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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和森、李富春革命家庭传统的思想源流

张立程

（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杭州　３１００２８）

摘　要：蔡和森、李富春革命家庭传统的形成是清末民初中国社会四种思想源流形成的历史合力的产物。在湖湘经世文化传

统的熏陶下，蔡和森、向警予、李富春、蔡畅及葛健豪、蔡庆熙等成员紧随时代潮流，逐渐接受激进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启蒙，

又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不断受到社会主义思潮滋养，特别是受到十月革命及世界无产阶级运动的影响，在赴法勤工俭学

过程中，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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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和森、李富春家庭是中国共产党内富有传奇

色彩的家庭。其家庭成员葛健豪、蔡和森、蔡畅、李

富春、向警予等人，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中国革命

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剖析其家庭革命传统

中的文化基因与时代思潮，对于弘扬其家族革命精

神，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具有重要意义。

蔡和森、李富春革命家庭出自三湘大地，湖湘经世文

化传统源远流长。近十年来，学界对湖湘文化的研

究成果蔚为大观，新意叠出。深入探讨蔡和森、李富

春、蔡畅、向警予、葛健豪的个人生平及其思想是党

史研究的重点之一。

一、湖湘经世文化传统的熏陶

湖湘文化源远流长，溯自屈原被流放至沅湘，中

经唐宋奠定湖湘人文地理概念，周敦颐开其先、经胡

安国、胡宏、张縂等发扬光大，由王船山总其成的湖

湘理学思潮喷涌而出。王夫之把天、道和心性建立

在气、物、欲等感性存在的基础上，提出“天下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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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器而道存，离器而道毁”的唯物自然观，主张从现

