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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不久，，陈独秀以中国共产党书记的身份陈独秀以中国共产党书记的身份

召开中央会议召开中央会议，，除决定除决定《《共产党共产党》》月刊继续出月刊继续出

版版、、将将《《新青年新青年》》复刊外复刊外，，还通过了原来张国焘还通过了原来张国焘

提出的组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计划和预提出的组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计划和预

算草案算草案，，但做了个别修正但做了个别修正。。主要是工作人员主要是工作人员

的待遇不再称薪金或工资的待遇不再称薪金或工资，，而称之为生活费而称之为生活费，，

其标准也由原来的每月其标准也由原来的每月2020元至元至3535元减低到元减低到

以以2525元为最高额元为最高额。。

会后两天会后两天，，陈独秀在张国焘陈独秀在张国焘、、张太雷的陪张太雷的陪

同下特地拜访了马林同下特地拜访了马林。。马林一改盛气凌人的马林一改盛气凌人的

架势架势，，高姿态地表示高姿态地表示““中国共产党的一切工作中国共产党的一切工作

完全由中共中央负责领导完全由中共中央负责领导，，作为共产国际代作为共产国际代

表的我表的我，，只与中共最高负责人保持经常接触只与中共最高负责人保持经常接触，，

商谈一般政策而已商谈一般政策而已。”。”陈独秀则诚恳地表示陈独秀则诚恳地表示：：

““中共拥护共产国际中共拥护共产国际，，对其代表在政策上的建对其代表在政策上的建

议自应尊重议自应尊重。”。”此后此后，，陈独秀与马林经常见面陈独秀与马林经常见面，，

毫无隔阂地商讨各项问题毫无隔阂地商讨各项问题。。

陈独秀与马林还具体规定了中国共产党陈独秀与马林还具体规定了中国共产党

接受共产国际补助经费的办法接受共产国际补助经费的办法，，从此中共接从此中共接

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和经费援助便成为经常性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和经费援助便成为经常性

了了。。从从19251925年至年至19271927年年，，共产国际给中国共共产国际给中国共

产党的经费援助不断增加产党的经费援助不断增加，，中共经费短缺问中共经费短缺问

题也有所缓解题也有所缓解，，中国革命得以在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得以在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迅速发展领导下迅速发展。。

接受帮助 共商大事

中国共产党的最早组织是在上海首先建立的。1920年8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正式成立。参加者有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俞

秀松等，陈独秀任书记。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1919年3月在列宁领导下成立，总部设于莫斯科。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二大决定参加共

产国际，成为它的一个支部。

中共建党初期中共建党初期：：

陈独秀拒绝共产国际经费援助始末陈独秀拒绝共产国际经费援助始末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时，中共中央局书记陈独秀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围绕中共是否接受共产国际经费

援助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陈独秀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前提下拒绝经费援助，而马林在中共服从共产国际领

导的前提下，坚持提供经费援助，最终经费援助问题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得以圆满解决。 据《内蒙古党史》

1920年8月上旬，中国共产党上海支部

发起组成立会议召开，陈独秀被推选为书

记。1921年 1月，中共上海发起组遇到了“经

费无着”的境况，许多党的宣传刊物被迫停

办，对工人的启蒙教育工作也不得不中止，

经费短缺问题日益严重。但是即便如此，陈

独秀仍然主张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尤其反

对接受共产国际的经费援助。他曾在支部

会上说：“党员应该一面工作，一面搞革命，

我们党现在还没有什么工作，要钱也没用，

革命要靠自己的力量尽力而为，我们不能要

第三国际的钱。”

