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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佑之与 《中国共产党宣言》

〇 倪 良端

《中 国共产党宣言》 是上海共 产主义小组《 中 国共产党宣言 》 的 由来
１ ９２ 〇年 １ １ 月 拟定 ， 阐明共产主义的原则 、 共产及主要内 容
主义者的理想和 目 的 ， 规定收纳党员标准的党

内重要文件 。 郑佑之 是恽代英在 四 川 吸收的共１ ９ ２２年 １ １ 月 ２ ５ 日 ， 郑佑之在给赵
一

曼的信

产党员 ， 他在阅读 《中 国共产党宣言 》 后 ， 以其中说 ：

“

今带来 《中 国共产党宣言》
一

份 、 《女子

中规定 的党员标准培养 、 吸收党员 ， 于 １ ９２ ６年参政之研究》
一

份 、
《精神讲话 》

一

本 （注 ： 原件

１ 月 ３ ０ 日 创建 了中共宜宾地方组织 ； 他还将 《宣为
“

精神讲话
一

般
”

， 疑有误 ） ， 这三种书可 以

言 》 传递给赵
一

曼 阅读 ， 用 共产主义者的理想随便看 。 《两个工人谈话 》
一

本 （这是鼓吹无政

培养赵
一

曼成 为抗 日 民族英雄 。 《中 国共产党府主义的 ， 你要 留心 ， 并不是完全都对 ） ， 《 民

宣言 》 对当今共产党员树立 和坚持共产 主义理治报 》 二张 ， 你可查 收 。

”

信中还说 ：

“

《中 国共

想信念 ， 仍然有极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本文中 ，产党宣言》 是人人都看得的 ， 但是未见得人人都

笔者就 《中 国共产党宣言 》 传入宜宾 的途径作看得懂 。 若是看不懂 ， 歇几 天又看 ， 将来 终究

如下探讨 。会懂的 。

”

郑佑之传递给赵
一

曼 阅读的 《 中 国共

产党宣言》 ， 其 由 来及主要 内容是这样的 ：

十 月 革命的胜 利 ， 使 中 国人 民看到 了 民

族解放的新希望 。 随着马 克思主义在 中国 的传

播及其 同 中 国工 人运动 的初步结合 ， 中国 社会

ｆＡ獅訂－據￥骑駐錢紐減＃

子 。 在五 四运动 的影响和列宁领导的共产 国 际

＾的帮助 下 ， 中 国第
－

个共产主义小组在 中 国工

人 阶级最密集的 中心城市——上海正式成立 。

Ｍ

相继 ， 北京 、 天津 、 太原 、 济 南 、 青 岛 、 武 汉 、

长沙 、 广 州 以及在 日 本 、 法国 的 中 国 留学生 中

ｉｌｌｌｉｌｌ

Ｉ？
际代表 团 的档 案中 选出 来的 ， 由 参加远东 民族

郑佑之像会议中 国共产党代表团 的主 要成员 、 负责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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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级获得政权 ， 这不过只是共产党的 目 的之
一

部

分 ， 决不是说
“

资本主义的余迹 ， 如反对革命

的势力 ， 都 已消灭 了
”

，

“

共产主义就很简单地

实现 了
”

，
因 为 阶级斗争还是继续的 ， 所以党

的任务还没有完成 ，
还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

无产 阶级的任务是
－ － 面继续用 强力与资本主义

的剥 削势力作战 ，

一

面要用 革命 的办法造 出 许

多共产主义建设法 。

“
一

直到全世界的资本家的

势力都消灭 了 ， 生产事业也根据共产 主义的原

则开始活动 了 ， 那时候的无产 阶级专政还要造

出
一

条到共产±义的 ３１路
”

