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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一百年大事记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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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中国共产党主要创
始人之一。38年的人生，李大钊
在中国革命史上书写了不朽的篇
章，也在后人特别是家乡人心中
树起了一座精神丰碑。

坐落在乐亭县城的李大钊纪
念馆，参观者络绎不绝。整个建
筑由黑、白、灰三种色系组成，古
朴庄重典雅。8根功绩柱，象征
着李大钊的丰功伟绩；8块浮雕，
展示李大钊主要革命实践活动足
迹；38级台阶，寓意李大钊走过
的38年风雨历程。

李大钊生于1889年 10月 29
日，1907年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学习政治经济。1913年
冬，他东渡日本，考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学习。

当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后，他
积极参加留日学生总会的爱国斗争，起草的《警告全国父老书》迅
速传遍全国，李大钊也因此成为举国闻名的爱国志士。

1916年李大钊回国后，积极参与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俄
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鼓舞和启发了李大钊，他先后发表了《法
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和
演说。1919年，他又发表了《新纪元》《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再论
问题与主义》等几十篇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1920 年 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
会。同年 10月，在李大钊发起下，北京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建
立。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代表党中央指导北方的工
作。1926年 3月，李大钊领导并亲自参加了反对日、英帝国主义
和反对军阀张作霖、吴佩孚的斗争。在极端危险和困难的情况下，
继续领导党的北方组织坚持革命斗争。

1927年 4月 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勾结帝国主义，闯进苏联大
使馆驻地，逮捕了李大钊等80余人。李大钊备受酷刑，在监狱中、
在法庭上，始终大义凛然、坚贞不屈。同年4月 28日，军阀不顾广
大人民群众和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和谴责，悍然将李大钊等20位
革命者绞杀在北京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内。李大钊第一个走上绞
架，从容就义，时年38岁。

新华社记者 白明山

1921年

1922年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经党中央批准，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写了《中国共产党一百年大事记》，全文约10万
字。新华社全文播发，人民出版社将于近期出版单行本。

《大事记》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记述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
民为谋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进行艰苦卓绝伟大斗争的光辉历程；突出反映在百年接续奋斗中，党团结带领
人民开辟了伟大道路，建立了伟大功业，铸就了伟大精神，积累了宝贵经验；充分展示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
来，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国防和军队、“一国两制”和祖国统一、外交、党的建设等各方面取得的辉煌成就。

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组织成立马克思学
说研究会。5月，陈独秀在上海发起组织马
克思主义研究会。上海、北京的研究会同
湖北、湖南、浙江、山东、广东、天津等地及
海外的先进分子逐步建立联系，进一步促
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8月，陈独秀等在
上海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这实际上是中

国共产党的发起组织，是各地共产主义者
进行建党活动的联络中心。同月，陈望道
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出版。10
月，李大钊等在北京成立共产党早期组
织。到 1921 年春，武汉、长沙、济南、广州
等地及旅日、旅法华人中陆续成立共产党
早期组织。

1920年3月

◆7月23日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
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 106号（今
兴业路 76号）开幕。最后一天的会议转移
到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举行。参加大
会的代表有：上海的李达、李汉俊，北京的
张国焘、刘仁静，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
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尽美、邓
恩铭，广州的陈公博，旅日的周佛海；包惠
僧受陈独秀派遣，出席了大会。他们代表
全国 50多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
尼克尔斯基出席了大会。陈独秀和李大
钊因事务繁忙未出席大会。大会确定党
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通过中国共产党
的第一个纲领和决议。大会选举产生中
央局，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党的一大宣
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
成立，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
是中国人民在救亡图存斗争中顽强求索
的必然产物，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必然产物。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最先进
的阶级——工人阶级的政党，不仅代表着
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且代表着整个中国人
民和中华民族的利益。它从一开始就坚

持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始终把为中
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初
心和使命。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
族发展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具有伟大
而深远的意义。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充分
展现了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
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
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这是中国革命
精神之源、精神之基、精神之本。1941 年
6 月，《中央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周
年、抗战四周年纪念指示》将 7月 1日作为
中国共产党成立纪念日。

◆8月11日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
上海成立。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运动
的第一个公开机构。

◆9月27日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浙江萧山衙前村农民大会召开，中国第
一个新型农民组织宣告成立。1922 年 7
月，彭湃在广东海丰成立第一个秘密农
会。到 1923 年 5 月，海丰、陆丰、惠阳三
县很多地方成立了农会，会员达到 20 多
万人；9 月，湖南衡山白果地区农民成立
岳北农工会。

