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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1919&mdash;2011）》概要地记述了从1919年5月至 2011年3月约90年间，
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的历程。
我们希望，通过逐年展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足迹，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历史道路，有助于广大读者
进一步加深对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及其历史功绩的了解，更加自觉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
，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团结奋斗，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好更快地推向前进。
　  《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1919&mdash;2011）》实际上是一本编年体的简明中共党史。
在编写过程中，我们注意体现历史的主流和本质，真实反映历史纷繁曲折的原始面貌。
本书严格遵循党的两个历史决议，积极吸收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第二
卷等党史学界科学研究的新成果，以重大事件、重要问题、重要人物为设立条目的标准，适当集中材
料，努力揭示相关史实之间的内在联系；注意根据档案和其他原始资料核对史实，力求准确反映历史
的真实面目；条目文字多寡不拘，字数服从内容。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因而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卫生、外交、国防、社会
发展等方面的要事，也收入本书。
　  这本大事记，可以作为读者了解和研究中共党史的参考读物和工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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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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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5月1日 《新青年》等一批进步刊物出版纪念专号或发表纪念文章，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
上海、北京、广州等地分别举行纪念活动，宣传马克思主义，支持工人的斗争。
陈独秀、李大钊分别在上海、北京领导和参加了庆祝五一节的集会。
这次五一节纪念活动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一次较大规模的尝试。
　  6月 陈独秀等人在上海开会商议，决定成立共产党组织，并初步取名为社会共产党。
经征求李大钊的意见后，陈独秀同意定名为共产党。
　  8月 在陈独秀的主持下，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正式
成立。
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并成为创建全国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活动中心。
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起草《中国共产党宣言》，第一次比较系统地表达了中国共产主义者_的理想和
主张。
从1920年秋到1921年春，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地陆续成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这些组织
的名称不一，有的叫&ldquo;共产党&rdquo;，有的叫&ldquo;共产党支部&rdquo;或&ldquo;共产党小
组&rdquo;，都是组成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地方组织。
　  后来被通称为&ldquo;共产主义小组&rdquo;），在日本和法国的中国留学生和侨民中也建立了这样
的小组。
　  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后，主要的活动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工人运动，建立社会主义青年
团。
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将《新青年》改为自己的机关刊物，随后又创办了半公开的刊物《共产党》和通
俗刊物《劳动界》，领导成立了上海机器工会和印刷工会。
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出版了《劳动音》、《工人周刊》，在长辛店开办劳动补习学校。
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工作，进一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
　  8月 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由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
　  8月22日 在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领导下，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
　  在当地共产党早期组织领导下，北京、武汉、长沙、广州也先后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先进
青年中发展团员。
同年11月成立了团的临时中央局，俞秀松为书记。
　  11月 自本月起，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张东荪、梁启超等连续发表文章，鼓吹基尔特社会主义，主
张劳资协调，发展资本主义。
他们认为，中国唯一的病症是贫穷，救中国只有一条路，即依靠绅商阶级，开发实业。
　  他们断言，由于中国产业落后，&ldquo;缺少真正的劳动者&rdquo;，因此还没有资格来讲社会主义
，也不具备成立工人阶级政党的条件，&ldquo;真正的劳农革命决不会发生&rdquo;。
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
　  陈独秀、李大钊、李达、蔡和森等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纷纷著文，批判张东荪、梁启超的反社
会主义言论。
他们承认中国必须发展实业，以改变贫穷落后的状态，但认为资本主义道路是行不通的，中国的出路
在于社会主义。
他们指出，中国社会黑暗到了极点，&ldquo;除了劳动者联合起来，组织革命团体，改变生产制度，是
无法挽救的&rdquo;。
　  这场关于中国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是实行社会革命还是实行社会改良的争论
，持续了一年多。
通过这次争论，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思想阵地得到扩展，进一步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创立的思想基础。
　  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者在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交锋的同时，还反对了同工人运动
有联系的错误思想&mdash;&mdash;修正主义和无政府主义。
一些知识分子宣称，不要阶级斗争、和平进人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观点是可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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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者指出，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同共产主义是&ldquo;正相反对&rdquo;的，幻想用资产阶级议
会来为劳动者服务是&ldquo;与虎谋皮&rdquo;，在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下，中国工人阶级根本没有进
行合法的议会斗争的可能。
无政府主义是在中国有较大影响的一种小资产阶级思潮。
无政府主义者反对一切国家、一切权威，反对一切政治斗争和暴力革命。
他们提倡个人主义，主张绝对自由，反对任何组织纪律。
马克思主义者对无政府主义进行了严肃的批判，阐明无产阶级领导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用暴力夺
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驳斥了他们的&ldquo;绝对自由&rdquo;的谬论，指出
在人类社会中，自由总是相对的，所谓&ldquo;绝对自由&rdquo;是根本不存在的。
许多受无政府主义影响的革命青年抛弃了这种错误思想，接受马克思主义。
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无政府主义者则被清除出去。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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