。

《中 国共产党宣：言 》 的拟定 ， 不 ｛Ｘ为 ｔ ｉｌ ＃

产党的成立作好 了理论上的准备 ，
而且为党的

彻底反帝反封建的 民主革命纲领的制定奠定 了

理论基础和思想基础 ， 指 出 了 中 国无产 阶级革

命的正确方 向 。

１ ９ ２２年恽代英从沪
组织工作和英文翻译的张姓人 氏 ，

于 １ ９２ １ 年 １ ２带回 《 中 国共产党宣言 》

月 １ ０ 日根据英文稿译成 中文的 。

《中 国共产党宣言 》 全文 约 ２３ ００字 ， 包括中 国共产党早期著名 的政治 活 动家恽代

共产主义者 的理想 、 共产主义者的 目 的 、 阶级英 ， １ ９２ １ 年 １ ０ 月 应少年中 国学会会员陈愚生之

斗争的最近状态三部分 。聘 ， 抵川南泸县任川南师范学校教务主任 ， 第

《中 国共产党宣言》 鲜明提 出 了 中国共产主二年 ５ 月 出 任校长 。 １ ９２ １ 年冬 ， 恽代英在师生

义者 的理想 ： 在经济上
“

主张将生 产工具
——中积极倡议组织旅行讲演 团 ， 得到师生们 热烈

机器 、 工厂、 原料 、 土地 、 交 通机关等收 归社响应 。 １ ９２ ２年初 ， 恽代英率团在宜宾县等川南

会共有 ， 社会共用 ％ 在政治上主 张
“

废 除政九县广泛宣传爱 国主义和反帝反封建思想 ， 引

权 ， 如同现在所有的国家机关和政府％ 在社会导民众接受马克思主义 。 ５ 月 ， 在组织成立
“

马

方面
“

要使社会上只有
一

个阶级 （就是没有阶克思举说研究会
”

的基础上 ， 正式成立了

“

中国

级 ）

——就是劳动群众的阶级
”

。 这是 中 国历社会主义青年 团泸县支部
”

， 恽代英为川南革

史上的第
一

次提 出实行生产 资料公有制 ， 废除命播下了
“

种子
”

。 是年暑假期间 ， 恽代英为给

旧 的 国家机器 ， 消灭阶级的主张 。学校购置 图书等 ， 去了上海 。

《 中国共产党宣言 》 明确指出
“

共产主义者笔者认为恽代 英此次去上海返泸州时 ， 带

的 目 的是要按照共产主义者的理想 ， 创造
一

个回 了 《 中 国共 产党宣言 》 。 《中 国共产党宣言 》

新 的社会
”

， 奋斗 的 目 标是社会主义 、 共产主的 中 文稿是 １ ９２ １ 年 １ ２ 月 １ ０ 日 译成的 ， 文稿经

义 。 要使理想社会有实现之 可能 ， 就
“

要组织过 了 出席远东 民族会议 中国 代表团 中之共产主

一个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
——

共产党
”

， 来领义者组讨论等程序后 ， 从苏联传递 回 国 内 ，
距

导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团结起来 ，
通过革命的离恽代英离沪 返川 之 时大 约有 ９个月 的时 间 。

阶级斗争 ，

“

用强力 打倒资本家 的 国 家
”

，

“

铲在这 ９个月 的时间里 ， 从当 时的交通工具和 印

除现在的资本制度
”

， 把
“

政权转移于革命的无刷 条件方面考虑 ，

“

这种重要文件
”

是 翻 印 了

产阶级之手
”

。的 。 即使没有铅印 ， 转抄 、 复写 、 油 印总 是能

《中 国共产党宣言 》 还深刻地指出 ， 无产阶办到的 。 总之 ， 《 中国 共产党宣言 》 的复制件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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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中央机关有
一

定数量的存放 。 恽代 英到 了组织的基础初步奠定 。

上海 ， 必定要去党 中央机关汇 报 自 己的思想和党中央从开拓 发展四 川 的革命形势 、 加快

四川 的革命情况 ， 了 解全国的革命形势 。 恽代四 川地方党 团组织的建立和 发展的 需要 出 发 ，

英在宣传 马克思 主义方面有突 出 的工作实绩 ，发给恽代英 《 中国共产党宣言 》
， 恽代英带 回泸

在党内外有
一

定的影响 ， 他与陈独秀等人有着州
一

面 自学 ，

一

面用 共产 主义的原则 、 共产主

革命工作关系和亲密的交往 ， 是具备带 回 《 中义者的理想和 目 的教育培养青年 ， 为川 南地方

国共产党宣言 》 的条件 的 。党组织 的创建做着准备。

据考证 ，
１ ９２ ２年时 ， 四 川 尚未建立 中 国共

产党的地方组织 。 诨代英来泸州后通过巡 回讲之经 Ｉｆ

演团 、 通俗讲习所 、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等组织读到 《 中

＂
＂

国共＃党宣言 》

和活动 ， 向 青年和 民众宣传马克思主义 、 逐步

将青年引 上马克思主义的轨道 ， 指导他们树立身处祖 国 西南宜宾 乡 野的郑佑之 ， 为什么

正确的世界观 。 为将青年引 向更高 的境界 ， 走能够在 １ ９ ２２年 下半年就阅读到 《 中国 共产党宣

上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 ， 浑代英在进步青年骨言 》 呢 ？ 笔者认为是恽代英传递给他的 。

