、建军史“情有独钟”。
于毕业前正式从事写作，最终撰写成——《中共早期领导人的最后岁月》。
此前已出版：《杜月笙大传》、《国民党去台高官大结局》、《民国军阀档案》等多部畅销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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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家里出事了，爷爷病了！
”陈独秀愣了一下。
自从第一次离家东渡日本，陈独秀对家中事便很少过问。
但以前经常返家，即使远在日本也是如此。
自从与高君曼离家出走，便再也没有回过家，直到返回安庆，才回家看望了一下嗣父、嗣母。
家中五个子女，除次女夭折外，其他三子一女一直由嗣父、嗣母和发妻高晓岚照顾。
但如今嗣父在病中，家里能主事的男人只剩了他一个，嗣母只好请他回家商量。
原来，陈衍庶两年前做的那笔大豆生意，原以为案情早已了结，不料突然接到英商诉讼状，要求陈衍
庶交还收购大豆的订金，可订金早已在合同撤销之时清还，陈衍庶又气又急，病情骤然加重。
陈独秀回到家中，听完嗣母讲述的这些情况，望着病榻上的嗣父，一时无语。
对于嗣父做着清廷的官，陈独秀一直耿耿于怀，但嗣父毕竟养活了一大家子人。
嗣父在东北任上发财、置办产业、建造“陈家大洋房”，让全家人生活无忧，陈独秀无话可说。
而对嗣父吃官司一事，陈独秀也并不是很关心，尤其对做生意打官司这些事他根本一窍不通，面对嗣
父、嗣母殷切的目光，他只好无能为力地表示：“还是父亲亲自去一趟上海比较好，我没和英商打过
交道，去了恐怕也办不妥。
”陈衍庶满指望陈独秀能够代劳，没想到陈独秀说出这样一番话，想想也不无道理，失望之余，只好
表示：“好吧，看来也只有我自己去了。
”陈衍庶拖着病体去上海交涉，查阅当年合同后才知道，姚通事欺负他不懂英文，与英商串通一气，
在退款文件上做了手脚。
事已至此，陈衍庶百口莫辩，只好挥泪交出财产契约，一生积蓄毁于一旦，回到安庆，便一头栽倒在
床上，从此大病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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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共早期领导人的最后岁月(1921-1935)》编辑推荐：首次揭秘，由于政治的、历史的原因，党的早
期领导人有的被尘封，有的被贬损，有的被全盘否定⋯⋯随着越来越多的历史资料被披露，早期领导
人的形象也越来越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中共早期领导人的成败得失。
1920年8月，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国第一个党的组织在上海成立，取名为“中国共产党”10月，北
京共产党小组正式成立，12月更名为“共产党北京支部”接着，南有陈独秀、北有李大钊，他们分别
以上海和北京为中心，在南方和北方各地发展党的早期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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