陈独秀在共产国际经费援助问题上打的

“预防针”非常及时。1921年6月3日，共产国

际代表马林到达上海，在会见了代理书记李

达、李汉俊后，马林提出中国共产党应加入共

产国际、并接受共产国际经济援助以开展党

的工作的问题。他还毫不客气地向李达要工

作报告和经费预算。受陈独秀影响的李达和

李汉俊明确表示：中国共产党是否加入共产

国际还没有决定……至于经费方面，只能在

我们感到不足时才接受补助，我们并不期望

靠共产国际的津贴来发展工作，从而拒绝了

马林提供经费的要求。在马林的催促下，上

海党支部向全国发出通知，要求各地派两名

代表到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一大”。为使

各地代表不致于因旅费问题而耽误参加会

议，马林拿出自己的活动经费，在发邀请函

同时向每位代表寄路费100元，他还多次发

函电，要陈独秀回沪参加“一大”会议，但陈

独秀因兼任大学预科校长，正争取一笔款子

修校舍抽不出身，于是指派包惠僧代表他本

人出席“一大”。

经费短缺 自筹资金

在共产国际经费援助问题上，由于中共

一开始就没有接受，所以在“一大”后经费短

缺再次成为中共面临的首要问题，李达等人

只好函告陈独秀请他为中央设法筹集经费。

鉴于这种情况，马林再次表示要向中共提供

活动经费。马林还要求张国焘立即编制工作

计划和经费预算，按张国焘的预算：“总共预

计有30人按月领取生活津贴，每人约需20元

至35元。这个机构全部开支及出版费用每

月约需1000多元。”马林当即决定全部经费都

由共产国际补贴，中共自己所筹集的经费可

作别的用途。但此后中共中央讨论此事时，

决定把这“视为一个试行的草案，等陈独秀先

生返沪后再作最后决定”。

包惠僧一到广州就向陈独秀详细汇报

了党的“一大”情况，并说：“上海方面及马

林，要先生尽早回上海主持工作。”当年 9

月，陈独秀辞职后与包惠僧乘船离粤回沪，

在船舷上陈独秀就对包惠僧谈起共产国际，

“我们没有必要靠它，现在我们还没有阵地，

以后工作展开了再找第三国际联系”。包惠

僧接着说：“陈先生，马林说过中国共产党从

成立起，就编入第三国际，是国际的一个支

部。”陈独秀听后十分反感，说道：“他们承认

与否没有用！要靠中国人自己组织党，中国

革命要靠中国人自己干，要一面工作，一面

革命。”

全额补贴 屡被婉拒

回到上海后，陈独秀听说马林曾公开表

示“一年以来，第三国际在中国用了二十余万，

而成绩如此，中国同志未免太不努力”。陈独秀

立即与马林发生冲突，他驳斥说：“我们哪里用

了这样多，半数是第三国际代表自己拿去住洋

房、吃面包，如何诬赖别人。”他还多次在党的会

议上说：“我们没有必要事事都要依靠第三国

际，听马林的。马林以共产国际自居，他马林就

是共产国际？他要我们听他的，牵着我们鼻子

走。否则，不听他的，就是不听共产国际。”

在分歧尚未解决之时，马林还自行主张，在

接到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指示，在中国、朝鲜、

日本选派代表参加远东人民代表大会时，马林

不征求中共中央同意，事前也未同陈独秀商量，

就擅自派遣担任其翻译的中共党员张太雷赴日

工作，并要张太雷不告诉党内其他同志。陈独

秀对此事极为不满，他表示不与马林见面，并拟

要求共产国际撤换马林的代表职务，这样一来

二人的关系搞得很僵。

在张国焘的一再劝说下，陈独秀还是勉

强见了马林。双方寒暄几句后，马林就用带

有命令的口气说：“第三国际是全世界共产

主义运动的总部，各国共产党是第三国际的

支部。所以，中国共产党应在共产国际统一

领导下。陈独秀同志，你如果是真的共产党

员，就应该听共产国际的。”陈独秀一听猛地

站起来对马林说：“中国革命有中国的国情，

目前也不需要国际的经济援助，中共的工

作，也无需样样依靠国际，我们有我们的独

立性。”马林一听气得无言以对，双方第一次

会面就不欢而散。就在双方围绕共产国际

经费援助等问题争执不下时，陈独秀的突然

被捕，使他与马林的关系出现了转机。

产生分歧不欢而散

1921年10月 4 日下午 4时，法租界巡捕

因陈独秀与马林接触而闯进陈独秀的住处，

发现屋中有大量禁售刊物——《新青年》，将

陈独秀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陈独秀的妻

子高君曼等人。在牢中，陈独秀嘱咐大家不

可说出共产党的真情，一切都推在他身上，

以争取其余人先行获释。陈独秀还感慨地

说：“现在的统治者们既这样无情的压迫我

们，我们只有和共产国际建立更密切的关

系，不必再有疑虑。”

陈独秀被捕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应

并纷纷组织营救。在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

下，10月26日，法庭判决陈独秀明知故犯私

藏《新青年》杂志，罚白银 500 两结案。陈

独秀当天获释。后来陈独秀才知道，他能

如此迅速顺利地出狱，除了社会各界的营

救之外，马林也出了很多力，还花了许多钱

打通会审公堂的各个关节，并请著名的法

国律师巴和出庭辩护。这样，陈独秀与马

林二人之间的争执，都因这一意外而烟消

云散。

突然被捕 矛盾化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