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6
CONTEMPORARY HISTORY OF CHINA

中国现代史

19世纪以来，随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其

影响迅速遍及全球，特别是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让

中国知识分子看到了在落后的农业国实现社会主义

的可能性。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马克思主义思想

传播的影响，20世纪 20年代末期，一些在美国的中

国留学生和华侨中的先进分子，陆续加入美国共产

党①，并成立隶属美共的中国党团组织。这其中，组

织最为完善、影响最为广泛的就是成立于 1927年的

美国共产党中国局(以下简称“美共中国局”或“中国

局”)，它与国际共运洪流中建立的旅莫支部、旅欧支

部、南洋支部、东京支部一样，都是中共早期海外活

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美共中国局成立后，一直致力于发动华侨华人

拥护和支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爱国运动、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运动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运动，其主

要工作包括开辟和恢复中美间的太平洋秘密交通

线、创办进步报刊从事对华侨华人和美国民众的统

战宣传工作、组织留美科学家和留学生回国建设新

中国等，为中国革命做出了特殊的、不可替代的贡

献。然而，由于中国局的工作一直在秘密状态下进

行，相关历史参与者和见证者本着保密原则，又对这

段历史三缄其口，致使中国局长期不为外界所知，徘

徊在一般大众和学术研究的视野之外。关于中国局

的许多基本史实都含混不清，甚至连其正式成立的

时间和准确的中英文名称都迷雾重重。多年来，仅

有何立波集中关注过这一组织的历史，但其论述依

据只有少量的回忆录和人物传记。②清华大学张牧

云近来致力于美国馆藏中共对外交往历史文献的整

理和研究，其《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与美

国共产党的交往》一文涉及中国局早期的一些基本

情况。③该文使用了美国的档案和报刊资料，使得一

些历史细节丰满可信，但其关注点在两党交往历史，

对于中国局本身组织演变及其在美国的主要活动论

述较为单薄。

本文以俄罗斯国立社会政治史档案馆馆藏美国

共产党卷宗为基础，参以美国及中国大陆和台湾地

区等地相关档案、历史亲历者的回忆录、口述资料，

尽力勾勒出美共中国局的成立时间、名称演变、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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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人员组成、组织规模及其与共产国际、中国共

产党之间的关系的基本概况，并着重探讨其在美主

要统战和宣传活动，以此管窥其孤悬海外、身在异

国，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国际共产主义事业奋斗

的革命历程。廓清这段“云遮雾罩”的历史，对于我

们理解中国共产党早期海外党组织发展历史亦有

帮助。

一、早期旅美中国籍党员与“中国局”的成立

20世纪20年代初，受五四运动后爱国民主思想

影响，清华学校甲子级(1924年毕业)留美学生施滉、

冀朝鼎、徐永煐等人，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学说

“劳工神圣”思想，组织成立了“唯真学会”，倡导“工

学”，“改良社会，以求人类底幸福”。④1923年，“唯真

学会”成员施滉、徐永煐、冀朝鼎、罗宗震、章友江、梅

汝璈、胡敦元以及北京女师大附中罗静宜八人，秘密

成立以“政治救国”为宗旨的组织“超桃”。1924年2
月，施滉、徐永煐在广州拜见李大钊和孙中山，进一

步倾向进步和革命思想，对共产党也有所认识。

1923年，“超桃”全体成员在北京召开会议，对比了国

内各个党派，认为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是革命的，但是

国民党革命不够彻底，因此倾向参加共产党。⑤1924
年到 1925年，“超桃”成员除罗宗震外，全部赴美留

学。1925年冬，全美中国留学生在芝加哥举行大

会。会后，“超桃”成员开展了从中国革命实际看“是

国民党好，还是共产党好”的讨论。他们各抒己见，

热烈争论，得出了一个共同的认识：“还是共产党

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⑥

正当“超桃”成员齐集美国时，国内的反帝怒潮

席卷全国，在运动中，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反帝斗

争进行了残酷镇压，相继制造了五卅惨案和沙基惨

案。帝国主义的在华暴行，激起了世界各国工人阶

级的极大义愤，纷纷声援和支持中国人民的反帝斗

争。美国工人阶级在美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宣

传、集会等活动，抗议帝国主义的在华暴行，对中国

人民在舆论上和物质上给以支援。“超桃”成员也在

旧金山积极投入了美国共产党、华侨团体组织的反

帝和支援国内人民斗争的活动。“超桃”成员的活动

引起了美国共产党的注意，有意吸收他们加入共产

党。美共派人参加施滉等人召集的会议，积极支持

他们的反帝爱国活动。1926年5月至6月间，施滉等

人结识了美国共产党旧金山区委书记莱文(Emanuel
Levine)，参加了美共领导的研究小组，研究马克思主

义，从此在思想上与共产党建立了联系。莱文介绍

他们参加美共领导的反帝大同盟。同年七八月间，

为团结在旧金山的国民党左派，在广大华侨中广泛

开展工作，经美共同意，施滉、徐永煐、冀朝鼎加入了

国民党旧金山支部。施滉等人旗帜鲜明地与国民党

右派进行斗争，并取得了国民党旧金山支部的控制

权。1927年春，施滉、徐永煐加入美国共产党；赴比

利时布鲁塞尔参加世界反帝大同盟大会的冀朝鼎，

也在会议期间加入中共旅欧支部。冀返美后，便跟

施、徐接上了组织关系。此后不久，“超桃”成员章友

江、胡敦元也相继加入美共。

稍早一些时候，在美国东海岸的纽约、费城等

地，美共第二区⑦也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发起了“不

许干涉中国”运动，公开支持中国国内的反帝爱国运

动，这同样也吸引了华侨华人中许多左翼分子的支

持和参与。在这一过程中很多人加入了美国共产

党，目前有姓名可考者有两人，分别是徐一朋⑧(Su I
Peng)和黄显(Ho Shin)。1926年，10名在纽约的华侨

工人加入美国共产党，并在本年底向美共第二区总

干事威廉·温斯东(William W. Weinstone)提交了一份

申请，希望成立自己的党组织。据温斯东的说法，他

们希望这个机构被叫作“在美中国共产党”(Chinese
Communist Party of America)，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分

