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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兆征对中共六大的重要贡献

□李 蓉

(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北京 100080)

［摘 要］中共六大是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苏兆征作为当时党的领导人之一，对

中共六大的筹备、召开和路线贯彻执行做了大量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在大会发言中对中国革命的若干重

要问题的思考和意见，提出党应该担当起在中国革命中的责任，应充分发挥工人阶级的重要作用，要更好地争

取群众、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宣传教育工作要注意和重视方式方法，正确认识革命形势下暴动和盲动的关系，所

有党员包括党的领导人都应遵守党的纪律，正确认识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和支持，对中国革命和中国

共产党充满信心等，这些思考和意见对今天进一步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仍然有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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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兆征在其革命生涯中，对中国革命特别是
工人运动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曾两次参加党
的全国代表大会，即 1927 年召开的中共五大和
1928 年召开的中共六大。其中，苏兆征对中共六
大有着重要的贡献。试分析如下。

一、参加中共六大的筹备工作

苏兆征于 1925 年 3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
年第一次参加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当时担任的主
要职务是中华海员工业联合会执行委员会委员
长、文书部主任，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二届执行委员
会委员长。在中共五大上，苏兆征当选为中央委
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八七会议上，苏兆征当
选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临时中央政治局
常务委员会委员。所以，八七会议后，苏兆征便到
上海参加党中央领导工作，主要负责中央财务小
组和全国总工会。1928 年 1 月后，周恩来担负起
处理中央日常工作的责任，直接参与领导六大的

准备工作，苏兆征也参与其中。
1 月 18 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召开第八次

会议，临时中央政治局主席瞿秋白主持会议，任弼
时、罗亦农、苏兆征、周恩来、邓中夏、顾顺章等出
席。会议讨论了召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问
题，认为召开党的六大的必要性是很明显的。如
党内左、右派的问题，“机会主义”“军事投机”问
题，党的组织上的发展问题，政策上的问题也是很
严重的，如对加入国民党的策略、农民问题，过去
是民族资产阶级领导问题，现在是否对农民甚至
游民领导下去呢? 还有党的中央问题、共产党政
纲的问题。虽然笔者没有见到苏兆征在会上发表
的具体意见，但他肯定是重要的参与者，参与了会
议筹备过程。

到 6 月 5 日、6 日，各省代表到达莫斯科者已

近 60 人，接近会议全部代表 142 人的一半。6 月 7
日，瞿秋白、苏兆征、周恩来召集了已到莫斯科的

六大代表的谈话会。参加者有向忠发、李立三、邓
颖超等。会议讨论了政治、组织、职工、农运等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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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草案的起草问题，确定 6 月 12 日前后成立大会

