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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7月23日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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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嘉兴南湖举行。

国内各地和旅日党的早期组织选派代表
参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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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受陈独秀派遣的包惠
僧出席了中共一大。他们代表着当时全国 50
多名党员。党的主要创始人在广州的陈独秀和
在北京的李大钊均因有其他事务未出席一大。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出席会议。

中共一大选举产生中央局，陈独秀为中央
局书记。中共一大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
立，中国出现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
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从此，中国人民谋求
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
斗争就有了主心骨，中国人民就从精神上由被
动转为主动。”

中共一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

和决议。但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年来，这
两份重要文献的原始中文版始终未曾找到，目
前，我们看到的均译自外文。其中，中共一大
纲领规定了党的名称、性质、任务、组织和纪律
等，包含了党章的一些基本要素，具有党章的
初步体例，实际上起到了党章的作用，为后来
党章的制定和完善奠定了基础。

中共一大纲领共计 15条。但奇怪的是，
其中，第11 条缺失。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问题的由来

目前我们看到的一大纲领主要来自两个
版本：

一是俄文版。1957 年，苏共中央把原中
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档案移交给中央档案
馆。其中，有俄文版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
领》。该件原藏于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
案馆（全宗51 4，目录1，案卷13），为俄文打印
件，共15条。其中有第11 条标号，但注明“遗
漏——译者”字样，无具体内容。

二是英文版。1960年，美国学者韦慕庭在
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发现了中共一大代表陈
公博的硕士论文《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附录
一为英文版《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经对
照，该英文版与俄文版内容基本相同，仅具体
文字稍有出入。同标为15条，其中第10条后
直接为第12条，没有第11条。

目前收录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
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
1949）第 1册中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
译自俄文版，在第 11 条“遗漏——译者”处另
加注释：“此处为俄文稿原注。”

由此引出《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第11条
缺失这一问题。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
起，陆续有学者关注研究过这一问题，但受档案
资料限制，至今未有大的突破，均无果而终。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所著《中国共产党历
史》（第一卷）、《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国
共产党的九十年》等党史基本著作，在讲到中
共一大时，均未涉及此问题。

关于一大纲领第11条缺失原因的分析

对于中共一大纲领第11 条缺失的原因，
学术界曾有过争论，学者们的观点综合起来有
以下四种:

一是“遗漏说”。来自俄文版中所加的注
释。因俄文版是先被发现的，且与后来发现的
英文版无大的矛盾之处，部分学者采用俄文版
所持的“遗漏”一说。

二是“技术错误说”。来自美国学者韦慕
庭的揣测。韦慕庭在编陈公博著《共产主义运
动在中国》时表示：“在陈公博的译文中没有第
11条，究竟是遗漏了一条，还是从第11条起写
错了条数，这无法说。”在附录一的注释中，他
又指出：“陈公博的稿本无第 11条，可能是他
打印新的一页时遗漏了，或在第 10 条以后排
错了。”这里的“遗漏”与“排错”同属技术错误
的性质。

三是“删除说”或“抹掉说”。其中，一种说
法认为，大会表决时被删除。作家叶永烈认
为：“也可能是第 11条引起很大的争议，付诸
大会表决时被删去。”另一种说法认为，在向共
产国际汇报时担心引起误解和不快而有意删
除和抹掉。正如有学者撰文指出的：一大结束
后，“由于某种原因，决定在向共产国际汇报之
时，抹去第11条，以‘遗漏’为借口搪塞”。“有
两种可能性：一是党纲草案一开始就没有这一
条，是排序时排错了；二是草案中有，定稿时或
翻译时由于某种原因抹掉了。比较起来第二
种可能性更大些。”

四是“搁置说”。著名中共一大研究专家
邵维正教授认为，极大可能一大纲领原来有第
11 条，为具有较大争议性的内容。但由于一
大召开仓促、时间紧急、环境危险，代表们未能
最终达成一致，因而被搁置。