丰 中培养发展 团 员 ， 秘密成立了
“

社会主义青早在本世纪初就具有民主革命思想的郑佑

年团泸县支部＇ 介绍 了宜宾县的郑佑之加入中之
， 在十月 革命胜利 的鼓舞 和五 四运动的促进

国共产党 ， 在川 南播下 了革命的种子 。 同 时川下 ， 初步接受 了马克思主义 。 １ ９２ ２ 年初 ， 恽代

南的工农大众在马克思主义的启迪下觉悟开始英组织 的川 南师范学生巡 回 讲演团 途经宜宾县

被唤醒 ， 反帝爱 国思想滋生 ， 创建川南地方党宣传革命思想 ， 使郑佑之直接受到教育 。 经友

？ａ＾？？ ｜ 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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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引荐 ， 郑佑之与恽代英开始书信往来 ， 交流的家具多 已送人 ， 我的地方已决定待我死后捐

思想 ， 讨论 问题 ， 探求真理 ，
逐步达成共识 。入平民校 （捐地方的遗嘱是去年写好 ， 现在已

于是 ，
１９ ２２ 年暑假初 ， 在川 南师范校 园里 ， 恽向朋友们说出来 了 ）

…… 所以抱独身主义来实

代英吸收郑佑之加入了 中国共产党 ， 郑佑之成行社会革命 。 自 然 ， 革命的实现 ， 期会还远得

为 了 四川就地加人中 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 。很 ， 但我是要这样做起去的 。

”

将 《 中国共产党

郑佑之是恽代英在 川南发展 的唯
一

党员 ，宣言 》 传递给赵
一

曼的那封信中 ， 郑佑之对打

思想成熟 ， 深受恽代英的器重和信任 ， 被视为灭私有制的态度十分坚决 、
坚定 ：

“

说我要打灭

植于川南的
“
一

粒种子
”

， 被寄予川南革命的重私有财产 ， 我硬要打灭私有财产 。 随便甚么古

任 。 当 时在川南的党员只 有恽代 英和郑佑之 ，先圣贤的话 ， 都压我不下 了 。 他们的思想根本

恽代 英从上海带 回 《中 国共产党宣言》 如此重上与我们不相容 ， 这
一

层你也要晓得 。

”

郑佑之

要的党内文件 ， 定会传递给郑佑之学习 。这个决策 ，
显然是受到 《中 国共产党宣言》 中共

１ ９２２年 ７ 月 恽代英离泸赴沪后 ， 四川爆发产主义者消灭私有 、 提倡公有的主张的鼓舞而

了
一

、
二军之 战 。 杨森所属 第二军败北 ， 第

一

作 出 的 。 他将私有的土地捐给平民校 ， 立了遗

军赖心辉部占领泸县 。 当上永宁道尹的赖心辉嘱并转告朋友请求监督执行 。 他这种高 尚 的思

部旅长张英下令免去恽代英川南师范学校校长想境界 ， 追求真理的真诚态度 ， 与传统观念决

职务 。 恽代英 ９ 月 下旬从上海返校 ，
１ ０月 中旬裂的精神 ， 果敢无畏的实 际行动 ， 在 当 时的社

被扣留 。 经吴玉章等保释 ， 诨代英获释 。会环境中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 他不仅将 自 己 的

恽代英虽然获释 ， 但处境仍然维艰 ， 不能财产交归社会共有共用 ， 而且把 自 己 的整个身

久留 泸州 。 恽代英在被释放后的第二天告诉友心也交给 了宏伟 的共产主义事业。

“

抱独 身主

人 ：

“

决定早些离去 。

”

恽代英作 出这样的抉择义来实行革命
”

， 这充分体现 了郑佑之无私无

后 ， 及 时将 《中 国共产党宣言》 传递给川 南唯畏的奉献精神和对共产主义理想的毕生追求 。

一

的党员郑佑之 ， 使郑佑之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明知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实现
“