秘书处和各个委员会并开始工作。［1］P141 苏兆征参

加了这次会，并在确定成立的政治等委员会中，参

加了 6 个。这些委员会的主要职责便是讨论和起

草相关的决议案。
6 月 9 日，苏兆征和瞿秋白、李立三、向忠发、

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受到斯大林接见。斯大林在

和中共领导人的这次见面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

主要分析和论述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形势

等问题，回答了当时的中国革命形势是“高涨”还

是“低落”等问题。［2］P71 斯大林认为: 目前，我们不

能说中国革命已经处于高潮。革命高潮是将来的

事，而不是眼前的事。农民运动和土地革命最重

要的结果，是创建红军，如果能够把参加农民运动

的人们争取过来，并且集中部队打下几个城市，那

么，这将对今后的局势有更大的意义。并强调说，

在任何时期，农民都是不能领导工人和革命的。
革命必须要由工人阶级来领导。斯大林的讲话，

在某种意义上也定下了中共六大的基调，这就是

在革命低潮时期，要把发动群众放在首位，争取农

民参加红军，以便积蓄力量攻打城市; 中国革命的

性质是农民战争; 中国共产党的成绩大小要取决

于它在领导这场战争中能够组织多少听它指挥的

武装力量; 必须强调工人阶级的领导。
6 月 14 日和 15 日，布哈林以共产国际代表的

身份召集了一次政治谈话会。苏兆征和瞿秋白、
周恩来、蔡和森、李立三、项英、黄平、邓中夏、向忠

发、王若飞、张国焘、何资琛、王灼、甘卓棠、关向

应、夏曦、章松寿、徐锡根、唐宏经、张昆弟、王仲一

等中共领导人和部分六大代表共 21 人出席。这

实际上也是一次小范围的中共六大预备会议。
在会上，布哈林提出了关于当前革命形势的

估计; 关于过去的经验教训即党的机会主义错误

问题; 党在今后的任务和方针三个问题，要求到会

者发表自己的意见。在两天的谈话会上，所有的

与会者都发了言，围绕上述问题交换了意见。大

家对党的机会主义错误发生、发展和形成的过程

及其教训; 对于八七会议后党的路线、政策的评价

和对当时革命形势的分析与估量; 党的组织改造

与建设问题; 职工运动等等都发表了意见。
苏兆征在会上两次发言，谈到他的个人意见。

他强调指出:“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它应该

领导职工运动，并应该有关于职工运动的统一策

略”，但遗憾的是这方面做得很不够。也许是认为

“中国工人文化水平太低，职工运动还不需要扩

大”。直到 1925 年发生海员职工运动的高涨，才

意识到这个错误。但仍然存在问题，这就是“在职

工运动组织问题上犯了错误”，即仅仅是掌握工会

组织机构，而不是教育工人群众。关于机会主义

的问题，苏兆征认为，“工人自己罢工，要求增加工

资和及时领到工资，但党没有为工人提出任何口

号，难道这不是机会主义吗?”苏兆征还很不满意

有的人发言认为陈独秀和谭平山是共产国际的牺

牲品。中国共产党在八七会议后“已经在前进，而

不是以前那样一直在退让。所以若是没有八月会

议，若是 党 不 走 上 斗 争 之 路，那 它 就 会 被 消 灭

了”［2］P71。
关于机会主义的根源问题，苏兆征认为: “机

会主义的根源不可能在一个固定的地方或者一个

固定的事实上找到。它的根子就在领导同志身

上，在党的生活中，党的领导高层孤陋寡闻，忽视

工农的意愿，所以有意无意地埋下了机会主义的

根子。”苏兆征认为: “上海起义的主要错误，是没

有决心夺取领导权。”对于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

苏兆征认为:“这理论在领导机关里有影响。但是

基层同志那里更多的是大众化的意识。”对那种认

为陈独秀要对武汉时期党的工作负全责的观点，

苏兆征是不同意的。他还明确表示，“八七会议有

共产国际的坚强领导，总的策略方针是对的，但是

对待国民党、对待土地问题的态度是不明确的”。
对于这个问题，苏兆征同意陈独秀的看法。

在南昌起义、秋收暴动、广州起义等问题上，

苏兆征也注意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着重总结经验

教训，同时也勇于承担相应的政治责任。他指出:

“把南昌起义说成纯军事行动，这是不对的，因为

当时我们已经知道了土地革命的口号，我们有政

治口号。虽然我们没有接到中央的指示，但是我

们应当对此承担政治责任”。他还认为，“广州起

义，总体上没有政治错误。起义并非为时过早，也

不是盲动，只是组织方面有错误。失败的主客观

原因，我同意陈独秀的看法”［2］P73 － 74。苏兆征在预

备会上十分坦诚的发言，和他在大会讨论中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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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的主要精神是一致的。

二、参加大会主席团并主持代表
资格审查

中共六大召开期间，党章规定的党的全国代

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构; 其次是大会主席团，负责

大会召开期间重要事务和决策。1928 年 6 月 17
日，在中共六大开幕的头一天晚上，专门召开了大

会预备会议，各省代表、中央委员、特约到会人员、
团中央委员和指定参加人共 60 人出席。会议由

瞿秋白主持，审议了主席团的组成问题，秘书长和

副秘书长的人选问题，大会议程问题和代表资格

审查委员会的组成问题。［2］P117苏兆征和斯大林、布
哈林等 21 人为主席团成员，实际上斯大林没有参

加具体工作，但布哈林一直在会上。苏兆征还被

确定为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席，并参加起草决

议的若干个委员会工作。
6 月 18 日，中共六大隆重开幕。大家先是唱

国际歌、通过大会主席团、审查委员会等名单和追

悼牺牲了的同志，然后由中共中央、共产国际、意

大利共产党、联共、少共国际、中国少共、中华全国

总工会代表分别致词。苏兆征“代表中国的工人

阶级”，向中共六大“致极诚恳的敬礼!”他指出:

