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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现在呈献在你面前的是一部《陈独秀大传》。
    在你见到这部书之前，你也许读过《陈独秀传》，它的上卷《从秀才到总书记》是我的拙作；下卷
《从总书记到反对派》是唐宝林先生的大作，上下卷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89年同时出版发行。
    我的几位老朋友在读了《陈独秀传》以后，都劝我接着上卷继续写下去。
有的说：“你应当一气呵成。
”有的说：“你不要半途而废。
”有的还以半嗔半谑的口气说：“你该不是回避敏感的托派问题吧！
”说这些话的都是我多年的老熟人了，他们是一番好意，可当时我正忙着，一件事接一件事，对他们
的话我并没在意，自然也没想到要做什么解释。
    1991年底，我办了离休手续，却没全离掉。
又过了两年，我才全部、干净、彻底地离了。
这时，我立即有一种最突出、最新鲜的感觉，即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空闲过，闲得心发慌，闲得你手
足无所措，这大概就是离退休人员所常说的失落感罢。
我这时想起了朋友们曾经对我说过的那些话，我在思量着怎样打发日子。
我漫不经心地整理了自己的书刊，翻检了过去摘抄的卡片，发觉关于陈独秀后半生的一些主要的资料
是齐备的，于是我采纳了朋友们的建议。
    我写写，涂涂，歇歇；再写写。
说句时髦的话，这叫做“老有所为”，而我直接体会到的这不过是一种消遣度日的方法而已，并为自
己找到这种廉价的消遣方式而庆幸。
写写，改改，再写写，⋯⋯到去年上半年草就了本书的后半部(自1927年7月至1942年5月)，共8章43节
。
    然后，对旧作《陈独秀传》上卷进行修改和补充，增写了5节；根据新见到的资料(例如新出版的《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2辑等)对其中绝大多数章节都作了整段整段的补
充或改写。
到今年下半年完成全部书稿，共有15章92节和7个附件。
附件中有论文5篇，是从我已经发表的研究中国现代史40多篇论文里挑选出的，挑选的标准是在内容上
既不与正文有较多的重复，在论述方面又能对正文有所补充。
这5篇文章有4篇写于20世纪80年代，有的至今已有十多年了，其中个别论述未必与正文完全一致，但
我不想也不愿意改动它了，因为它已成为我个人历史的一部分，就让读者连同正文一道去评说罢。
    当本书稿杀青之后，忽接安徽大学历史系教授沈寂老友惠寄《台静农先生珍藏书札》(一)，其中收
有陈独秀亲笔信102封，因此有关章节不得不据《书札》重新写作。
    本书名为《陈独秀大传》，无非表示在名称上与原作《陈独秀传》有所区别，并无妄自尊大之意，
还望读者多多批评与指正。
    最后，我要感谢上海人民出版社领导和该社编审郝盛潮先生和陆宗寅先生等，他们多年来对我研究
陈独秀给予了支持和帮助，这是我永远不能忘怀的，也是应当向读者说明的。
    1997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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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陈独秀大传(第3版)》从陈独秀的家世、童年写起，对陈独秀的青年时期、辛亥革命时期、五四
新文化运动、国共合作、北伐战争、大革命时期、托派时期、抗战时期以及晚年，都作了客观的介绍
，不仅对大时代背景下他的独特形象有深入刻画，还对其跌宕起伏、曲折离奇的政治生涯进行了精彩
论述。
另外，通过陈独秀一生的思想演变，读者可以透析近现代中国政治思想史的演变过程。

　　《陈独秀大传(第3版)》的作者是任建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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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任建树，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1924年8月出生于河北省武安县，1945年初参加革命，1947年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文学院历史系。
1954年任上海团市委宣传部副部长，1957年底进中科院上海历史研究所工作，后改属上海社科院。
1978年后，任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现代史研究室主任，1991年离休。
发表有影响的中国现代史方面论文40余篇，著作有《陈独秀--从秀才到总书记》、《五卅运动简史》
（合著）、《中国共产党七十年大事本末》（主编）、《现代上海大事记》（主编）、《陈独秀著作
选编》（主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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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致读者
重印补记
再致读者
一言论终生长话短说
　附：陈独秀字号笔名化名考释
一　故乡?家世?童年
　动荡的故乡奇特的独秀山
　家业的兴衰飘泊的寒士
　附：世系表
　凶狠的板子刚烈的个性
二　青年时期
　院试夺魁婚姻子女
　乡试落第转向康梁派
　东渡留学发动拒俄运动
　编辑《国民日日报》合译《惨社会》
　主办《安徽俗话报》开发民智反帝爱国
三　辛亥革命时期
　参加暗杀团创立岳王会
　论书法内劲外秀
　高傲愤世诗如其人
　任皖督秘书长险遭枪决
　奇文受诘问人权第一
四　五四新文化运动前期
　创办《新青年》发动新文化运动
　唤起国民独立人格破除儒家奴隶道德
　发动文学革命白话文取代文言文
　廓清愚昧推倒偶像
　改革北大文科开辟自由园地
　东西文化论战兴起质问《东方杂志》记者
　创办《每周评论》奋战顽固派
　强力拥护公理平民征服政府
　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被捕与营救
　东西文化再论战批评新旧调和论
五　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
　思想飞跃起步传播马克思主义
　微服离京演讲社会改造
　创办工人刊物向工人宣传马列
　南陈北李携手建党
　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批判资本主义道路
　批判无政府主义建立广东党组织
　《新青年》编辑部分化陈胡争论延续
　主管广东教育立志革新
　主持中央工作领导工人运动
　非基督教运动宗教问题的争论