支存在。⑨温斯东在给时任美国共产党总书记查尔

斯·鲁登堡(Charles E. Ruthenberg)的报告中建议：“我

们应暂且批准其请求。”⑩这一提议获得鲁登堡的同

意，他回应说：“这些中国同志曾是在你的介绍下入

的党，眼下我们是同事。我不反对你批准他们成立

党支部。但是，他们不能在美国自称中国共产党。

美国只能有一个共产党。他们若想要名号响亮，可

以称作“美国工人共产党中国分部”(Chinese Fraction
of the Workers Communist Party)或“共产国际分部”

(Section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此后，成立

中国分部的计划有序展开。但考虑到当时全美约有

2/3的华人生活在美共第十三区所在的加州，在华

侨中开展工人运动的条件比纽约所在的美东更为成

··46



2024.6
CONTEMPORARY HISTORY OF CHINA

中国现代史

熟，美共中央决议在第十三区开启组织中国分部的

工作。1927年4月13日，在旧金山的美共第十三区

委员会决定在其内部组织一个中国分部，大约 5月

初，分部组建完毕。

1927年 10月，在美国的华侨华人党员在芝加

哥召开了第一次全美代表大会，与会者制定了“中

国分部”(Chinese National Fraction)组织章程。11月，

中国分部正式成立“中国分部中央局”(the Central
Bureau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Fraction)，中央局由五

位最早的中国留学生党员施滉、徐永煐、冀朝鼎、胡

敦元、章友江组成，施滉任第一任书记，在组织上接

受美共第十三区委员会的领导。中央局事实上成

为中国分部在美国各地党团组织的中央领导机

构。1927年，在徐永煐介绍下，清华留美学生章汉

夫也加入美共，并担任旧金山市美共中国分部书

记。到 1927年 9月，中国分部已拥有 18名党员，其

中学生党员 8人，工人党员 10人。到 1929年 2月，

中国分部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时，党员人数已经增

至 33人，其中学生 6人(原来 8名学生党员中，两人

赴欧留学)，新增党员中工人26人，店员1人。1929
年美国工人共产党(WCP)更名为美国共产党(CPU⁃
SA)，“在美中国分部”(Chinese National Fraction)随之

也正式更名为“美国共产党中国局”(Chinese Bureau
of the CPUSA)。

最初在一些华侨华人党员口中，中国局有时被

称作美国党“中国之部”“美共中国语言组”“美共

华人部”。20世纪 30年代曾担任中国局第三任书

记的张报在回忆中，还使用了“中国支部局”的称

谓。当时中国分部中央局一直追随美共中央机关办

公，中央局所在地也就是美共中央的所在地。1927
年1月24日，美共中央由芝加哥迁到纽约，中国分部

中央局也于当年2月随之迁往纽约，因此称其为美共

中央附属机构亦无不妥，故而张报在回忆中把这个

中央局称作“美共中央中国局”。但严格来说，Chi⁃
nese Bureau of the CPUSA和 the Central Bureau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Fraction二者之间含义有所区别，前

者系指美共领导下的中国籍共产党员在全美的整个

组织系统，应该翻译作“美国共产党中国局”或“美共

中国局”更为合适；后者则是指由五人成员组成的常

务领导机构，中国局在内部会议记录中自称为“中国

之部总部”，笔者认为译作“美共中国分部中央局”

较合适。因本文研究对象是美共附属的整个华侨共

产党组织，因此本文行文包括标题使用“美国共产党

中国局”而不用“美共中央中国局”。

中国局成立后，在美国华工中积极开展反对帝

国主义的工作，并注意吸收和培养同志以便将来回

国开展工作。到1930年代初，中国局的党员同志发

展到 50多人，其中有姓名可考的党员 40余人(见表

1)。在中国党员比较多的地方，如旧金山、纽约、费

城、芝加哥、波士顿、麦迪逊等设有分局。历届担任

中国局负责人(书记)的有施滉、李道煊、张报、何植

芬、徐永煐、唐明照等。

表1 20世纪30年代初美共中国局党员确切可考者名单

姓名

施滉

(Shi Huang,
1900-1933)

徐永煐

(Hsu Yung Ying,
1902-1968)

冀朝鼎

(Chi Chao Ting,
1903-1963)

赴美时间

1924年

1925年

1924年

入党时间

1927年3月

1927年

1927 年在欧

洲加入中共

旅欧支部，入

党介绍人廖

焕星。

身份/职业

斯坦福大学东

方史硕士

芝加哥大学、威

斯康星大学、斯

坦福大学硕士

芝加哥大学历史

学硕士、法学博

士；哥伦比亚大

学经济学博士

主要履历

美共中国局首任书记。1929年赴莫斯科学习，1930年回

国，在中共中央翻译科工作。1933年 1月任河北省委书

记，同年冬因叛徒出卖被捕，1934年被杀害于南京雨花台。

曾任美共旧金山市委委员，美共中国局委员、书记。1946
年遵照周恩来指示和美共中央批准回国，组织关系转入

中共。

1928年被美共派回国参加斗争，途经莫斯科见到周恩来，

改留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并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

会和中国驻赤色工会国际代表团工作。1929年返美，在美

共中国局、美共《工人日报》工作。1941年回国从事党的秘

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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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胡敦元

(Thomas T. Y.
Hu, 1902-1975)

章友江

(1901-1976)
罗静宜

(S.S.Lo,
1905-1998)

谢启泰

(Hsieh chi tai,
1905-1972)

张报

(James Mo,
1903-1996)

李道煊

(Li Tao Hsuan, ?
-1996)

黄恭寿

(Huang Kung
Shou, 1906-?)