实的政治、经济、生产活动出发，立足于现实而有所

作为，使传统的知行观奠定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

适应并推动实学思潮的发展。［１］受其影响，清代湖湘

经世实学在鸦片战争前的士林中已颇具影响。

近代以来，在民族与社会的双重危机下，湖湘文

化面临着兼容中西的转型，经世致用的传统发扬光

大。从师夷长技到洋务运动，从维新变法到辛亥革

命，一大批湖南籍人士走出了湖南，通变与求新的近

代湖湘文化始终处在时代的前沿。［２］湖湘文化传统

中家国情怀、忧患意识、讲求实效、关注现实的特质，

对三湘子弟产生了深远影响。蔡和森、李富春家族

生长于湖南，湖湘地区经世致用的文化传统在葛健

豪、蔡和森、蔡畅、李富春、向警予等人的身上留下了

深深的烙印。在双峰求学期间，通经致用的近代湖

湘文化对蔡和森的影响也潜移默化，他对曾国藩早

年“吃千般苦，读万卷书”的经历极为钦佩。敬佩的

理由是曾国藩的学养深厚，泽被后世。１９０４年蔡和

森九岁，在陪母亲参观曾氏旧居“富厚堂”时，对书斋

“求阙斋”所挂的三十几幅圣哲画像及门联“不为圣

贤，便为禽兽；不问收获，只问耕耘”等留下了深刻印

象。［３］９可以说，曾国藩这位名望卓著的同乡对蔡和

森早年的思想发展起到了异常重大的作用。蔡和

森、蔡畅早年深受母亲葛健豪影响，１９０７年秋瑾遇

害，其革命事迹对葛健豪的影响很大。她经常给蔡

和森兄妹讲述秋瑾的事迹，勉励他们做秋瑾那样对

国家、革命有益的人，蔡和森兄妹大开眼界，受到了

最早的思想启蒙，蔡和森觉得秋瑾是真正的伟人，是

为了挽救国家民族危难而敢于现身革命的英

雄。［３］１１受秋瑾及葛健豪的影响，身为女性，自幼反

抗缠足陋习以及年龄稍长即反抗家长逼婚的经历，

使蔡畅萌生男女平等的观念，在蔡和森的鼓励下，也

走上了挣脱封建宗法束缚，追求男女平权的进步道

路。蔡氏兄妹的母亲葛健豪，出生在湘乡书香世家，

其家族与曾国藩、王廷钧家族有姻亲关系，交往密

切。受儿子蔡和森的影响，也敢于冲破封建伦理道

德的束缚，继蔡畅赴长沙周南女校求学之后，也于次

年带着女儿蔡庆熙、外孙女刘昂赴长沙自食其力，追

求解放。在长沙，葛健豪在女子教员养习所读书，蔡

庆熙在自治女校学习缝纫刺绣，蔡和森在省立第一

师范求学，葛健豪祖孙三代在长沙求学，奠定了革命

家庭锐意求新的思想基调。葛健豪一家在长沙的住

处位于岳麓山下的刘家台子，自此成为新民学会会

员聚会的场所，蔡和森、蔡畅等与毛泽东、张昆弟、罗

学瓒等一干同学志同道合，成为新民学会的骨干成

员，为实现摆脱民族及阶级剥削压迫的共同理想，不

断思考，互相砥砺，也使蔡和森一家人的思想与时俱

进，走上了革命道路。另外，王夫之、谭嗣同、杨昌济

等一批湖南籍的思想家，也为蔡和森思想的成长提

供了很多帮助。

蔡家的另一位成员向警予，在学生时代，就深受

湖湘经世文化传统的影响，在她早年的日记及作业

中流露出反对不切实际的空谈和空名的强烈倾向。

她认为“盲谈瞽论，无当实际”，“有名无实，害人害

己”，常常以“自爱”、“自克”勉励自己，立志作一个

“眼光要远，胸襟要阔”、“积诚力学”的有为

青年。［４］１１

借湖南高等师范学校举办运动会的机会，向警

予在友人的建议下游览岳麓山，发出“既生于斯，当

无玷于斯，吾于斯游乃重有慨矣”［５］２５１的感慨，也是

湖湘经世传统在内心中的映射。她还对家人的择业

有意识地进行引导。在家信中，她对侄女向功治的

志向极为赞赏：“你不愿做管理家业的政治家，愿发

奋做一改造社会之人，思想有识力，真是我的侄侄！

现在正是掀天揭地社会大革命的时代，正需要有一

班有志青年实际从事。”［６］２７９她希望年轻人能够互相

切磋，互相交流，在树立志向的关键时期，能够结交

到志同道合的师友，互相影响，共同进步，“环境于人

的影响极大，亲师取友，问道求学是改造环境改进自

己的最好方法，你们于潜心独研外更要注意这一点，

千万不要一事不管，一毫不懂，专门只关门读死

书”。［６］２７９

李富春的成长同样也深受经世思潮的影响。李

富春于１９００年出生于长沙县一个小学教员的家庭，

其父李卜年任教县里第一高级小学堂，兼教书法、图

画，是一个思想趋新的知识分子。李富春自幼受到

进步思想的熏陶，１９１４年考取长郡中学，受到徐特

立、周谷城、李希易、彭伯樵、罗教铎、刘午亭、王志

群、夏义可等中外教师的悉心教诲，初步奠定了忧国

忧民的爱国主义思想基础。他喜读兵法，关心国家，

尤其喜欢历史课，对岳武穆、文天祥等中国历代民族

英雄十分敬仰。长郡中学在全国性的提倡国货运动

中走在前列，学生称李爱国会，上街游行，查抄日货，

反对“二十一条”，反对张敬尧、赵恒惕等军阀，反对

日本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李富春是积极的倡导

者、参加者、拥护者。［７］１４９

早在１９１５年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发起征友启事时，李富春就已关注并积极响应。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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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活动的地方，是岳麓山下周家台子蔡和森家。