第11条缺失内容的推断

在研究中共一大纲领时，学者们根据一大
其他文件、同时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文献和一
大后中共的革命活动等，对于缺失内容给出推
断。概括起来，对一大纲领第11条的内容，大
致有以下五种推测：

一是关于党的宣传工作。理由是：从行文
上看，第 9条规定党的地方委员会应设书记、
财务委员、组织委员、宣传委员；第10条是组
织工作；第 12条是地方委员会的财务等要受
监督；唯独没有专条谈宣传。这与中共一大后
党的实际工作情况不符，与一大通过的第一个
决议精神不符，与俄共（布）章程对宣传工作重
视和强调的做法也不相符。因此这一条可能
说的是党的宣传方针、计划和政策，因为比较
具体、秘密，所以不便公开。

二是有关中共和其他政党关系。理由是：
一大通过的决议指出:“对现有其他政党，应采
取独立的攻击的政策。”但一大纲领中没有专
门的条款谈这个问题。估计第11条涉及的可
能是这方面内容，其所以后来被抹掉，是因为
一年后，党制定了民主革命纲领，以后又和孙
中山国民党实行了联合。这些都与一大时的
认识不一致。为了不致造成言行矛盾，故而删
去第11条的内容也是有可能的。

三是有关中共和共产国际关系。理由是：
中共初创时期，得到了共产国际的大力支持和
帮助。按照共产国际的章程，各国共产党都是
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在罗马尼亚、南斯拉夫
共产党的纲领中，也都有这样的规定和条款。
唯独中共一大纲领写的是“联合第三国际”。
这似乎与当时的惯例不符。一大纲领没有类
似的内容，可以解释为是陈独秀等人的独立主
张；但更大的可能是原有这样的条款，后来被
抹去了，以免成为帝国主义和军阀政府攻击的
口实。

四是关于党的经费。理由是：（1）一般政
党章程都有关于党费经费方面的规定，中共一
大纲领以俄共（布）党章等为参考，理应有类似
的规定。（2）陈独秀等人当时坚持认为中国革
命要靠自身力量，不能依赖共产国际的经济支
援，所以，第11 条只有是经费问题、同时涉及
共产国际援助，才有抹掉的必要。上海中共一
大会址纪念馆坚持此说法。

五是关于民主集中制。理由是：（1）共产
国际严格要求凡加入它的政党都必须坚持民
主集中制原则。（2）中共一大纲领参照了191 9
年俄共（布）党章遵循的民主集中制原则。（3）
介于地方组织和中央组织之间的第11 条理应
是民主集中制。

目前的基本判断

综合前述情况，对于中共一大纲领第 11
条缺失问题，笔者有如下几点看法：

第一，俄文版和英文版中共一大纲领应当
均译自中文版本。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成立初
期，党的重要文件都要及时报送共产国际，所
以，中共一大召开后，理应向共产国际报送了
相关文件。俄罗斯档案馆所存俄文中共一大
纲领，应当就是从中文稿翻译而来。另一方
面，陈公博于 1922年 1 1 月离华赴美，未去过
苏俄，他的硕士论文写作于1924年1 月，目录
中《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后附“trans-
lated from Chinese”（“译自中文”）字样。
韦慕庭在《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一书绪言中
也说：“按照论文的目录表，六个附录每个都是
译自中文。”同时，一大纲领英文版和俄文版的
文字又有些许出入，因而陈公博论文收录的英
文版转译自俄文版的可能性极小。由此基本
可以断定，中共一大纲领的俄文版和英文版应
当均译自中文文件。

第二，一大纲领中文原件第 11 条极大可
能原本就缺失。既然一大纲领俄文版和英文
版均来自中文稿，两份稿子带出渠道不同，一
份是中共报送共产国际的，一份是陈公博带到
美国的，而两份文件又都遗漏第11条，这说明
两份中文原稿本身就都没有第11条及相关内
容的可能性极大。

第三，目前未有定论。由于缺乏中共一大
纲领原始文献，学界关于一大纲领第 11 条缺
失原因和内容的分析和推断，都有其一定的合
理性，同时又存在着各自的缺陷和问题。截
至目前，各种说法仅仅停留在分析推测阶段，
还没有一个档案文献支撑确凿、论证周全、被
各方广泛认可、立得住的观点。