“中国工人阶级过去英勇斗争的历史，曾经摇动了

统治者———帝国主义、军阀、豪绅资产阶级、地主

的基础。现在工人阶级经过了几次失败，但是工

人阶级还在用尽所有的方法在团聚自己的力量，

准备对敌人作最后的战斗。中国共产党———我们

工人阶级唯一的领导，将要在新的高潮里，尽他的

指导的作用，领导全国工人阶级的斗争，虽然过去

有许多错误，但是这次大会必定能够扫除这一切

过去的错误，确定正确的方针，来领导我们———中

国的无产阶级作最后的斗争!”［2］P146

当天晚上，中共六大的大会主席团召开第一

次会议，讨论了大会议程、会场规则、议事细则、审
查委员会、主席团分工、各委员会名单等问题。会

议决定将主席团成员划分为五个组，每天上、下午

各由一个组主持会议。分组如下:

第一组: 斯大林、布哈林、苏兆征、项英、王凤飞。
第二组: 向忠发、关向应、杨殷、周秀珠。
第三组: 周恩来、王灼、余茂怀、胡福田。
第四组: 瞿秋白、李立三、王藻文、毛简青。
第五 组: 邓 中 夏、曾 文 甫、蔡 和 森、徐 锡

根。［2］P166

从这个分组名单，可以看到会议期间为保密

而以 25 号为代号的苏兆征，分到和斯大林、布哈

林、项英、王凤飞 5 人组成的第一组。
同时，中共六大期间成立的各种委员会达到

14 个，包括政治、组织、职工运动、农民土地问题、
苏维埃、军事、宣传、青年、妇女运动、财政审查; 湖

南、湖北、南昌暴动问题、广州暴动问题委员会①，

基本上涵盖了党的各方面的工作和关注的重要问

题。苏兆征参加了政治、职工、苏维埃、青年、妇

女、财政审查、广州暴动问题等 7 个委员会，并担

任由 57 人组成的苏维埃问题和由 41 人组成的广

州暴动问题委员会的主席( 书记) 。［2］P173 － 174担任苏

维埃委员会的召集人，比起委员会的一般成员，责

任自然更重。
6 月 19 日，共产国际代表布哈林向大会作政

治报告《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当晚，

中共六大主席团召开第二次会议，首先听取了代

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席苏兆征关于出席代表情况

的报告。苏兆征指出: 出席大会的代表分为 4 种:

( 1) 各省选出的正式代表，( 2) 中央指定参加的代

表，( 3) 第五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4 ) 特约代表。
苏兆征还报告了表决权问题，大致情况为以下两

种: ( 1) 各省正式代表有表决权有发言权; ( 2 ) 中

央委员、参加者、有发言权无表决权。［2］P169 指定及

旁听代表开始是既没有表决权也没有发言权的。
因为李立三在会上提议: 中央指定的中山大学和

东方大学参加大会的学生，全部都给以发言权。
会上多数代表赞成并通过了这一提议。

这次会议还讨论了与表决权问题关系密切的

代表名额问题。周恩来在会上讲到:“中央的通告

各省的选举以 500 人中选举出席大会代表一人，

须在接到中央通告后再行出发，结果有几省还未

接着通告他就到中央去了”，“广东、上海要求多派

①广州暴动问题委员会是 6 月 27 日大会主席团第七次会议决定在政治委员会之下成立的一个小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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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参加，我们中央是许可了的”。苏兆征在发言中