李法寰

(1905-1986)

武兆发

(1904-1957)
何植芬

(Chee Fun Ho,
1902-1955)

苏开明

(Frank K.M. Su,
1904-1988)

赴美时间

1925年

1925年

1925年

1926年

1926年

1926年

1926年

1926年

1923年2
月

1926年

入党时间

1927年

1927年

1927年3月

1927年9月

1928年2月5
日(入党介绍

人武兆发)

1928年

1928年1月

1928年

1929年

身份/职业

哥伦比亚大学

经济学博士

芝加哥大学经

济学硕士

加州大学、斯坦

福大学学生

华盛顿大学、斯

坦福大学学生

密歇根大学、威

斯康辛大学学生

斯坦福大学教育

学本科生、纽约

大学学生

弗吉尼亚军事学

院学生

斯坦福大学经济

学学生

威斯康辛大学生

物学博士

哈佛大学世界史

硕士

主要履历

又作胡敦源，安徽绩溪人。后脱党。1951年回国，曾任职

国家外贸部，后任北京外贸学院教授。

又名章裕昌。1928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代被

王明等人开除出党，回国后在多所大学任教，后加入民革，

1949年后任国务院参事。

1928年赴莫斯科中国劳动大学学习。1930年在中共中央

翻译科工作。1931年任中共香港市委书记。1936年至

1949年，从事地下工作。

后改名章汉夫，曾担任旧金山市美共中国分部书记。1928
年受中共委派，赴莫斯科中国劳动大学学习，期间担任共

产国际东方部的研究员。1931年 1月自莫斯科回国参加

革命。

原名莫国史，又名莫震旦。1929-1932年任美共纽约市委

中国局书记、美共中国局书记、美洲华侨反帝大同盟常委

及其机关报《先锋报》编辑。因身份暴露，遭美国当局追

捕。美共中央将其派赴苏联。1932年10月在莫斯科将组

织关系转入中共。

美共中国局第二任书记，兼任美洲华侨反帝大同盟机关报

《先锋报》负责人。1929年曾出席美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

会，1930年因宣传共产主义被纽约当局逮捕，1931年 5月

被驱逐出境，经欧洲转赴苏联。约 1931年底回国，1931-
1938年曾在西北农专任教。

后被美共选派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其间投海

自尽。

在美期间加入共产党，后脱党。斯坦福大学未毕业即离美

赴德游学，一年后转赴苏联，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炮兵

学校学习。1932年冬回国，加入国民党军队，官至陆军

少将。

1929年取得博士学位后回国，在东吴大学生物系任教授。

后曾任北京辅仁大学生物学系教师，1949年后任职北京师

范大学。

曾任国民党芝加哥支部常委，中国局书记。1950年归国，

任中国新闻社通讯组组长。

1932年参加美洲华侨反帝大同盟，担任过书记职务，并担

任其机关报《先锋报》的编辑与翻译。曾任费城海员工会

干事，并在纽约中国人民之友社和援华会担任宣传工作。

后脱党，1953年回国，曾任中国建设杂志社编辑、翻译。

（续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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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虞芝佩

(Tse Pei Yu)

魏明华

(1905-?)

陈科美

(1898-1997)

余宰扬

(J.Y.Yu,
1907-1978)

张鸿眉

石佐(1902-?)

陈其瑗

(1887-1968)

刘伯棠

(Lau Paak Tong)

唐明照

(Chew Sih
Hong, Chu

Tong,
1910-1998)

梅参天

(Eugene Moy,
1903-1958)
刘克勉(Liu
Hartmann)

赵跃

赴美时间

1923年

1928年

1920年

1929年

1925年

1930年

1912年9
月

1933年

1921年

入党时间

1927年在清

华大学加入

中国共产党，

留美期间组

织关系转入

美共

1932年3月

约1928年

1930年

1931年12月
加入中国共

产党

身份/职业

威斯康辛大学

学生

斯坦福大学机

器工业学生

伊利诺伊州立大

学教育学学士；芝

加哥大学教育学

院、哥伦比亚大学

师范学院硕士

密歇根大学硕士

生

威斯康辛大学学

生

斯坦福大学经济

科学生

华盛顿与李大

学、宾夕法尼亚

大学沃顿商学

院、哈佛大学研

究生院学生

加州大学伯克利

分校历史系学生

主要履历

与胡敦元结婚。1926年继冀朝鼎出任留美中国学生联合

会第二任会长。后定居美国。

原名魏扶尘，九一八事变后因在美公开从事反日宣传，被

美国政府逮捕，后经中国局营救出狱，1932年 5月取道德

国前往苏联，化名李克担任《救国时报》编辑。1940年代在

苏联逝世。

又名陈锡庆，湖南长沙人。1926年回国，先后任教于上海

大夏大学教育系、国立北京大学教育系、暨南大学教育系。

1939年回国，1940年春至延安，改名为余光生。曾任延安

《解放日报》副总编辑、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委员。1949年
后任铁道部副部长。

留美期间曾组织中国民治学说研究会，研究孙中山学说，

后定居美国。

1921年加入国民党，1927年被开除党籍。1930年侨居美

国并加入美共，1946年参与创建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新中

国成立后曾任内务部副部长。195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又名刘柏棠、刘伯唐。1912-1917年先后在美沃顿商学院、

华盛顿与李大学、哈佛商学院学习。毕业后回国，在新加

坡等地经商，后因生意失败于 20世纪 20年代中后期重返

美国，其间加入美共。后被中国局派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

习。1932年一·二八事变日军进犯上海时牺牲。

1933年组织关系转入美国共产党，并先后担任美共加州大

学组织部长、宣传部长和书记。1937年参加创办纽约华侨

衣馆联合会。1939年10月起任美共中国局书记达10年之

久。其间，于 1940年创办《美洲华侨日报》并任社长、总

编辑。

1921年到美国，先在波士顿做洗衣馆生意，后到费城、华盛

顿等地的中国餐馆做工，曾积极参加华盛顿华侨抗日救国

会的工作。1940年进入《美洲华侨日报》工作，1942年接任

社长。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曾任费城国民党常委。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曾任费城国民党执行委员。

（续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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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爆发后，一些在国内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同

志，受组织派遣赴美工作和留学，也与中国局发生了

工作关系，陆续加入中国局在美国的各项政治活

动。其中比较著名的有谢和赓、王莹、龚普生、薛保

姓名

林棠

(1907-1996)
谢创(Dea Chang,
Dea Wood, Dea
Woo, Xavier

Dea, 1905-1995)
张恨棠

(Benjamin Fee,
1908-1978)