总之，因为距离中共一大召开已百年，相
关直接或间接当事人大都不在人世，越来越难
以找到直接佐证材料。我们期待中共一大原
始中文文献的发现。同时，期待学术界加强中
共一大研究，争取在关于一大纲领第11 条缺
失等相关问题上，早日有新的突破。

（本文摘自《文献中的百年党史》（学林出
版社），作者为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二研
究部主任、研究员）

中共一大纲领第11条缺失之谜
李 颖

1921年7月召开的中共一
大，成为中国共产党百年历
史闪光的红色起点。关于中
共 一 大 ， 国 内 至 今 没 有 发
现 任 何 中 文 原 始 档 案 文 献
记载。仅有的两份文献，都
是由外文翻译过来的。其中
最重要的是一大通过的 《中
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共有
15 条。但如果仔细看，就会
发现：没有第11条。

“金玉满堂——沈阳故宫典藏清代宫廷珍
品”展览中呈现的清代太祖皇帝努尔哈赤谥宝，
其材质为白玉，为乾隆元年清宫内府遵旨镌刻而
成。印文为“太祖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
孝睿武端毅钦安弘文定业高皇帝之宝”，满、汉
文对应，右侧为汉文篆书4行，左侧为满文楷书
6行，均为朱文。

此印外包明黄织金四则团花暗云纹锦包袱
皮，以双层龙凤纹金漆套盒盛装。

此印原收藏于沈阳故宫博物院。此次“金玉
满堂——沈阳故宫典藏清代宫廷珍品”展览是由
中国国家博物馆与沈阳故宫博物院联合主办的
特别展览。沈阳故宫是清代初期营建和使用的皇
家宫苑，也是清朝在关外时期最庞大的宫殿建筑
群，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世界文化遗产。

(付裕)

清代太祖皇帝
努尔哈赤谥宝

本报讯（记者 付裕）第三届“全球华人艺
术展”近日在何香凝美术馆举办。

据何香凝美术馆馆长蔡显良介绍：“全球华
人艺术展”是“文化中国”系列活动之一，共有
来自14个国家和地区的17位艺术家应邀参展，
共计展出128件作品。

“此次展览是对近年来全球化艺术发展新态
势所作出的一种主题回应。落实到具体的展览
中，是从华人分布和历史迁移路线出发，在区域
地理范围内抽取一个或几个议题，强化其针对性
和可延展度。”策展人王晓松表示：“在作品类型
上，虽然仍以平面类型的作品为主，但是并不限
定在作品本身，而是向社会借力，由艺术和观众
两条线索齐头并进。”

据了解，此次策展团队经过对艺术家资料的
研究、整理，主要以线上方式进行了频次不同的
对话，采取“1+N”的模式，被划分为并列的三
个单元：“新水墨”“东方与抽象”“站在华人这
边”，形成了“1+3”的展览结构。

在展览开幕前，策展团队还特别对每一位参
展艺术家展开访谈及调研，进行深入的文献整
理。王晓松表示：“这部分文本不仅呈现了艺术
创作背后的轨迹，还包括了一些海外华人传奇般
的家族故事。图文互补，互为注脚。”

蔡显良表示：“何香凝美术馆在以收藏、陈
列和研究何香凝先生艺术创作及艺术文献资料为
基本宗旨的同时，在近年来着力于开展策划、展
示、收藏、研究优秀传统艺术、海外华人艺术，
整理和保存相关的艺术史文献资料等作为主要学
术工作。此次展览就是介绍、交流和推广当代艺
术的范例之一。”

第三届全球华人艺术展
在何香凝美术馆开展

清代太祖皇帝努尔哈赤谥宝

谢忝宋 荷塘新风系列 纸本彩墨

1921-1. 俄文版《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

1921－3. 中文版《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

1921-2. 英文版《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局部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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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中的百年党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