期会还远得很 ，

本理论和党的基本知识教育青年 ， 考察和收纳但我是要这样做起去的
”

， 这种
“

先天下之忧而

党员 ， 创建川南地方党组织 ， 让这
“
一

粒种子
”

忧 ， 后天下之乐而乐
”

的风格 ， 这种
“

从我做

发芽 、 开花 、 结果 。起
”

的勇于牺牲精神 ， 只有具备共产主义远大

理想 、 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的人才能有 。

郑佑之是 《中国共产党宣言 》郑佑之的
“

社会共有
”

还体现在热心办公

原则和精神的实践者益事业上 。
丨９ ２４ 年郑佑之对赵

一

曼说 ：

“

说到我

的钱 ， 我 已决心办公益事 ， 只要是同 志们 因 为

郑佑之在 《中 国共产党宣言》 原则 和精神服务社会 ， 随便扯来用就是 。 况且我 已不承认

的指导激励下 ， 坚定不移地追求共产主义的伟我这钱是我应得的 ， 我这些钱 ， 都是我的佃户

大理想 、 顽强地为共产主义的伟大 目标奋斗 。劳力做 出来的 。 我不过 因为他们用不来钱 ， 所

他创建了宜宾 、 荣县等地方党组织 ， 教育人 民以替他们安放在公益事业上 。

”

郑佑之按照共产

认识 了 中 国共产党 ， 开拓和领导了 川南人民反主义的理想实行共有共用 ， 自 觉破除私有观念

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 ， 在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新的共产主义高 尚品德 ， 至今熠熠生光 。

民主主义革命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
一

页 。（二 ） 为
“

创造一个新的社会
”

，

（

一

） 奋起
“

消灭私有制
”

，
确立

“

社会共有 ，团结教育人民开展无产阶级革命

社会共用
”

的共产主义思想《中 国共产党宣言 》 提 出 共产主义者 的 目

共产 主义者主张生产资料
“

社会共有
， 社的

“

第
一

步就是铲除现在的资本制度
”

， 要铲

会共用
”

， 郑佑之率先响应消灭私有制 ， 将 自除资本制度 ， 就必须把工人农民 团结起来 ，
运

己的财产捐为社会共有共用 。 他在 １９ ２ ３年 ４月用 阶级斗争的方式
“

打倒 资本主义国家
”

。 郑

１ ３ 日 给赵
一

曼的信 中这样说道 ：

“

现在呢 ， 我佑之在 《 中 国共产党宣言 》 原则 的指引下 ， 把

７８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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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 事 录
」

马克思主义 的普遍原理、 把苏联十月 革命成功导人 ， 是全川享有盛名 的
“

农王
”

。

的经验与 中国 川南人 民革命的实际相结合 ， 在（三 ） 以 《 中 国共产党宣言 》 规定 的

２０ 世纪 初开始领导川 南的工农革命运动 。 郑党员标准吸收党员 ， 建立 了宜宾地方组织

佑之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和 目标 ， 热情地向 工 １９ ２ ２年冬郑佑之就说过 ：

“

近来大家都说

人 、 农民和学生等宣传马克思主义 ， 宣传列 宁我是共产党 了 ， 这也不要紧 ， 他既说我是共产

是
“

全世界十多万万受压迫的人
”

的
“

导师
”

，党 ， 我就 自认是共产党 。 但是 ， 共产党是正大

把列宁的光辉形象和苏俄革命经验介绍给川南光明的 ， 是不怕人的 … … 他说我要邀这
一

般青

人民 。 他说 ：

“

国 民革命成功 之后 ， 好夺取政年男女人共产党 ， 我硬是要邀这
一

般青年男女

权 ， 成为
一

个无产 阶级专政的 国家
——

好像入共产党 。

”

这表明郑佑之 以
一

个正大光明 的共

俄国的样子 。

”

产党员身份 ， 以 《 中国共产党宣言 》 规定的共产

在传播马克思列 宁主义方面 ，
郑佑之主动主义原则 ， 用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和奋斗 目标教

积极热情 ， 奔走 呼号 。 他虽 身处川南
一

隅 ， 但育培养青年 ， 着手在宜宾发展团 员和党员 ， 从

与外界广为联络 ， 把马克思主义的书籍 、 宣传事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工作 。