安立绥

(1902-1958)

李干

胡思仁

岑慧剑

(Alice Sum)
陈苏然

陈厚父

冯棉

许纪云

罗维良

冯汉亭

周冰魂

欧阳基

何惠良

欧阳碧

曾丁恒

骆一伦

冯胜光

赴美时间

1923年

1923年

1923年
6月

1927年9
月19日

入党时间

1928年春

1928年

1929年

1929年

1929年

身份/职业

纽约华侨洗

衣馆工人

食品外卖员

海员

主要履历

曾任《美洲华侨日报》编辑、美共中国局委员。1949年8月，奉

命回国，组织关系转到中共。

又名谢荣创。1928年由章汉夫介绍加入美共，1929年先后当

选为美共旧金山华人支部书记、加州委员会委员。在美两度

入狱，1932年8月，美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根据他本人意愿将其

组织关系转到中共代表团，并安排他到共产国际举办的列宁

学院学习。1935年3月，被共产国际安排回国参加斗争。

笔名木云，战后改名张明之，出生于广州，13岁来到美国，1929
年加入美共，1930年赴苏联学习，1931年返美，之后成为美共

中国局总部委员。后脱党，逐渐淡出中国局工作。

清华大学毕业后，先入南卡军事学院步兵科学习2年，后转入

康奈尔大学学习历史。后脱党，时间不详。1931年回国、加入

西北军阀马步芳部队。

生平不详，谢创《重洋难阻报国心》记载其为黄埔军校第四期

学生。

又名胡剑魁，广东开平人。与谢创在美共隶属一个支部。

1934年回国，一度失去组织关系，在家乡从事革命工作，1937
年 7月恢复组织关系，参与成立中共开平特别支部，任宣传

委员。

广东佛山南海人，早年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曾任旧金山

华侨工会主席，国民党美洲总部工人部部长。后脱党。

广东佛山南海人，1929年赴莫斯科列宁学院学习，1933年奉

派回国，后脱党，在广东省立法商学院任教授。

广东台山人。1952年回国，曾任台山县副县长、台山县政协副

主席。

1929年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后回国服务。

出生于美国的华侨家庭。

广东惠州人。

注：表中所列名单不包括20世纪30年代以后入党的同志。表中内容曾参考众多材料，并尽量考订错谬，但仍可能有误。

（续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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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陈瀚笙、徐鸣、蔡福就等人。也有一些留学生在

美国期间加入美共，如蒲寿昌、蒲山、蔡沧溟等人，后

来组织关系转回中共。

1943年6月，第三国际宣布解散，1944年5月，美

共“十二大”宣布解散美共，成立共产主义政治协会，

附属于美共的中国局也随之停止活动。1945年 4
月，董必武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赴美国参加联合国

大会，其间中国籍党员在董必武指导下，于1945年7
月自动恢复了组织活动。根据董必武的指示，他们

积极投入到反对国民党独裁内战的活动中，为此原

中国局的领导同志和骨干分子，每周五在徐永煐家

聚会，研究时事和《华侨日报》编辑事务。主要参加

者包括唐明照、陈翰笙、林棠、何植芬、徐鸣、蒲寿昌、

龚普生、赖亚力、杨刚。这个小组当时没有正式名

称，被参与者称作“星期五座谈会”(Friday Club)，1948
年杨刚回国，在西柏坡向周恩来汇报在美工作，谈起

这个小组的情况，周恩来随口称其为“中共在美工作

领导小组”。此时他们在组织关系和工作关系上已

经脱离美共，而是直接接受中共的领导和指导。20
世纪50年代初，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朝鲜战争的爆发

和美国麦卡锡主义的蔓延，在美中国籍党员处境极

为艰难，中国局奉命解散，结束了其历史使命，大多

数党员返回祖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

二、中国局与美共、中共的关系

第三国际是全世界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组织的联

合组织，在组织上各国共产党都是它的支部，受其领

导。因此，从组织关系上来说，美国共产党和中国共

产党同属第三国际成员，两党是平等的兄弟党关

系。美共党员和中共党员的组织关系，可相互转

入。如清华大学学生唐明照，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

党，1933年赴美留学后，党的组织关系由中国共产党

转入美国共产党；张报是1928年2月在美国加入美

国共产党，1932年 10月到莫斯科列宁学院学习时，

组织关系转入中国共产党。

关于中国局与美共及中共中央的关系，因为资

料所限，相关研究主要依据一些历史见证人的回忆

录或口述史料展开，许多历史细节含混不清，甚至彼

此龃龉。根据张报的回忆，中国局在表面上隶属美

国共产党，与国内党组织没有正式的经常的联系。

中国籍党员直接接受美共中央的领导，跟其他美共

党员一样，参加美共党内的政治活动，施滉、李道煊、

骆一伦就曾作为中国局的代表，出席了美国共产党

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局的党员也曾参与美共

党内的政治斗争。如 1922年以后，美国共产党内形

成了两大派别：以鲁登堡、洛夫斯顿为首的多数派和

以福斯特为首的少数派。何立波的文章中，也采纳

了上述观点。

但根据中共在美地下党员蔡福就的回忆，1940
年他奉廖承志之命赴美工作，随身携带一封周恩来

同志写给时任美共中央总书记白劳德的信，信中建

议在美国的中共党员不再称“中共党员”，中共基层

组织不再挂“中共头衔”，如果美共同意，中共党员和

中共基层组织只挂“美共”的头衔，但活动独立，不公

开。白劳德在接到周恩来的信后，表示同意中共的

意见，美共设立一个“美共中国局”，中共基层组织挂

“美共”的头衔，党员称“美共中国党员”。美共中国

党员的名字不公开(按当时美国法律规定，美共党员

的名字须对外公开刊登在刊物上)，不参加美共组织

的活动，中共基层组织按人数向美共交党费不列名

单。蔡还回忆，美共和中共两党取得一致意见后，有

一部分党员思想不通，提出：“我参加中国共产党，为

祖国做事，为什么要称美共中国党员？”

