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课：喜迎二十大，初心向未来——回

望中共二大

1921 年，浙江嘉兴的一艘小小红船承载千钧，播下了中

国革命的火种，开启了中国共产党的跨世纪航程。从一大到

即将召开的二十大，百年大党，历经风雨，巍然屹立，功勋

卓越。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

建设”。站在当下，回望百年，我们把历史的长镜头对准创

造“七个第一”的中共二大。

一、历史背景

翻开旧报纸，兵变，匪乱，交战，饿殍，诸种“不幸之

事”，几乎每天如影随形。1922 年 7 月 16 日这一天的《申

报》上还说：北京，“黎大总统”痛感“政令不行”，准备

辞职；上海，外商纱厂集会讨论，停止晚上开工；一批清华

学生的留念合影，出现在这天的报纸上，次日他们将启程远

赴美国留学……这或许只是那个激烈年代中普通的一天。就

在这一天，中共二大举行了第一次全体会议。

二、会议经过

中共二大共举行了 3 次全体会议，1922 年 7 月 16 日至

23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公共租界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现

上海市静安区老成都北里 7 弄 30 号）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

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其余两次都因历史久远而无从查

考。出席大会的有陈独秀、张国焘、李达、杨明斋、罗章龙、



王尽美、许白昊、蔡和森、谭平山、李震瀛、施存统等 12

人（尚有 1 人姓名不详），代表着全党 195 名党员。

二大召开时，上海的政治环境十分严峻，中央局选择这

里作为开会地点，颇费心思。二大会址曾是中央局成员李达

的寓所，深巷内前门后门都可通行。周围整片相同的石库门

房屋，使得这一处淹没其中，并不抢眼。而党创办的平民女

校正对李达家的后门，万一突发情况便于疏散。

为了保密和安全起见，二大以小组讨论为主，每次全体

会议都要更换地点，而小会基本安排在党员家中。中共二大

在安全问题上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也造成了党内同志“失

联”。

毛泽东在陕北的时候，曾经给美国记者斯诺讲过：“第

二次党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我本想参加，可是忘记了开会

的地点，又找不到任何同志，结果没有能出席。”

三、历史意义

在为期 8 天的会议上，二大创造了多个“第一”。

1.发表了党的第一个宣言

二大最主要的成果是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

表大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由陈独秀领头起草。

宣言初步阐明了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

策略、任务和目标，指明了中国革命的前途：革命的性质是

民主主义革命；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革命的



动力是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也是革命的

力量之一；革命的策略是组成各阶级的联合战线；革命的任

务和目标是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实现中华

民族的独立和中国的统一；革命的前途是走向社会主义、共

产主义。

2.第一部党章诞生

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是党成立后的第一个

党章，对党员条件、党的各级组织和党的纪律作了具体规定，

明确地体现了民主集中制原则。

党章规定了严格的入党手续，主要是为了从组织制度上

保证把确实具备党员条件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因此，

入党时，须有党员介绍，并要经过逐级上报的审查手续。这

对防止投机分子和不够条件的人入党，是十分必要的。对真

正的无产阶级政党来说，党员的质量标志着党政治上的先进

性和组织上的纯洁性。

由于党处于幼年时期，理论准备不足，实践经验少，二

大党章难免存在一些不足。但是，与一大纲领相比，二大党

章从内容到结构，从实体规定到程序规定，都有长足的进步。

从根本原则到具体制度上，初步形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的体

系。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党第一次有了正式的党章，反映出

党的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和实际工作经验的增多，对于规范党

员和党组织行为，健全党内生活，促进党组织的巩固发展，



提高党的战斗力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3.第一次提出了党的民主革命纲领

大会发表的宣言通过对中国经济政治状况的分析，实际

上揭示出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

宣言在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和中国社会性质的基础上，提

出在目前的历史条件下，党的奋斗目标是：消除内乱，打倒

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

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这就制定出

了党在当前阶段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即党的最低

纲领。

宣言又指出：党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

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

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这又指明了党的最高纲领。

4.第一次提出组成“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

大会指出，为了实现反帝反军阀的革命目标，必须组成

“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大会在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状况

进行初步分析后指出，中国的广大农民有极大的革命积极

性，是“革命运动中的最大要素”；小资产阶级的大量群众

因遭受极大痛苦，会“加入到革命的队伍里面来”；“中国

幼稚资产阶级为免除经济上的压迫起见，一定要起来与世界

资本帝国主义奋斗”；工人阶级有伟大的势力，这种势力“发

展无已的结果，将会变成推倒在中国的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的



革命领袖军”。

大会还提出，要联合全国一切的革命党派，联合资产阶

级民主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并决定邀请国民党等革命

团体举行联席会议，共商具体办法。

二大还诞生了许多“第一”：第一次比较完整地对工人

运动、妇女运动和青少年运动提出要求，第一次决定加入共

产国际……成为党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从此，中国革命的形势向着更清晰的道路前行。从 1922

年 1 月至 1923 年 2 月，全国爆发的罢工斗争达 100 多次，

参加罢工的工人达 30 万人以上，工人的政治觉悟迅速提升，

组织程度也明显提高，与此同时，党领导的农民、青年、妇

女运动也展现出全新的面貌。

今年是“二大”召开的第 100 年，面对新时代、新情况、

新问题，我们唯有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才能向着

实现中国梦的目标大踏步地迈进。我们要继续赓续红色血

脉、红色精神，让青春之花在人民最需要的地方中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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