◆1月 香港海员举行罢工。以此为起
点，1923年 2月京汉铁路工人罢工为终点，
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运动掀起第一次高
潮。其间，全国发生大小罢工 100多次，参
加人数达30万以上。

◆5月5日—10日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
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中国

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
◆6月15日 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

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指出解决时局
的关键，是用革命手段打倒帝国主义和
封建军阀，建立民主政治。这是中国共
产党第一次向社会各界公开自己的政
治主张。

1840 年以后，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由于
封建统治的腐败，中国逐渐成为半殖民地半封
建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全民族最
伟大的梦想；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
家富强、人民幸福，成为中国人民的历史任务。
许多献身于民族进步事业的爱国先驱，前赴后
继、不懈探索。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
维新运动、义和团运动，一次又一次地失败了。
1911年 10月，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
清王朝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结束了统治中国
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开创了完全意义上
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但是仍然没有改变旧中
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没有改变中国
人民的悲惨命运，没有完成实现民族独立、人民
解放的历史任务。中国期待着新的社会力量开
辟新的救国救民道路。1915 年兴起的新文化
运动，在中国社会掀起思想解放的潮流。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给东方被压迫民族以巨大鼓
舞。中国一批先进分子开始选择马克思主义。
同时，中国工人阶级伴随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
发展而迅速壮大。一场新的人民大革命的兴
起，已不可避免。

1919年5月4日

由于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北京
学生 3000余人到天安门前集会，游行示威，掀
起彻底反帝反封建的爱国革命运动（五四运
动）。6月 5日起，上海工人罢工声援学生，随后
罢工、罢课、罢市迅速扩展到 20多个省区、100
多个城市。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
上政治舞台。迫于人民群众的压力，中国代表
没有出席6月 28日的巴黎和约签字仪式。五四
运动后，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图书大量出
现。李大钊、陈独秀、李达、李汉俊、毛泽东、何
叔衡、董必武、陈潭秋、邓中夏、何孟雄、高君宇、
王尽美、邓恩铭等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
进分子开始在工人群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五
四运动是近代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事件，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五
四运动以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追求救国
强国真理的进步性、各族各界群众积极参与的

广泛性，推动了中国社会进步，促进了马
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促进
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

合，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做了思
想上干部上的准备，在近代以
来中华民族追求民族独立和发

展进步的历史进程中具有
里程碑意义。五四运动孕
育了以爱国、进步、民主、
科学为主要内容的伟大五

四精神，其核心是爱
国主义精神。

观众在中共一大纪念馆参观 新华社记者 刘颖 摄停靠在嘉兴南湖湖心岛的南湖红船 新华社记者 徐昱 摄

中共一大代表何叔衡，1876
年出生，湖南省宁乡人。1913 年
何叔衡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讲
习班，与毛泽东、蔡和森等同学志
同道合，成为最好的朋友。1918
年 4月，他与毛泽东、蔡和森等发
起组织成立新民学会，曾任执行委
员长。

五四运动中，何叔衡与长沙的
进步教师支持学生反帝爱国行
动。1920 年冬，何叔衡与毛泽东
共同发起成立湖南的共产党早期
组织。1921年 7月，出席中国共产
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党的

创始人之一。在湖南大力发展党员和基层组织，开展革命活动。
1927年马日事变后，何叔衡前往上海，为党创办地下印刷厂，

坚持秘密斗争。1928年 6月赴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
1931年 11月，何叔衡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当选为中华苏维

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任临时中央政府工农检察人民委
员、内务人民委员部代部长、临时最高法庭主席等职。毛泽东高度
评价他的革命精神和工作能力，说“叔翁办事，可当大局”。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何叔衡奉命留在中央革命
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经受了严峻的生死考验。1935年 2月24日，
从江西转移福建途中，在长汀突围战斗时壮烈牺牲，实践了“我要为
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誓言，时年59岁。

1937年在延安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16周年大会上，毛泽东
在为牺牲同志默哀的名单中
念到何叔衡的名字时，大家莫
不为这位党内的革命长者的
牺牲而深感悲痛。

新华社记者 刘良恒

李大钊：

铁肩担道义 精神启后人

何叔衡：

为苏维埃流尽
最后一滴血

数风流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