我们会发现，两位历史当事人的回忆出现了两

个矛盾的地方：第一，根据张报的回忆，早期在美中

国籍党员一开始即在组织和对外身份上隶属美国共

产党，并积极参与了美共党内的各种活动；而根据蔡

福就的说法，这些党员早期应该与中共之间有更为

直接的组织联系，以至于部分党员对于对外挂名美

国共产党而思想不通。第二，根据张报的说法，早在

1927年就成立了一个名为“美共中央中国局”的组

织，而根据蔡福就的回忆，美共和中共似乎应该是在

1940年后才达成共识在美共内部成立“中国局”。

这该如何解释？关于第一点，笔者倾向于认为，

1940年以前，因为中美两国相距遥远，交通和通信都

极为不便，中共在中美之间尚未建成可靠的交通网，

中共中央对在美党员并不能经常性地直接给予指

导，特别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党在国内面临着十

分严峻的生存问题，更无暇顾及在美发展党员，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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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中国籍党员进行组织和领导。因此，他们成为

共产主义者，是美国共产党在第三国际指导下，在中

国留学生中积极发展党员的结果。因此，施滉、徐永

煐、冀朝鼎、胡敦元、章友江、罗静宜、章汉夫等人最

早应该跟中国共产党之间并没有直接的组织领导关

系。这从中国局吸纳新党员的组织程序中即可反

映。美国的相关档案显示，在美国的华侨华人如果

要加入共产党，首先必须填写一份入党申请表，然后

将申请表提交给美共中央，美共中央再将申请表下

转给中国局；或者中国局也可以直接吸纳新成员，但

是美共中央有权对其身份资格做出审查，并否决其

认为不合适的入党申请人。至于他们在美共和中

共之间的组织关系转换，则是遵照第三国际的工作

需要而安排的。后来随着一些在国内先加入中共的

党员同志来到美国，为了便利工作，便跟美共及美共

中的中国籍党员发生了工作关系和组织关系，蔡福

就所谓思想不通的党员大概主要是指这部分党员。

关于第二点，中国局成立的时间，前文已有详细介

绍，此处毋庸赘述。蔡福就的说法是从廖承志处听

来，又经过传记作者的转述，中间可能有误解。

那么，中国局和中共中央发生直接紧密的联系

是在什么时候呢？这可能要到1941年中国共产党打

通往返太平洋两岸的秘密交通线以后。在1940年以

前，美共的中国籍党员与中国共产党的联系，大多依

托共产国际的关系网，如中央档案馆现存多封施滉

致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的报告，这些报告显示中国

局与驻苏代表团之间保持着较为紧密的联络。

1940年 4月，受廖承志单线领导的中共党员蔡福就

赴美从事开辟中美间太平洋交通线的重任。而这背

后的筹划者就是领导中共对外统战和宣传工作的周

恩来。1941年4月，这一跨越太平洋的交通网终于

打通。但好景不长，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这一交通网

被迫中断，直到战后的1947年夏天再度恢复，中共中

央对在美同志的联络和指导工作才频繁起来。

虽然中国局的党员在组织上隶属美共，也要参

加美共领导的各项工作，但是实际上在工作内容和

工作原则上有一定的自主空间，甚至某种程度上独

立于美共的领导。为防止美国当局和国民党驻美机

构的监视和迫害，便于在华侨和留学生中开展统战

和宣传活动，中国局的同志对外一般不暴露自己的

党员身份，每个党员都有党内用名，这些名字也经常

更换，如施滉叫“Tontein”“Dongsheng”，徐永煐叫

“Huafa”，冀朝鼎叫“Richard Doonping”“Hansu Chan”
“Huang Lowe”“Futien Wang”，李道煊叫“Toddy”“H.
Linson”，张报叫“Xuehan”“James Mo”，罗静宜叫“Tse⁃
tung”，谢创叫“Suarez”，何植芬叫“Hazen”，唐明照叫

“Chu Tong”“Chew Sih Hong”。美共中央在一份报告

中即指出：“除了旧金山的支部以外，中国局在各地

的支部跟我们(美共)的区支部没有组织上的联系，他

们独立工作，只接受中国局的指示。”中国局自己也

承认，因为和美共的地区支部缺少联系，很多美共的

地区负责人甚至都不知道在美共内部有个中国局存

在。同样，美共对中国局的指导和经费支持，也非

常有限。如中国局所在的美共第十三区领导人曾代

表中国局，向美共中央申请一笔每月30美元的经费，

但是未获允准，导致中国局的很多工作，如出版报

纸、派人赴苏学习、派人赴古巴指导工运等都无法正

常展开，甚至到了连邮票都买不起的程度。为了

维持生计，徐永煐、施滉、冀朝鼎等人不得不在街上

卖报纸，到餐馆做服务员，到街头给行人擦鞋。

1929年 2月中国局第二次全美代表大会报告中，就

曾公开抱怨“(美共)中央领导同志没有给予我们足够

的政治指导和经费支持”。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

况，可能与美共此时自身的艰难处境有关：一方面美

共内部陷入了以鲁登堡、洛夫斯顿为首的“多数派”

和以福斯特为首的“少数派”的路线斗争，两派相互

攻击，争论不休，最后不得不靠共产国际出面才暂时

平息纷争；另一方面，美共自成立后的组织和活动经

费一直严重依赖共产国际和苏联的资助。例如，

1926年10月，时任美共领导人坎农在给共产国际红

色援助组织的电报中提到，由于没有收到 3860美元

的会议和组织费，美共的工作陷入严重混乱。再如

1928年 10月，洛夫斯顿也在一封电报中透露，由于

没有及时收到共产国际的资金，党的工作几乎处于

瘫痪状态。在这样的环境下，中国局要想得到来自

美共中央的更多指导和经费，无异于缘木求鱼。此

外，中国局成立后的革命目标是以援助中国国内国

民革命运动为鹄的，这与美共二三十年代致力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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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拉斯化的基本工业工人中加强党的工作”的革命