则指出:“500 人中一个代表是指大的地方党员多

的地方，同时我们是以工作重要以党员的多少来

规定的”［2］P169。广东代表团是中共六大代表团中

人数最多的一个团。按苏兆征的说法，首先是工

作的重要，其次才是党员数量。广东的工作重要，

党员也多，所以选出来的代表也多，而不仅仅是因

为党员数量多的缘故。中央对此也是同意的。
会上讨论时，周恩来提议将广东有表决权的

15 名减为 10 名; 邓中夏则提议维持审查委员会原

规定的 15 名，向忠发提议所有的正式代表都有表

决权。讨论的结果是: 3 人赞成减到 10 名; 8 名赞

成原定的 15 名。可见苏兆征的上述说明是产生

了一定效果的。
6 月 21 日下午，苏兆征主持召开大会主席团

第三次会议。会议决定: 当天下午不开大会，各省

代表团或代表应利用这个空隙，作本省工作与组

织状况的报告。会上还讨论了国内 5 月 26 日来

信，其中报告了国内情形和对国际的要求。会议

决定将关于政治事项交墙报发表①。会上还讨论

派一人来莫斯科学习特别业务，现已规定即来; 上

海的特务费需同共产国际交涉; 派人来莫斯科学

习军事问题，早已交涉好，电招来莫斯科。会上还

听取了关于大会各委员会组织人数和各省参加者

的报告。可见苏兆征在他主持的会议上，并不限

于大会本身，如派人到莫斯科学习军事等，对中国

开展革命武装斗争会很有意义。
除了筹备会议之外，苏兆征在中共六大上有 5

次发言: 一是 6 月 18 日在大会开幕式上代表中华

全国总工会的致辞; 二是 6 月 26 日在讨论政治报

告时发言; 三是 7 月 6 日在讨论职工运动问题时

发言; 四是 7 月 10 日为汪泽楷、陈独秀问题发言;

五是 7 月 11 日在六大闭幕式上的发言。
6 月 26 日，中共六大召开大会讨论政治报告。

这天共有 14 名正式代表和参加代表发言。其中，

湖北的法荣廷是书面发言，江苏的王若飞、关向

应、项英 3 人是发表申明。苏兆征、王仲一、向忠

发、华少峰、罗章龙、王子清、阮啸仙、邓颖超、曹更

生是大会发言。苏兆征在发言中就机会主义的来

源和责任等问题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7 月 6 日，苏兆征在讨论职工运动问题时发

言，着重讲到党如何领导职工运动问题。
7 月 10 日，在选举结束后，汪泽楷要求发言。

在汪泽楷发言后，苏兆征和刘伯坚、瞿秋白等人也

发表了意见。苏兆征认为: 汪泽楷说他是为了党

的利益，实际不是! ［3］P839他和瞿秋白等人在肯定陈

独秀工作成绩的同时，对其错误进行了批评。
1928 年 7 月 11 日，中共六大举行闭幕式。苏

兆征代表第六届中央委员会在闭幕式上致词:“中

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今天闭幕了。我们在无产阶

级的祖国，在世界革命指导者的指导下，得到了新

的正确的路线。我们相信以后一定能够走着这条

路线得到胜利。现在我们是在资产阶级民权革命

的阶段上，我们需要的是苏维埃政权。我们一定

要武装起来，才能达到这些目的，制胜敌人。我们

一定要夺取成千上万的群众包围在我们的周围。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得到革命的最后胜利!”“过

去的错误，大会把他收集起来埋葬了。现在新的

路线和策略是大会在国际指导下给我们的，我们

要努力去实现他”。苏兆征还指出:“民主集中制，

我们是要遵守的。中共是国际的支部。我们只有

站在国际指导下才能完成我们的使命。同时，我

们中国党也只有本着这种精神，才能集中群众力

量打倒敌人，建设苏维埃，完成革命”［2］P156。代表

们对苏兆征的致词多次给予掌声。
根据大会原来的安排，苏兆征还应有一个关

于苏维埃问题的报告。但目前除了大会通过的苏

维埃问题的决议案以外，尚没见到这个报告。

三、在大会发言中对中国革命若
干重要问题的思考和意见

苏兆征在中共六大筹备会上的发言，以及在

开幕和闭幕式上的致辞，在讨论政治报告和职工

运动报告及选举后的讨论中的发言，都包括他对

中国革命若干重要问题的思考，对革命经验教训

的总结。这些思考和意见相当深刻，在今天也仍

然给人以启发。

①这里所说的墙报，是指中共六大召开期间，由大会秘书处负责编写兼发印的、供代表们学习参考的壁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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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中国共产党应该担当起在中国革

