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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是世界近代史

上划时代的重大历史事件，它不仅打开了帝国主义

链条上最薄弱的一环，也促进了亚洲乃至世界各国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工人运动的发展。1919年 3

月，由列宁领导，以宣传马克思主义，团结世界各国

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为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

立无产阶级专政，消灭剥削制度为主要目标的共产

国际宣告成立，更加速了各国社会主义政党的产生

和发展。中国共产党就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和影

响下诞生的，而维经斯基则是“在中国有组织、有计

划、有针对性进行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第一人”[1]。

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与维经斯
基来华

十月革命的隆隆炮声不仅敲开了冬宫的大门，

也给饱受民族压迫的中国人民带来了一条实现民

族自强的康庄大道。但是由于帝国主义的封锁，致

使中俄交通阻断，十月革命胜利后，马列主义只是

在中国少数知识分子中传播，刚成立的苏俄政府疲

于应对国内外反动势力的干涉，对中国也没有给与

足够的关注。

20世纪初，由于社会主义革命形势发生变化，

国际共产主义领导人更多地将眼光投向中东和亚

洲。1919年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引起国际

舆论的广泛关注。当列宁和共产国际得知“中国曾

发生几百万人的罢工、罢课、罢市的大革命运动后”

派遣代表到中国联系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了解中

国的政治形势就显得刻不容缓。1919年8月，苏俄

外交人民委员会远东事务代表提出在东亚各国通

过共产主义宣传，发动各国人民进行革命运动的提

纲，这一提纲得到俄共（布）政治局的赞同。1920年

4月，在经过严格筛选后，俄共（布）远东州符拉迪沃

斯托克分局下设的外国处派出以维经斯基为首的

工作组来华，维经斯基由此成为共产国际派入中国

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

维经斯基，原名格里格里·纳乌莫维奇·扎尔欣

（沃依琴斯基），在华期间曾化名吴延康、魏琴、卫金

等。维经斯基出生于俄国一个林业职员家庭，当过

印刷工人，1913年加入美国共产党，1918年加入俄

共（布），1920年在俄共远东局工作。随同维经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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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华的共有三人，分别是维经斯基的妻子库兹涅佐

娃、维经斯基的秘书马迈耶夫和祖籍山东的俄籍共

产党员杨明斋。关于维经斯基首次来华的目的，史

学界尚存在不同的看法，如日本学者波多野乾一认

为维经斯基使华肩负着帮助中国成立青年团和共

产党、成立工人工会指导工人运动、物色进步青年

赴俄学习三项使命[2]460。而原苏联历史学家舍维廖

夫则认为维经斯基的访华是为了了解中国国情，联

络进步力量，并评估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

处的可能性[3]155。虽然关于维经斯基来华的动机史

学界尚没有定论，但是从维经斯基来华后的实际工

作中不难看出，维氏所有工作均围绕着帮助中国建

立社会主义革命政党——中国共产党这一中心而

进行，也正因如此，维氏在华的活动大大促进了马

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二、维经斯基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
活动