１９１８年新民学会成立之前，李富春与蔡和森、毛泽

东、罗章龙、李立三等人早已接触频繁，十分熟悉。

在蔡和森、毛泽东等一干志同道合者的影响下，他的

思想也不断向前发展，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开始

向激进民主主义转变。１９１９年１０月，李富春、李维

汉、张昆弟、罗学瓒等青年，参加了湖南赴法勤工俭

学，与进入蒙达尼学习法语的蔡畅结识。

无论是魏源“师夷长技”的呼吁，还是曾、左等洋

务派的倡导；无论是谭嗣同等人的维新变法，还是黄

兴等人的辛亥风云，亦或是杨昌济等五四新文化运

动的参与，近代湖湘文化在解决时代课题的过程中，

经世的传统无处不在。如前所述，从一家之长葛健

豪，到蔡和森、蔡畅、向警予等成员，其言行间处处流

露出湖湘经世文化传统的影响。

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启蒙

辛亥革命后，湖南成为南北方军阀混战的地区。

政治尚未统一，思想文化领域里的新旧之争也从未

停止。新文化运动在陈独秀的振臂一呼下，在知识

界中引起了极大反响。在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的引

领下，中国的封建思想观念受到极大冲击。蔡和森

李富春家庭成员风云际会，先后受到徐特立、杨昌

济、朱剑凡等矢志“教育救国”理念的湘籍教育家民

主主义的思想启蒙，追求进步的理念开始从自发走

向自觉。李富春在长郡中学求学期间，或多或少地

接受到了中外籍教师们的思想启蒙，与其父关系密

切的徐特立，是清末湖南民主主义的鼓吹者，他自

１９０５年创办梨江高等小学堂开始，由“立宪思想转

到民主共和”［８］６０２，秉持教育救国的理念，通过开启

民智，来唤起民众，投身民主革命，“走上了反康梁而

相信孙文的道路”［８］１０５。他先后在周南女校、湖南省

立第一师范学堂、长郡中学、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

等学校任教。在周南女校任教期间，徐特立不仅向

学生讲授近代科学知识，而且以周南女校为“鼓吹革

命的机关”，他不仅自己经常阅读民主革命先驱黄

兴、陈天华、秋瑾、杨毓麟、姚宏业等人的文章，并在

课堂上高声朗读，不断向学生揭露帝国主义、清政府

联合压迫欺侮中国民众的种种罪行，向学生宣讲爱

国主义和民主革命思想［９］，进行民主主义思想的

启蒙。

１９１５年秋，蔡和森进入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文史

专科２班，在这里，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对青年时

代蔡和森思想的启蒙意义重大。蔡和森在传统思想

流派中，否定儒家，推崇墨家，对墨翟“兼爱”的思想

主张极为赞赏，将其阐发为要让天下人过饱食暖衣、

和平幸福的生活；而对“只计大体之功利，不计小己

之利害”的墨家主张，解释为要使天下人都得到好

处，就要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即令屈节辱身，也在

所不辞。除徐特立外，杨昌济在任教时宣传的“劳动

神圣，勤工俭学，物质救国，科学，民治主义”等学术

思想，“努力灌输一种做公正的、道德的、正义的，而

有益于社会的人的志愿，给他的学生们”，［１０］３８５对蔡

和森的影响尤大。他认为：“多读新书，而旧书亦必

研究，中国文化及一切制度，不必尽然；而西欧文化

制度，用之于我，不必尽是。斟酌国情，古制之善者

存之，其不善者改之；西制之可采者取之，其不可采

者去之。”［１１］１９１８年４月新民学会成立，蔡和森赞同

梁启超《新民是当务之急》对“新民”的解释，认为“新

民”包含着进步与革命的意义，能够反映学会各同志

的共同愿望。显然，新民学会“为一部分中等学生所

组织，注重新青年，并努力社会运动”［１２］３８。

向警予也在辛亥革命后不断受到民主主义思想

的启蒙。她早在１９１２年即以“论男女平权”的作文

升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后转入周南女校。受徐特

立等周南女校教师的影响，向警予、蔡畅初步树立了

男女平权、女性解放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女权思想。

向警予积极参加反袁斗争，热烈鼓吹新文化运动“民

主科学”的旗帜。她与几个志同道合的女友结成妇

女小团体，并注意团结女同学，为爱国反帝、争取男

女平等而投身于当时的政治斗争。

１９１６年毕业后，向警予回到家乡溆浦创办女学

堂，为顺利招收当地生源，她向县知事吴剑佩程呈

文，请求各区选送若干女学生就学，在呈文中对女子

教育的重大意义做出这样的阐释：“窃维教育为国民

之养料，女学为教育之源泉，中外识者，久有定

评。”［１３］２６５溆浦女学校的顺利创办，使当地闭塞的风

气为之一变，向警予在亲自创作的校歌中，对通过女

子教育提高妇女社会地位寄予了极高的希望，倡导

女子社会意识的觉醒：“现在已是男女平等，天然淘

汰，触目惊心！愿同学做好准备，为我女界呵，大放

光明。”［１４］２８７溆浦女校反对封建礼教，提倡男女平

等，实行男女同校，宣传民主主义思想，办学成效卓

著。三年的办学，向警予的女权主义思想形成。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资本主义文明的危

机使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潮遭遇重大挑战。蔡和森

１９１７年毕业后，求职屡屡碰壁。于是，在自己家居

住的岳麓山麓刘家台子，与毛泽东、罗学瓒、张昆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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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绍休等同学互相切磋、共同成长。１９１８年４月，