命中的责任
苏兆征在关于政治报告的讨论中有针对性地

指出:“有些人说机会主义是因为中共党未有党
纲，阶级不明”，“我反对这种说法”［3］P597。苏兆征
反对那种说中国共产党没有党纲、阶级不明的说
法。他指出:“我们知道，共产党他是一个无产阶
级的政党，又是工人阶级的政党，他有他独立的阶
级性的，若他不要阶级斗争，他成了一个模糊的党
了。”在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共产党
的首要任务是反帝反封建，通过革命的武装斗争，

推翻反动统治，建立革命政权。所以，“我们应该
在斗争中去夺取政权，这是应有的责任”。

但是，当时的党中央却没有夺取领导权的决
心，所以放弃了责任。苏兆征指出: 在 1926 年出
现了蒋介石包围省港罢工工人、已经向我们进攻
之 时，还 在 对 工 人 解 释 误 会，“并 取 退 让 了
事”［3］P597 － 598。虽然大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是敌强
我弱，但共产党仍应担当一定的责任。苏兆征实
际上是批评当时的党中央没有担当起应有的责
任，因而造成了大革命的失败。这个观点是有一
定道理的。

( 二) 中国共产党应充分发挥工人阶级

的重要作用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工人阶级是革命

的领导阶级。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领袖，苏兆征
认为:“我们的党把无产阶级工人运动当作一种民
众的平常的作用，因此未有阶级显〔鲜〕明的表
现。”他认为，中共三大时“说中国是民族革命”
“联合战线不应有无产阶级的工会独立”，这个观
点是不对的。换句话说，在和其他民主力量建立
的反帝反封建的联合战线中，应当允许无产阶级
的工会拥有独立性。不能把工人运动当成一般的
民众运动。

当时，党在领导工人运动时，存在着党组织代
替工会的情况，在工会组织中没有工人群众，全由
党组织代替。苏兆征谈到: “我有一次问项英，上
海工会办事六十个中有没有非同志工作，他说没
有。我们知道，党决不是工会，在当时党与工会，

简直弄不清，工作中也是这几位同志。”［3］P598 实际
上，“我们的党过去没有好的去注意职工运动”。
苏兆征对此提出批评。在他看来，党组织和工会
组织的关系，不能完全等同，更不能混为一谈。否

则，不能很好地领导工人运动，更不能充分发挥工
人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作用。不论是从理论
还是实际效果来看，苏兆征的意见都是正确的、中
肯的。

( 三) 中国共产党要更好地争取群众、
调动群众的积极性

苏兆征重视党的群众工作，特别是对党组织
如何调动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有深入的思考。他指
出:“党的组织问题，有许多地方工会、农民协会，

与党混合，闹得分不清楚。我们反对派人占领机
关，以为占住了机关下命令，就可以调动群众，这
样就是我们取得了群众，把党与工会弄不清。工
会中负责人，没有一个非党群众做常委。”［3］P598 这
样的处理对党的群众工作是不利的。

苏兆征认为，党组织和其他的群众组织应该
有所区别。“工厂委员会是唯一的下层的广大的
工人群众组织，夺取群众的最好方法。”可有的地
方却把工厂委员会和赤色工会等同起来，甚至将
其和党的组织等同起来，只吸收党员参加。这看
起来只是组织形式上的问题，实际在动员群众的
效果上大相径庭。以为下个命令就可以调动群
众、解决问题，实在是一种简单和幼稚的想法。动
员和组织群众，必须采取深入细致的方式方法。
把党和工会混合起来，强迫工人加入工会，否则即
反革命，这显然是错误的作法。在苏兆征看来: 党
包办 一 切“实 是 看 不 起 群 众，不 相 信 群 众 力
量”［3］P737。所以，党组织要充分相信群众的力量，

才能更好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
( 四) 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教育工作要注