1920年4月，维经斯基以记者的身份抵达北京，

维经斯基抵京之时中国报刊正在刊载发表于去年

的加拉罕第一次对华宣言，该宣言废除沙俄在中国

享有的特权，宣言中写到：“苏维埃政府把沙皇政府

独自从中国人民那里掠夺的或与日本人、协约国共

同掠夺的一切交还中国人民。”“请中国人民了解，

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唯一的同盟者和兄弟是俄国

工人，农民及其红军”[4]6。这份对华宣言极大地博取

了深受帝国主义压迫的中国人民尤其是知识分子

对新成立的苏维埃政权的好感，1920年5月1日出

版的《新青年》第七卷第六号更是全文转载了对华

宣言的译文。维氏抓住这个有利时机，频繁接触进

步人士，向他们讲述苏维埃政权的有关情况。通过

北京大学俄籍教员鲍立维维经斯基结识了新文化

运动中的领军人物李大钊，并通过李大钊广泛接触

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进步人士，罗章龙曾提及

维经斯基对中国的政治、历史、文化都有一定的了

解。5月初，经李大钊等人介绍，维经斯基一行由济

南赶赴上海。在济南维经斯基会见了学生运动骨

干王尽美、邓恩铭、王翔千等人，向他们阐述马克思

主义的基本原理，介绍苏维埃俄国的具体情况。在

上海维经斯基向陈独秀谈论了十月革命胜利的意

义与俄国社会的新发展、新变化，阐述了关于改造

中国社会的意见和建议，并向陈独秀等人介绍了共

产国际和俄共（布）的大量情况。经过与陈独秀等

人的广泛接触，维经斯基认为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时

机已经渐趋成熟，应该尽快组建工人阶级自己的革

命政党，这一点也得到了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赞

同。

既要准备建立自己的革命政党，就必须从思

想、组织、干部这三方面下手。维经斯基在华的主

要工作也围绕着这三个方面进行。首先，维经斯基

帮助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阵地。维氏来华后

除了大量接触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外，还在宣传报

道马克思主义方面投入了大量的精力。1920年 8

月，维经斯基创办了介绍马克思主义的通俗刊物

《劳动界》，9月在维经斯基的协助下，停刊已久的

《新青年》得到恢复，并作为马克思主义小组上海部

的机关刊物重新印刷，11月创办了带有理论普及意

义的党内理论刊物。这不仅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

华的宣传阵营，还直接或者间接地影响了《觉悟》

《中国工人》等一大批刊物。不仅如此，维经斯基还

积极撰写并翻译有关马克思主义、苏维埃政府的各

种文章、著作，这些经典译作很大程度上促进了马

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

播推向了更高的阶段。

其次，维经斯基非常注重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

设工作。在维氏的大力帮助下，陈独秀等人于1920

年8月在上海发起了共产主义小组，上海共产主义

小组又称为上海革命局，该局下设三个部，分别为

出版部、宣传部和组织部，这三个部门密切协作，成

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中颇具影响力的

组织之一。在维经斯基和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影

响下，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成立，

从维经斯基来华到1921年维经斯基调离中国，中国

的共产主义小组经历了从无到有的历程，应该说这

与维经斯基的指导密不可分。在成立共产主义小

组的同时，维氏也认识到“学生运动是特别容易见

成效的工作对象”，结合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工

作情况和经验，成立共产党的外围组织社会主义青

年团就显得很有必要。1920年8月在维氏的组织和

推动下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上海首先成立，之后各地

纷纷响应，青年团成立之后积极向工人、士兵、农

民、中小工商业者宣传马克思主义，成为马克思主

义传播过程中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工人阶级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主力军，工会则是

组织和引导产业工人的堡垒。维经斯基来华前，马

克思主义几乎没有在工人阶级之中传播，在维氏的

帮助下中国的革命者通过新成立的共产主义小组，

以各种方式直接或者间接地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

义，并在工人中间组织建立工人工会，为中国共产

党的创建打下了良好的阶级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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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加强干部队伍

建设也是维氏在华工作的一个重点。为培养革命

骨干，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维经斯基在上海成立

了以宣传革命真理为主要内容的外国语学校，中共

早期领导人中有不少曾在上海外国语学校接受过

马克思主义的教育。

三、维经斯基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
特点和历史功绩

从以上的叙述不难看出，维氏在中国传播马克

思主义具有三个特点。

首先，注重实践性。在实践中传播马克思主义

是维氏在华工作的主要特点。在促进中国共产党

建立的过程中，他与中国各地的共产主义者紧密联

络，并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到对中国国情的研究和对

工人运动的实践当中，如开办工人夜校，组织建立

工人工会，组建共产主义青年团，组建各地的共产

主义小组等，在实践中传播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

义得以在广大工农群众中迅速传播的关键因素之

一，也是中国共产党得以迅速诞生的有力催化剂。

其次，注重传播方式的多样性，维氏来华之初

就以座谈、书信等方式与进步人士交换对马克思主

义的看法，为了加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力度，维氏

还撰写了多篇著作公开发表，影响和帮助先进书刊

的出版和发行，使许多先进的知识分子能够更为深

入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深刻内涵，通过这些先进知

识分子自身的影响，使马克思主义成为当时中国一

股重要的思潮。

最后，维氏注重运用列宁的建党原则，排除各

种非共产主义的思想倾向，推动中国共产党的建

立。维经斯基来华的时期，正是各种思想相互交

织，碰撞较为剧烈的时候，在具有初步共产主义倾

向的知识分子中也混入了非无产主义者，维氏指出

“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有社会主义和基尔特社

会主义，五花八门没有一个主流。”在列宁建党原则

的指导下，维经斯基协助年轻的革命者，排除各种

非共产主义的思想倾向，为中国共产党的稳步建立

和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是马克思主义在华传播的

一个必然结果，维经斯基是共产国际派往中国宣传

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他是共产国际和中国之间

相互联系的纽带，他的出现改变了马克思主义在中

国传播的混乱状态，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进

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虽然维经斯基后来在指导中

国革命中也犯了一些错误，但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的早期传播，维经斯基的贡献还是值得肯定和赞扬

的，如《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所评论的那

样，“（维经斯基）在了解到中国工人阶级的情况和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情况后，认为中国已经具

备建立共产党的条件，并对李大钊和陈独秀的建党

工作给予了帮助。”回眸历史轨迹，这样的评价还是

相当中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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