目标并不一致，这可能也部分影响了美共对中国局

倾注更多精力和财力的热情。当然，造成这一局面

还可能与中国局在美共的少数族裔支部中并不占有

十分突出的位置有关。美共成立时，早期成员多为

低收入的产业工人，其中绝大多数是不懂英语的移

民群体，美国本土出生的懂英语的成员只占5％。因

此，美共有个“国际部”，不是为外国兄弟党，而是为

本国非英语的党员而设。据美共创始人威廉·福斯

特回忆，截至1925年“国际部”下辖18个“语言联盟”

(少数民族组织)，其中最大的芬兰组织有6410人，排

名第二的犹太人组织有 1447人，连最少的乌克兰人

组织也有 622人，这 18个语言组共出版不同语言的

左翼报纸27种，发行量最多的达到两万份，发行量最

少的爱沙尼亚文报纸《乌斯伊尔姆》周刊发行量也有

600份。而中国局在 20世纪 30年代初人数最多的

时候也不过 50多人，其最早发行的准机关报《先锋

报》1930年的实际发行量只有500-600份，1933年时

也不过900份。显然，在美国工人运动风起云涌的

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期，以中国局区区几十

人和发行量不过几百份的报纸，要本就处境艰难的

美共投入足够多的注意力和资源不太现实。

另外，虽然远在大洋彼岸的中国局与中共中央

之间缺少正式且经常的联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二

者之间完全处于相互隔绝的状态。相反，由于经常

有个别党员同志回国参加革命，他们知道中国局在

美国的秘密通讯处，所以国内党组织在必要时也曾

利用这个秘密通讯地址与中国局进行联系，中国局

的同志也能经常收到国内寄来的进步刊物。而身

在美国的中国局同志，有时也会将美国出版的报刊

寄回国内，如中国局党员胡思仁就经常邮寄《救国时

报》给故乡广东开平的友人司徒友新，使后者获得了

在国内报刊上看不到的很多关于红军和抗联的报

道。除了这些个别的党员同志之间的联络，中共和

美共中国局也在努力寻求各种途径，保持彼此之间

的联系和互助。例如，20世纪 30年代初，中国局经

常接到中共经香港寄来的信，希望中国局筹款解救

被关在监狱里的同志。中国局每次都出色完成了任

务。中共中央也通过共产国际的渠道，给予中国局

很多经费支持和工作指导。共产国际档案显示，中

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王明曾去信中国局，建

议后者加强在墨西哥、加拿大、古巴等地的革命宣

传，并建立在当地的党组织。1940年 8月 19日，毛

泽东、周恩来也曾致电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

请其转告美共总书记白劳德，将派冀朝鼎返美从事

三项重要工作：其一，招募日裔美籍共产党员，以便

打入侵占中国的日军内部，从事抗战活动；其二，利

用美国共产党船员，以香港为枢纽，将中国共产党同

日本、菲律宾及美国的共产党组织联系起来；其三，

负责以美共中国局的名义向海外华人募捐，资助中

国共产党。在工作经费方面，中国共产党也给予中

国局许多帮助。1933年1月20日的一份中国局内部

会议报告揭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曾给《先锋

报》提供了1万卢布的捐款，并对中国局今后印刷宣

传材料的形式提出了具体建议。1945年董必武赴

美国参加联合国大会时，也曾代表中共中央一次性

向当时的中国局机关报《华侨日报》捐款1万美元。

但总体而言，受各种内外部环境的影响，这一时期中

共中央和中国局之间的联系若即若离，并不十分

紧密。

1943年第三国际解散和1944年美共解散，给国

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很大负面影响，附属于美共的

中国局也被迫解散。但这两件事情的发生却为中国

局与中共中央之间建立正式的组织关系提供了契

机。抗战后期，考虑到美国在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

线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共日益重视同美国的关系，积

极争取美国的同情和支持，并希望能以美制蒋，促进

战后中国民主运动，建立民主联合政府。1944年 8
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明确

将对美外交列为开展外交工作的头等大事。而已

经在美国坚持斗争二十多年的中国局，无疑成为一

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1945年 4月，董必武作为

中共和解放区代表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对留美党

员的工作做了很多具体细致的指导，使其工作逐渐

规范化，中国局也在这年7月恢复工作。自此以后，

中国局在组织上和工作上完全受命于中共中央，“美

共中国局”这一称谓也逐渐被“中共在美领导小组”

所取代。据薛葆鼎回忆，当时负责中国局联络和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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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工作的是中共中央局的一位副部长和中共中央情

报部副部长李克农，中共中央和美共中国局之间的

联络一般由在国民政府平准基金会从事地下工作的

冀朝鼎利用职务便利，每两周赴香港带一次口信，再

由往返中美之间的香港海员将口信带往美国。

通过前文分析，我们可以发现，美共中国局是在

相对独立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共产党组织，其酝酿

与诞生和中共之间没有直接的关联。根据共产国际

“一国只有一个共产党”的组织原则，美共中国局成

立后在组织上隶属美国共产党，在工作中接受美共

领导，参加美共的一切组织活动。同时，根据共产国

际的组织原则，中国局在组织和业务上也同时接受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指导，但是因为中美之间远隔

重洋，受战事影响交通和通信不便，中共能给予的指

导和帮助也非常有限。二战后，中国局在中共中央

指导下恢复重建，组织上与重建后的美共之间不再

有隶属关系，完全成为中共在美的分支。

行文至此，我们有必要探讨另一个重要的问题，

既然中国局的同志在组织上隶属美国共产党，那么

他们能不能算中国共产党员呢？中国局的历史能否

纳入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发展史的范畴？这一问题

其实在建党之初的党章中就有了答案。1923年 7
月，中共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中