新民学会在蔡和森家正式宣告成立。在得知蔡元

培、李石曾、吴稚晖等发起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后，一

致推举蔡和森到北京联络赴法勤工俭学。蔡和森进

京后，在老师杨昌济的引见下，蔡和森先后与蔡元

培、李石曾、李大钊、陈独秀、章士钊、熊希龄等人结

识，积极筹备湖南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向警予拒绝

了湘西镇守副使兼第五区司令周则范的求婚后，从

长沙来到北京，特意拜访了蔡元培，也积极投身于赴

法勤工俭学运动。１９１９年，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

败，五四运动爆发。时在北京的蔡和森，被列强公然

欺侮的做法激愤，他积极参加了北京高校学生的示

威请愿活动。少年中国学会成立后，蔡和森与李大

钊、康白情、邓中夏等成员过从甚密。７月，蔡和森

回到长沙后，积极动员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以达

到“唤起国民之觉悟”，并“使女界同时进化”的目的。

向警予返回长沙后，与蔡畅、陶毅等新民学会成员，

在长沙组织了周南女子勤工俭学会，并组织召开了

湖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拟定了简章。葛健豪、蔡

畅等家庭成员毅然决定全家一道去法国。在乘船赴

法前，向警予特意拜访了时在上海的孙中山，向这位

革命先驱表达了崇敬之意，畅谈了对国事的意见。

１２月２５日，蔡和森、向警予、葛健豪、蔡畅四人搭上

法国游轮，启程赴法。在轮船上，通过多次交流沟

通，向警予与蔡和森为争得国家民族光明未来的思

想渐趋一致，两人倾心相爱，达成了所谓的“向蔡同

盟”，向警予正式成为葛健豪家庭中的一员。在此之

前的１０月底，李富春已先期启程赴法。

三、社会主义思潮的滋养

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传播由来已久。社会主

义思潮流派驳杂，观点相异，新文化运动前期，知识

界竭力在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

新村主义、工读主义等社会主义流派的主张中探索

救国之路，蔡和森、蔡畅、向警予、李富春等胸怀天下

的有志青年也努力在众说纷纭中探寻到真正能够解

决社会矛盾并找到国家出路。１９１７年十月革命爆

发，世界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俄国成立，这对

急切盼望为中国寻找出路的有识之士而言，无异于

注入了一剂强心针。李大钊等知识分子纷纷转向宣

传马克思主义，“劳工神圣”、“劳工伟大”等口号越来

越受到蔡和森、毛泽东等新文化运动追随者的重视。

１９１９年李富春１０月３１日，与李维汉、张昆弟

等乘船赴法，在赴法途中，写成《我的劳动观念》一

文，认为要拯救祖国，振兴中华，必须寻找新的思想

武装：认为“劳工神圣”“是现在倡的最盛的”口号，决

心自己投身劳动界，为劳动者求解放，做“实行劳动

的先导人”。旅法期间，李富春在做工之余，主动与

法国工人阶级进行交往，他与李维汉、张昆弟、罗学

瓒、贺果等人组织了“勤工俭学励进会”，以工学主义

为指导，吸收了新民学会会员参加，在工运实践中，

获得了更多直观的感受。

１９２０年，蔡和森、蔡畅、葛健豪、向警予赴法国

勤工俭学。到达法国后，蔡和森入蒙达尼公学，向警

予、蔡畅入蒙达尼女子公学。初到法国，摆在蔡和森

李富春家庭成员面前的难关是语言。向警予每天从

早到晚苦练法语。她耐心地翻查字典，一字一句地

查出原意，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短短几

个月内就基本上掌握了法语，读完了法文版的《共产

党宣言》、《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著作。

蔡和森则“日惟手字典一册”，“日看法文报一

节”，用这种霸蛮的办法，“猛看猛译”，不久居然登堂

入室，翻译了不少马克思主义著作，如《共产党宣

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

命》、《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等，还翻译了一

些宣传十月革命的小册子。对蔡母葛健豪来说，学

习法语的困难更大。但她持之以恒地苦读、苦记，也

在短时间内掌握了日常用语，沟通基本无碍。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工读主义、空想社会