六　国共两党合作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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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草中共二大宣言批判“联省自治”
　被迫加入国民党出席共产国际四大
　在中共三大上讨论中国革命问题
　批评国民党的军事政策促成国民会议运动
　回击右派的进攻维护党的独立性
　否认国际联络委员会要求警告鲍罗廷
　论工人阶级的领导指挥五卅运动
　批判戴季陶主义主张退出国民党
　三二○事件被迫退让再次主张退出国民党
七　北伐战争时期
　论国民政府北伐同意汪蒋合作
　立于主体地位决策武装起义
　困惑中的思索起草《汪陈宣言》
　国际执委会决议对土地问题的意见
　纠正农运过火行为答复五月指示
　放弃工农运动领导权大革命失败
八　大革命失败后的心态
　藏身纸庄缺席受批判
　化装返沪拒绝去莫斯科
　一首辛辣的民歌致中央常委三封信
　拒绝出席六大撰写《文字拼音草案》
九　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争论
　托洛茨基主义传入政治思想转向
　对中东路问题的意见两个口号之争
　大　革命失败的原因国共两党党内合作
　革命形势的估量高潮或低潮
　阶级关系变动革命性质与任务
　革命总，口号国民会议或苏维埃
　开除出党辩护?辩解
十　托派时期
　拉队伍举旗帜
　所谓“红军”问题城市中心论
　受围困被解脱
　争论与统一任托派书记
　反蒋抗日倡议联合中共
十一　在法庭上?控诉与反控诉
　被捕解京匹夫不可夺志
　尴尬的地位复杂的反响
　千里姻缘老夫少妻看守所里的首封信
　拒绝劝降聘定辩护律师
　自撰《辩诉状》反控国民党
　法庭上受审被告变原告
　上诉抗辩减刑入狱
十二　在狱中?研究与著述
　监狱?研究室钻研文字学
　夫妻同房拒绝越狱
　乡情友情师生情探监人络绎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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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嬉笑怒骂国民党要员《金粉泪》
　被托派开除受托氏器重
　自传两章文学瑰宝
十三　抗战初期
　走出牢房投入抗战
　宣传全民抗战摆脱党派拘束
　罗汉西安之行无过可悔
　无回党愿望试图独树一帜
　蒙受不白之冤迟到的说法
　论战时党派问题否定相对独立性
十四　晚年
　溯江入川风餐露宿过夔门
　黄荆街前的窘迫石墙院里的孤寂
　贫病交迫谢绝嗟来之食
　服嗣母丧挽大姊
　《小学识字教本》杰出的语言学家
　最后的书信对民主的新见解
十五　陨落
　病逝丧事
　死非其时身后寂寞
附录　陈独秀墓的变迁与独秀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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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陈独秀出生在中国封建社会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逐步演变的年代。
在他出生前的37年，即1842年，清朝政府在鸦片战争中战败，与英国签订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
条约》。
从此，资本主义列强接二连三地发动侵华战争，昏庸腐败的清朝政府在战争中屡战屡败，不得不同侵
略者签订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
    陈独秀15岁那年——1894年，爆发了中日甲午战争。
这次战争又以清政府战败，订立了《马关条约》而告结束。
根据《马关条约》的规定，中国不仅割地赔款，还允许外国人在中国各通商口岸开设工厂。
从此，帝国主义除以输出商品的方式进行经济侵略以外，还同时输出资本，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和
丰富资源，开办各种企业，以榨取超额利润。
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使中华民族面临着严重的危机。
    近代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都莫不为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而担忧。
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拯救国家民族的危亡，是他们思想发展的共同出发点，陈独秀也不例外
，他的政治生涯也正是从这个平凡而又伟大的起点一爱国主义开始，逐级向前展开的。
在青年时代，陈独秀就关心国家大事。
甲午战争，一个大国被小国打败了，他觉得其中必有缘故。
至于是什么缘故，一个15岁的娃娃，当然是说不清楚的，不过他已经在开始思索这样的问题：怎样才
能使中国富强起来，不受外国的欺辱。
    最初，陈独秀信奉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的主张。
但为时不久，1898年9月维新变法失败，戊戌六君子人头落地，血的惨痛教训清楚地表明清政府反对任
何的政治改革。
1900年，清政府对八国联军屈服投降，从此成了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
这使国内的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了，原来主张君主立宪的一些改良派，蜕化为保皇党，于是革命派应
运而起。
20世纪初，陈独秀从改良派转变为革命派，立志推翻清王朝的封建统治。
    1901年至1904年，陈独秀从事革命活动的主要基地是在他的故乡安庆和芜湖。
他在安庆发起反对沙皇俄国侵占东北三省的演说大会；在芜湖创办《安徽俗话报》宣传反帝爱国，启
迪民智；协助进步人士开办学校，培养革命干部；并进而组织秘密的反清军事团体“岳王会”。
安徽地区的革命运动，在陈独秀等人的领导之下，蓬勃兴起，堪与革命活动最发达的湖南、广东两省
相媲美。
    1911年武昌起义后，陈独秀任安徽省都督府秘书长。
反袁斗争失败，他被通缉，逃亡到上海，不免有所苦闷与彷徨，但在苦闷中继续求索，在彷徨中继续
追求救国救民的道路。
    1915年9月，陈独秀首先发难，创办《新青年》，高学科学与民主的大旗，发动新文化运动，猛烈地
抨击旧礼教、旧文化，起了极大的启蒙作用。
《新青年》培育了整整的一代青年，纲封建伦理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为他们接受新思想、新学说扫清
了思想上的障碍。