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其中第三条明确规定：

“凡已加入第三国际所承认之各国共产党者，经中央

审查后，得为本党正式党员。”后来中共“四大”“五

大”对党章进行第二次、第三次修订时，仍然保留了

这一条款。也就是说，当时中共中央把在海外参加

兄弟党的同志，认为是本党的当然同志。“文革”结束

后，为落实归国华侨的工龄和退休待遇问题，1978年
1月 14日外交部领事司颁发《关于审批归侨职工国

外工龄计算问题》的通知，特别规定：“凡曾在兄弟党

领导下从事革命活动的归侨职工，如果经过两党协

议将其移交给我方领导，则他们在兄弟党领导下从

事革命活动的工作时间，也可合并计算为连续工

龄。”这在政策上再次认可了在兄弟党从事革命工

作的党员同志的中共党员身份问题。因此，这段历

史理所当然应该算作中国共产党组织发展史的一

部分。

三、中国局在美主要统战宣传活动和贡献

美共中国局成立之初，其革命目标就被明确界

定为“在中国工人中开展工作，反对帝国主义，培养

同志以便回到中国开展工作”。可见，中国局的同

志虽然身处美国，在组织关系上隶属美共，但是他们

既是共产主义者也是民族主义者，他们对祖国前途

和命运的关心始终是第一位的。从 1927年成立到

20世纪50年代初奉命解散，美共中国局共存续20多
年时间，经历了国内第一次国共合作及其失败、抗日

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全部过程。其工作重心虽有过数

次大的调整，但都始终坚持以党的利益为重、民族利

益为重，利用其特殊地位和便利条件，在美国社会和

旅美华侨中积极开展统战宣传和动员工作，支持中

国共产党在国内领导的民主革命和民族革命。

(一)积极组织和推动在美华侨劳工维护自己合

法权益。中国局成立之初，是一个典型的学生党，大

部分党员同志都是留美学生，与侨社和华侨劳工缺

少紧密联系。1929年 2月，中国局第二次全国大会

决定将工作中心转向华侨工人运动，发动华侨成立

自己的团体，如工余俱乐部、国际工人保障会苏兆征

支部、失业者全国协会、保卫非土生者协会、纽约华

侨衣馆联合会、中国人民之友社等，这些劳工团体事

实上都成为中国局的外围组织，在团结华工维护自

己权益，支持中国国内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

纽约华侨衣馆联合会“以联络感情，集中力量，内谋

维护同业之利益，外求取消限制华侨洗衣馆一切苛

例为宗旨”，为同业侨胞和祖国人民做了大量的有益

工作。1933年，纽约白人洗衣业公会召开会议，商讨

对付华人洗衣馆的竞争问题，他们秘密拟定了一份

限制华人洗衣馆的法案。1933年 5月 19日，纽约福

利委员会在市政府礼堂召开辩论大会，纽约华侨衣

联会派出雷卓峰、朱夏两名代表，并聘请当时很有声

望的两名律师一同出席辩论。纽约华侨衣联会最终

取得了这次辩论的胜利，为华侨洗衣馆争得了应有

的权益。

(二)充分利用美国相对宽松的出版环境和地利

之便，积极从事报刊出版活动，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

及其领导的国内革命斗争。1927年国共第一次合作

破裂后，国民党对中共及其领导的苏区进行了长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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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封锁。这种封锁不仅包括给物资和人员流通设