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盛行于一时。

蔡和森抱着“把各国社会党各国工团以及国际共产

党，尽先弄个明白。一面将社会、工团、无政府、德谈

览拉西（基尔特社会主义，即综合此四者而成一调

和，近德国多数社会党，显然立足于二个主义之

上———社会主义与德漠克拉西，以与中产阶级联盟）

加番研究”［１５］２８的目的，他“以蛮看报章杂志为

事”［１５］２８，竭力了解、广泛研究欧洲社会主义思潮各

种流派，逐渐趋向马克思主义，“我近对各种主义综

合审缔，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

也不能外此”［１５］５０。蔡和森考察了法国工团主义的

源流、主张，将劳动联合会等工人团体发起的国有运

动的详细情况及时介绍给国内的知识分子，他批评

工团主义的致命缺陷：“比如生长于现政治下的工团

主义（经济的职业的，而非政治的）充其量不过是运

动到产业国有，由资本家的‘公司’里运动到资本家

的‘国’里去，这不但于工人无益，而且反巩固‘资本

家国’的产业组织，以后工人愈难解放。比如三角同

盟国有运动，自去年到现在，没生一点效，现在矿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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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增加工钱减少煤价争议数月（矿工已发停工预告

定期本二十五），政府、公司丝毫不动。所以我们专

门经济的职业的工团运动，经久不能超出‘工钱物价

问题’，如何能得到解放呢？”［１５］６５

针对各种无政府主义，蔡和森指出，无政府主义

之所以无法实行的原因，是“因为现世界显然有两个

对抗的阶级存在，打倒有产阶级的迪克推多，非以无

产阶级的迪克推多压不住反动，俄国就是个明证。

所以我对于中国将来的改进以为完全适用社会主义

的原理和方法”［１５］５１。那么，要在中国开展革命，“唯

一制胜的方法”就是“打破资本经济制度”，“其方法

在无产阶级专政，以政权来改建社会经济制度。故

阶级战争质言之就是政治战争、就是把中产阶级那

架机器打破（国会政府）。而建设无产阶级那架机

器———苏维埃。工厂的苏维埃、地方的苏维埃、邦的

以至全国的苏维埃，只有工人能参与，不容已下野的

阶级参与其中，这就叫做阶级专政。”［１５］５０

李富春在巴黎与蔡和森结识后，不断受到蔡和

森、向警予的影响，他定期向蔡、向两人虚心讨教，又

时常与蔡畅切磋交流，其无政府主义的工学主义倾

向迅速向马克思主义转变。

四、马克思主义的指导

在法国期间，蔡和森、蔡畅、向警予、李富春，这

四位革命家庭核心成员的思想更进一步，在社会主

义思潮各流派的研读中，马克思主义在他们心目中

的地位越来越高大，成为他们唯一能够接受的思想

主张。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从事推翻帝国主义、

封建主义，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运动，成为蔡李

等家庭成员的共同选择。

１９２０年５月２６日，向警予在《少年中国》杂志

发表《女子解放与改造的商榷》，认为财产私有制是

“万恶之源”，“这种制度，在理不应存在，在势不能存

在”［１６］１６。“２０世纪以前的旧文明已经过去了，残败

了，一点不能适用了，大家眼巴巴的一线希望就是

２０世纪的新文明”，
［１６］１５“将来社会的经济能否实行

共产，固尚有待于研究，然而总是朝着这方面走，是

可以相信的。”［１６］１５她一针见血地指出国内政治黑

暗、政府腐败的现实“无论何事，说得上改良，总还有

几分可取，现在的政治，你取它哪一点来改良

呢？”［１６］１６针对无政府主义者散布的“以教育为工具”