    科学与民主的传播，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召唤，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中国民族工业的
发展，帝国主义国家分赃的巴黎和会对中国人民的刺激，所有这些因素到1919年5月汇合成中国人民彻
底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在中国民族民主革命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而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正如毛泽东所说是陈独
秀。
    经过五四运动，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传播扎根。
一向祟奉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陈独秀，也就在这个时候迅速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由手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领袖地位，由手他对反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批判，他的转变自然带动了一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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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共同前进。
到20世纪20年代的第一个年头，他同李大钊等开始创立中国共产党，从此，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薪
。
    陈独秀从19世纪末叶到20世纪20年代初，他的政治思想逐级飞跃，由改良派而革命派，然后上升到
共产派，并连任五届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在共产国际的指挥下参与了大革命的领导工作。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再次陷入苦闷与迷惘之中。
但为时不久，他便接受了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的主张，反对当时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于1929年11
月被开除出共产党，转变为中国托派的首领，既反对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又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同时也受到共产党的攻击和国民党的压迫。
九一八事变后，他主要反对国民党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并倡议与中共联合反蒋抗日。
1932年10月，他第四次被捕，坐牢达五年之久。
抗日战争爆发后获释，这时他反对中国托派关于抗战的主张，并与托派脱离了组织关系，坚决主张发
动民众对日本帝国主义作殊死战。
晚年流落到四川江津，在贫病交迫中钻研文字学，撰写《小学识字教本》。
1942年5月27日与世长辞，享年63岁。
    陈独秀早年留学日本，学识渊博，懂日、英、法三国文字，工宋诗，善隶书，旧学根底深厚，对音
韵学、文字学造诣尤深，“是我国近代语言学史上杰出的语言学家”；他才思敏捷，笔锋犀利，长于
政论文，但不善演说。
虽多年飘泊他乡，却乡音未改，操浓重的安庆口音。
    陈独秀目光锐利，气质刚强，富有革命开创精神，是近代中国著名的思想家和革命家。
只要是他认准了的政治方向，就奋勇向前，义无反顾。
他最厌恶趋炎附势，随波逐流。
当一些不合理的罪名加到他的头上时，他尤为桀骜不驯。
    陈独秀一生的思想演变，不啻是一部近百年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缩写。
他的革命经历大体上是同中国民主革命的历程同步前进，并相互影响。
他那跌宕起伏、曲折离奇的政治生涯，形成的原因固然有他个人的因素，但归根结底是社会的阶级的
原因造成的，是中国民主革命的艰巨性与曲折性的一种反映。
陈独秀是一位很值得研究的历史人物，也是一位颇具魅力而又很不容易把握的人物。
    中国有句老话叫“盖棺论定”，是说一个人死了，进了棺材，他的历史也就刭此结束了，再也不会
增添什么了，这时可对他一生的功过是非作出评定了，从这个意义上说，的确只有“盖棺”才可能“
论定”。
然而可能性并不等于现实。
历史上一些发生过重大影响而又复杂的历史人物，往往在“盖棺i之后很久很久，人们还是对他争论不
休，各有各的“论定”的说法i而且“论定”之说又往往随着时势的变迁而变更。
现在笔者奉献于读者面前的这部《陈独秀大传》，自不敢妄称什么“论定”之作了。
    鲁迅说过这样的话：“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们所处
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
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
”论文，尚且如此。
论人，则需要“顾及”的方面就更多了，笔者深感力不从心。
如果于无意之中写了些“说梦”的话，则挚诚地希望读者能做到像鲁迅所说的“我只主张听者心里明
白所听的是说梦”，并殷切地期待读者的批评与指正。
P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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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毛泽东：关于陈独秀这个人，我们今天可以讲一讲，他是有过功劳的。
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卜足他领导的。
    鲁迅：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
心！
”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儿枝枪，儿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
    胡适：他(陈独秀)是一个“终身反对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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