意和重视方式方法
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教育工作怎么做? 方法是

什么? 问题在哪里? 苏兆征在中共六大的发言中
指出: 问题的症结在于是否照顾到社会群众的需
要，这是过去宣传教育工作存在的一个主要问题。
他检查和批评说: “宣传教育工作，我们过去派一
个〈人〉去工作，就算了，也不告诉他弄〔怎〕样工
作，他自己也不知道怎样去宣传，他哪能宣传及向
群众起作用? 在香港罢工时，我们印了许多的宣
传品，后来放在那里一大堆不去发，因为工人看不
懂。《上海工人报》每月几万份，均是有名无实。
我们今后绝对反对那些只顾个人谈理论非社会群
众所需要的宣传作品。”［3］P598 可见，苏兆征不仅批
评了宣传教育工作存在的问题，而且提出了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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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工作的宗旨及要达到的目标: 这就是满足社
会群众的需要。社会群众的需要也就是人民的需
要，以满足人民的要求为目标，就会尽可能采取更
科学、大众化的宣传教育方式和方法。

( 五) 正确认识革命形势下暴动和盲动

的关系
苏兆征认为当时革命形势在上升而不是低

落，这个判断并非完全准确。因为当时革命确实
是处于低潮。但低落和低潮两个词的含义并不完
全相同。苏兆征对革命低潮形势下暴动和盲动的
关系有比较正确的认识。他指出: 暴动是需要的，

但也要防止盲目行动; 在反对盲动主义时，也要防
止借口不动。这里包含有辩证法的思想。苏兆征
分析道: 有人“说革命是低落的。我的意见觉往上
升，暴动政策，在这种环境之下，是很需要的。我
们城市暴动与乡村暴动不分的清楚，常发生误会，

盲动是有的。有许多人派他去工作，不管群众，他
就暴动，这是有的事。但是来源与机会主义大有
关系，反对盲动主义，亦应该防止机会主义籍〔借〕
口不动”。苏兆征不赞成那种不管群众只管暴动
的盲动主义，但也反对以各种理由取消革命行动。
他在发言中指出:“国焘同志说，南昌的暴动，可否
留到广东的暴动一同发生? 我们知道南昌暴动是
在广州暴动四个月以前，我们是不是南昌暴动等
到广州暴动呢? 是否在国民党反动之下广东能等
我们回去一齐暴动呢? 可说这个是拉拢将军之军
事投机幻想罢了。”［3］P598可见他是支持武装反抗国
民党反动派，支持在动员组织群众的基础上举行
暴动 的。同 时 坚 决 反 对“不 管 群 众，他 就 暴
动”［3］P598的盲目行动。

( 六) 所有党员包括党的领导人都应遵

守党的纪律
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苏兆

征针对党内在这方面存在的问题、特别是陈独秀
存在家长制作风的错误进行了批评。在“武汉当
东征北伐问题争论时，有许多人主张东征，有的主
张北伐，在我们政治局还没有决定，我们的独秀同
志，他个人的意见拿去，通过了北伐，可谓家长的
铁证”［3］P597 － 598。在苏兆征看来，陈独秀作为党的
主要负责人，至少在东征和北伐的问题上，以个人
意见代表了集体决策，没有很好地发扬党内民主，

听取集体的意见。
同时，“独秀他自己破坏了共产党的民主集中

制，国际屡次要他来，六次大会也要他来，他破坏
了党的纪律”，没有到莫斯科参加大会。当有人在
大会发言称陈独秀有政治经验时，苏兆征指出:
“独秀有政治经验是不错的，但他并没有接受国际
九次 扩 大 会 的 决 议，没 有 接 受 他 错 误 的 批
评。”［3］P839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作
风之一，可以推动工作、改正错误。苏兆征认为:

八七会议的告同志书，没有给同志们讨论过，也是
有问题的。总之，苏兆征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
公开点名批评党内的错误，表明了对党的忠诚，对
党的民主建设的重视和关注。