的和平革命，她尖锐地指出：“即以在法一部分的勤

工俭学生而言，男子将近千人，女子仅十余人，这又

如何能说教育平等呢？”［１６］２２此文的发表，是向警予

已经放弃激进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女权观，选择以社

会制度的改变来实现妇女解放的标志。

１９２０年６月，新民学会留法会员共１３人在蒙

达尼开会，蔡和森鲜明地提出中国走无产阶级革命

道路的主张，认为“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

方”［１５］５０，“中国将来的改造……完全适用社会主义

的原理和方法”［１５］５１。

１９２０年底，工学世界社召开全体大会，辩论该

会的宗旨。蔡和森抱病与向警予参加了大会，１２月

２７日，蔡和森竟日长篇谈话，发表了主张无产阶级

专政，社会大革命，否认以无政府主义为理想的乌托

邦主义。工学世界社的大部分成员接受了蔡和森的

主张，“以为要革命才行”［１７］６９。

蔡和森的主张，深得向警予的赞同。她在给彭

璜、毛泽东的信中说：“自出溆浦以来，觉从前种种，

皆是错误，皆是罪恶，此后架飞艇以追之，尤恐不急。

而精力有限，而不足以餍余之所欲，奈何？计惟努力

求之耳！数年后，或有以报同志。”［１８］２５向警予热情

宣传马克思主义，成为蔡和森在法国进行共产主义

宣传的得力助手，“无论男女都受她的影响，很多人

接受她的思想，很多妇女都耐心听她说话，被她的热

诚所感动。”［１９］２７０显然，蔡和森、向警予家庭成员中

思想最先进的两位已经率先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无

产阶级世界观。

李富春也在进入蒙达尼公学后，研究马列主义

著作，阅读宣传十月革命的书刊，在蔡和森、向警予

的影响下，“政治认识提高得很快”［２０］１６，认同并最终

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

此外，蔡和森还积极联络国内的马克思主义者，

特别是毛泽东、陈独秀等人，提出组建共产党的主

张。“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他是革

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以中国

现在的情形看来，须先组织他，然后工团、合作杜，才

能发生有力的组织。”［１５］５１并计划中国在两年内成立

“一主义明确，方法得当和俄一致的党”［１５］５２。

蔡和森也详细计划了建党的四部曲：“（１）结合

极有此种了解及主张的人，组织一个研究宣传的团

体及出版物。（２）普遍联络各处做一个要求集会、结

社、出版自由的运动，取消治安警察法及报纸条例。

（３）严格的物色确实党员，分布各职业机关，工厂、农

场、议会等处。（４）显然公布一种有力的出版物，然

后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现在组织研

究宣传部之外，更可组织一调查统计部，研究宣传部

调查统计部与出版物三者现在可打成一片而潜在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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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比如我在外国可调查俄国及各国的情形，你在

国内可调查各省情形，将人口、地土、产业、交通、劳

动状况、经济、教育等列为统计，此种材料与研究的

著作，皆在一种出版物上发表，出版物又须组织一个

审查会。凡游移不定的论说及与主义矛盾的东西，

皆不登载。”［１５］７１

他在给陈独秀的信中深入分析了中国进行阶级

斗争，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中国完全是个无

产阶级的国（大中产阶级为数极少，全无产阶级最

多，半有产阶级———即中等之家———次之）；中国的

资本阶级就是五大强国的资本阶级（本国极少数的

军阀、财阀、资本家附属于其中），中国的阶级战争就

是国际的阶级战争。独秀先生！我是极端主张无产

阶级专政的。我的主张不是主观的，乃是客观的，必

然的。因为阶级战争是阶级社会必然的结果；阶级

专政又是阶级战争必然的结果；不过无产阶级专政

与中产阶级专政有大不同的两点：（一）中产阶级专

政是永久的目的；无产阶级专政是暂时必然的手段。

其目的在取消阶级。无产阶级不专政，则不能使中

产阶级夷而与无产阶级为伍，同为一个权利义务平

等的阶级，即不能取消阶级；不能取消阶级，世界永

不能和平大同。（二）中产阶级专政假名为“德莫克

拉西”；而无产阶级专政公然叫做“狄克推多”，因此

便惹起一般残人的误会和反对。其实这是事有必至

理有固然的，任你如何反抗，历史的过程定要如此经

过的。”［１５］７９

蔡和森李富春家庭成员，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后，不但在勤工俭学的学生中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

还积极领导组织学生，为维护生存权益，与北洋政府

驻法公使陈及华法教育会负责人吴稚晖等进行不

懈斗争的“二二八”运动，也反对北洋政府出卖主权

的借款斗争，极大地促进了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的团

结，也积累了相当宝贵的工人、学生运动的经验。

１９２１年１２月在被遣送回国后，蔡和森、向警予先后

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李富春与蔡畅也在１９２２年加

入中国共产党，并成为中国共产党旅法总支部领导

者之一。１９２４年底，李富春与蔡畅由法赴莫斯科东

方大学学习，次年８月回到祖国，随即投入革命

洪流。

五、结语

回顾在清末民初中国社会政治局势的变局中，

蔡和森李富春家庭走上革命道路的历程，从最初朴

素的爱国主义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到工学主义、无

政府主义等社会主义思潮，再到科学社会主义，其思

想演变发展的方向，折射出辛亥革命前后二十年，中

国社会转型发展的方向。在四种思想源流的合力作

用下，蔡和森李富春家庭成员将个人的命运与时代

的潮流紧密结合在一起，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

择了科学社会主义、选择了无产阶级革命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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