无产 阶级革命的进步报刊 引进宜宾 ， 传递给在 《中国共产党宣言》 的指引下 ， 郑佑之向

要求进步、 要求革命的人们 。 仅据保存下来的亲友 、 家乡 青年和贫苦农 民宣传苏俄革命成功

１９ ２ １ 年至 １ ９ ２５ 年 间 ， 郑佑之写给赵
一

曼 、 李坤的经验 ， 唤醒人 民走
“

要望革命成功必走的道

杰 、 肖 简青等人的 ４ １ 封信中 ， 他就向赵
一

曼等路
”

。 他在农民 中建立农民协会 ， 在妇女中成立

人推荐学习 的如 《列 宁传 》 《 中国共产党宣言》
“

妇女解放同盟会
”

等组织 。 经过革命组织的培

《 中 国青年 》 《妇女周报 》 等宣传马列主义和无养和实 际斗争的锻炼 ， 吸收有觉悟的 、 愿为共

产 阶级革命思想的书籍和进步报刊达 ４２种 。 他产主义事业奋斗的先进分子入团入党 。 １ ９２ ３年 ，

从外地订阅 、 函购的书报刊在川南进步青年 中郑佑之介绍 了赵
一

曼 、 李绍唐等人加人社会主

广 为传 阅 ， 用马列主义武装着
一

代人的思想 ，义青年 团 ， 建立的 以赵
一

曼为组长的团小组是

为川南人民革命奠定了思想基础 。四川 农村最早的青年 团基层组织 。 以后建立了

郑佑之生 长在宜宾 乡野之间 ， 从小同农民普岗寺和 白花场 团 支部 。 在上级团组织的指导

接触 ， 对农民的疾苦体验极深 。 早年 曾 报定实下 ， 筹备和建立 了 团宜宾地方委员会 ， 为宜宾

业救国 、 振兴农业夙愿的郑佑之 ， 入党后在 《中地方党组织的建立奠定 了组织基础 。 １９ ２３ 年至

国共产党宣言 》 原则 指引 下 ， 进
一

步明确从地１９ ２５年 间 ， 郑佑之在宜宾 、 荣县等地的 乡 间组

主资本家手里获得政权 ，

“

将这政权放在工人织农民协会 ，
以 《中国共产党宣言 》及 中国共产

和农人手里
”

才能使广大劳动人民群众解除压党章程规定的收纳党员 的标准 ， 将团 员和农会

迫和痛苦 。 为使工农获得政权 ， 郑佑之 用马列中 的优秀分子发展为党员 ， 先后建立了宜宾县

主义教育农民 、 启发农民认识 自 己 、 认识 中 国 、观音 、 古罗 、 荣县五宝镇等基层党组织 。 党员

认识中 国共产党 ， 引导他们觉悟 ， 鼓励他们
“

尽的发展和基层组织的建立 ， 为宜宾地方党组织

管向万恶的 旧 势力冲锋
”

。 郑佑之在农民 中 组的正式成立准备了条件 。 经过郑佑之等几年 的

织农民协会 ， 发动 、 组织和领导农民打倒军阀努力工作 ，
１ ９２６年 １ 月 ３０ 日 ， 符合党章规定 的

和土豪劣 绅 。 他立足农村组建农民武装 ， 发动直属党中央领导的 中共宜宾特别支部正式成立 ，

和领导 了 如荣县武 装抗捐 ， 南溪县 、 宜宾县等郑佑之 当选支部书记 。 郑佑之创建和领导的宜

地震惊全 川 的农民武装斗争 。 郑佑之领导农 民宾特别支部 ， 成为宜宾地方的领导核心 ， 领导

开展的这些斗争沉重打击了地主阶级和反动势了宜宾县、 庆符 、 高县 、 珙县 、 筠连 、 长宁 、 南

力 ， 扩大 了 中国共产党在群众中 的影响 。 从理溪、
江安和荣县等地的工人 、 农民 、 学生和妇女

论和实践上为全川农民运动作出 了榜样 。 宜宾运动 ， 发展了党团组织 ， 促进了统
一

战线工作 ，

在郑佑之的领导下 ， 成 了 四川农运的根据地 。将川南人民革命推 向了新的高潮 。 ■

郑佑之成为川南农民运动 的开拓者和杰 出 的领（ 责任编 辑 王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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