( 七) 正确认识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

的帮助和支持
苏兆征在中共六大上的发言，对共产国际对

中国共产党的帮助给予了充分肯定。他指出: 有
人说，“国际代表都是混〔浑〕蛋东西，好像机会主
义是第 三 国 际 代 表 毛 子 负 责 的，我 反 对 这 种 说
法”［3］P597。不能把中国共产党内产生的机会主义
错误都归咎于共产国际代表，认为中国同志是牺
牲品。苏兆征主张中国共产党多检查、反省自己
的工作，很好地总结经验教训，而不是把责任全推
到共产国际代表身上。

( 八) 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充满信心
苏兆征对革命充满信心。正如他在大会闭幕

式上所说: 我们得到了正确路线，我们能够沿着这
条路线得到胜利。

四、参加各项决议案的起草，保证
大会任务顺利完成

从保留下来的中共六大档案中，我们可以看
到苏兆征至少参加了 6 个文件或决议的起草。一
是参加章程即中国共产党章程的起草，除了苏兆
征、向忠发，还有瓦西里耶夫、诺林、沃尔克、贝尔
曼、米夫等共产国际方面的人员参加。二是参加
土地纲领的起草。除了苏兆征、向忠发外，还有沃
林、约尔克、弗雷耶尔、马季亚尔、休卡里、米夫等
共产国际方面的人员参加。三是农民运动决议的
起草，除了苏兆征、向忠发以外，还有沃林、约尔
克、弗雷耶尔、米夫等人。四是参加军事决议起
草。五是参与完成军事工作的训令。六是参加职
工运动决议案的起草，开始有两个草案，一个是苏
兆征起草，另一个是斯卡洛夫。然后，由洛佐夫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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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格列尔、斯莫良斯基、奥尔加参加起草了一个
新的草案。

从上述情况来看，共产国际在中共六大的文
件制定方面，曾派出不少专家参与、帮助，同时也
比较注意吸收了解中国情况的中共同志参加。苏
兆征和向忠发因为参加十月革命十周年纪念活
动，早于 1927 年下半年便到了苏联。他们比其他
的六大代表和党的领导人更早到达莫斯科，加上
在中国工人运动中的地位和影响，因而也成为共
产国际吸收中国同志参加文件起草的理想人选。

1928 年 7 月 8 日下午 6 时，六大主席团召开
第 14 次会议，在王凤飞主持下，听取了选举委员
会对 51 人预选名单的介绍。苏兆征被列入预选
的 51 人名单。7 月 10 日，中共六大正式选举产生
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苏兆征再次当选为中央委

员。7 月 20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第一次会议，

确定了政治局各委员分工、中央工作机构的设置
及其领导成员。苏兆征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政
治局常务委员、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

中共六大结束后，苏兆征和在莫斯科的中央
政治局委员瞿秋白、张国焘、项英、周恩来被指定
为出席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代表团之主席团，同
时办理党的六次大会各项未了事宜。参加了共产
国际六大后，苏兆征和项英、周恩来、杨殷等第二
批回国。苏兆征的革命生涯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可惜苏兆征英年早逝，但苏兆征的英名和功绩将
永远为党和人民所铭记。在 100 位为新中国成立
作出突 出 贡 献 的 英 雄 模 范 人 物 中，就 有 苏 兆 征
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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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ortant Contribution Made by Su Zhaozheng to
the Six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LI Ｒong
( Academy of Party History and Literature，CPC Central Committee，Beijing 100080，China)

Abstract: The Sixth National Congress was an important event of the Party in the history of the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Being one of the leaders of the Party at that time，Su Zhaozheng made much effort in and a great con-
tribution to the preparation and convening of the Sixth National Congress as well as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guideline． In the congress，he presented his thinking and opinions about some important issues regarding the Chi-
nese revolution． For example，he argued that the Party should assume its responsibility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play well the func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and better mobilize the mass people，pay enough attention to the way
and methods of publicity and education，correctly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prising and blind motion
under the revolutionary situation，have all party members including leaders abide by the Party’s discipline，cor-
rectly recognize the help and support from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for the CPC，and be confident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nd the CPC． All these arguments and ideas are still enlightening for further strengthening party build-
ing nowadays．
Key words: Six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Su Zhaozheng; important con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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