置障碍，也包括一系列信息封锁和“匪化”宣传。这

导致西方世界对中共及其领导的根据地的认识几乎

都是来自国民党的官方宣传，很多华侨华人视共产

主义如洪水猛兽，对共产党人一律敬而远之。为此

中国局的同志通过创办报刊、撰写驳斥文章，在美国

社会做了大量的解释和宣传工作。

早在美共中共中央局成立前，1926年夏天施滉、

徐永煐等人即在美共中央的建议下，加入在美国的

国民党组织，并参加由留学生左派学生组织的“中山

学会”，其间他们创办并主持了学会的机关刊物《革

命》月刊。该刊编辑部设在斯坦福大学，蒋介石发

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曾刊发不少反蒋文章，如

李道煊的《蒋介石反叛与中国革命》、黄恭寿的《蒋介

石之罪恶》。1926年 11月，斯坦福大学左翼学生蒋

希曾因被国民党右翼排挤出《少年中国晨报》，随即

创办《美洲评论》(The Chinese Guide in America)，这是

一份小型油印中文周刊，在奥克兰和旧金山等地华

人社区发行。1927年2月12日，《美洲评论》出至第

11期时，开始增出铅印英文版，以向土生美国华人及

同情中国革命的美国民众报道“关于中国、中国人的

新闻和观点”。这是美国第一份由中国人编辑的进

步英文报纸，其文章几乎都出自美共十三区的中国

党员之手。这一时期，美共中国局的学生党员经过

斗争，曾取得美国最大的中国留学生组织“中国留美

学生联合会”的领导权，由此掌握了该会会刊英文

《中国留学生月报》的编辑权，胡敦元、徐永煐、虞芝

佩都曾担任主编或特约编辑。这期间，《中国留学生

月报》公开发表大量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揭露国民党

意图背叛革命的文章，如《中国的农民运动》《国民党

的理想主义已经死了吗？》《广州的三天恐怖》。美共

总书记白劳德也在上面发表《美帝国主义，中国独立

的敌人》《中国的土地问题》《中国的工资与工作条

件》等数篇文章。1927年中国局成立后，华侨共产

党人大刀阔斧地加强了组织建设，并在各地陆续创

办许多以工人、农民、学生为读者的中文报刊，如《共

产》《工余》《群声》《护党特刊》《海员》《文求》《抗战》

《厨工》《农友》等。但这些报刊大多数为油印的小

报，出版周期长，版面容量小，发行量有限，在实际宣

传工作中难以发挥最大宣传效能。因此，从 1928年
起，中国局开始了一系列创办、改组和利用大型报刊

的尝试。这些大型报刊包括《先锋报》《救国时报》

《美洲华侨日报》《金门侨报》《中西日报》《纽约新

报》，其中尤以《先锋报》和《美洲华侨日报》影响最

大，一度先后承担起中国局机关报的责任。上述报

刊的出版，对于打破国民党的信息封锁，刷新中国共

产党在美国社会和侨众中的形象，发挥了不可替代

的重要作用。

除了定期刊物外，中国局的同志还大量编印介

绍中国共产党的中英文小册子，向西方读者介绍中

共的政治纲领和苏区、抗日根据地、解放区实况。如

冀朝鼎在1930年撰写《军阀混战与中国革命》，1932
年又与张报合写《苏维埃的中国》；再如抗战爆发之

初出版王明的《中国一定赢》，以保卫中国大同盟名

义出版《中国游击区实录》。1945年董必武参加联

合国大会期间，会同徐永煐、章汉夫等人紧急编印英

文版《中国解放区实录》，共出版5000余册，在大会

期间广泛分发。这些小册子相比报刊，印刷精美、篇

幅简短、议题集中、方便携带，是文字宣传的有益形

式，也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三)积极声援国际反法西斯战线和国内抗战。

抗战爆发后，中国局的党员同志积极在美国社会开

展各种形式的抗日活动，发动“对日禁运”，为抗战募

捐做出了特殊而卓越的贡献。中国抗战爆发后，美

国国内“孤立主义”思想根深蒂固，根本不愿意自己

的生活因国家介入战争而受到影响。当时美国非但

没有积极反对日本的侵略，反而继续与之开展“正常

贸易”，将大量钢铁、橡胶、石油等战争物资卖给日

本，在制约日本战争机器运转方面握有相当大的主

动权。因此，如能说服美国断绝对日贸易，就是切断

了日本侵华战争的后援。国民政府把它作为对美

外交的一个重点，在美国做了大量游说工作，但收效

并不明显。中国局党员胡敦元参与组织的“中华经

济研究社”通过卓有成效的调查研究工作，写出了一

篇题为《日本重要战争资源供应问题》(Japan's Abili⁃
ty to Finance the Purchase of War Materials)的报告。

报告后由重庆《大公报》翻译成中文，首载在该报

1939年 9月 26日第 3版，也引发了国内舆论界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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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和热议。该报告用大量确凿的统计材料揭露出一

个惊人的事实：仅 1937年，美国输送给日本的废钢

铁，就占全世界输出给日本废钢铁的 90.39％；日本

从美国输入的军需材料竟占全部进口量的54％。研

究报告一经发表，美国朝野为之震动，包括《纽约时

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在内的100余家媒体报道了

报告内容。这些数字有力支持了美国同情中国人士

发起的“不参加侵略运动”，对美国民间的“抵制日货

运动”也是一个很大的推动。报告还引起美国国会、

外交部、财政部、外交协会、农业部、海陆军学校等军

政部门的注意，成为后来美国政府出台对日禁运政

策的重要根据。中国局领导下的衣联会为中国抗

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做出了积极贡献，曾捐款购

买了4辆救护车和一批药材，送给国内浴血抗战的八

路军将士。

(四)积极影响美国外交决策，反对美国干预中国

内战，有力支援了国内解放战争。1946年国共内战

全面爆发后，美国基于战后世界冷战格局考量，积极

扶植国民党。美国在抗战胜利后给予蒋介石政府的

物资援助，是抗战胜利前美国援华物资的两倍。中

国局的党员同志陈翰笙、冀朝鼎、徐永煐等人利用

《华侨日报》《太平洋事务》《美亚杂志》等媒体和机

构，积极发表文章和研究报告，分析中国封建法西斯

的官僚资本统治与反共内战有直接相关的必然性。

如 1946年 10月 16日，陈翰笙在《远东观察》第 15卷
第20期发表题为《官僚垄断资本与中国的内战》的文

章，该文将国民党政权划分为CC系、政学系、蒋介石

集团、孔祥熙集团、宋子文集团五大集团，并指出这

五大集团借政府统制名义垄断中国重要的经济金融

部门，疯狂敛取社会财富，严重窒碍了中国民族资本

主义的发展，是造成中国经济衰败、民众生活悲惨

的罪魁祸首。陈翰笙总结说：“政府独占、一党专政

与仰赖外国军事与财政援助已成了目前南京政府

的三个主义。这三个主义恰好与中山先生的三民

主义‘民生、民权、民族’背道而驰。目前中国的内

战在根本上就是(国共)两集团分别保卫两套主义的

斗争。”这些文章对美国朝野舆论产生了重要影

响，反对美国政府干预中国内战的舆论呼声最终迫

使杜鲁门总统一度中止了对国民党的经济军事援

助。美国著名的“中国通”费正清甚至认为美国之

所以“失去中国”，与陈翰笙等人当年所作的宣传工

作不无关系。

(五)积极动员华侨华人和留学生回国建设新中

国。早在1941年，周恩来领导下的中共中央南方局，

就秘密派遣一批年轻的中共地下党员先后通过国民

党官方留美考试，以留学生身份赴美，在留美学生中

开展活动，目的是联络思想进步、倾向共产党的理、

工、农、医科大学生，争取他们学成后归国建设新中

国。这批党员有计苏华、徐鸣、赖亚力、薛葆鼎等

人。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上海局也派出了陈一鸣、陈

秀霞等同志赴美留学。这些中共地下党员赴美后，

与美共中国局同志取得联系，在其协助下积极开展

对北美留学生的统战和宣传工作。到 20世纪 40年
代末期，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和中国局党员已经进

入北美最大的中国留学生组织“北美基督教中国学

生会”的核心领导层。1949年周恩来指示“中共在

美工作领导小组”的中心任务是“动员在美知识分子

特别是高级科技专家回来建设社会主义祖国”。

1949年 6月 18日，“中共在美工作领导小组”的外围

组织全美性的“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简称“留

美科协”)在匹兹堡正式成立，其宗旨为联络各地留

美中国科学工作者(主要是留学生)，争取更多留学生

回国建设新中国。留美科协成立后，采用各种丰富

多彩的活动，如举办学术讨论会、时事学习会和生活

联谊会等广泛团结留美学生和科技工作者，号召他

们积极回国参与新中国建设。此外，还出版《留美学

生通讯》《留美科协通讯》等油印刊物，开辟“祖国来

鸿”“祖国大小事”等专栏，大量介绍解放区和新中国

欣欣向荣的景象以及回国知识分子学有所用、用有

所成的情况。在“中共在美工作领导小组”和“留美

科协”的积极努力下，许多原来摇摆不定的旅美知识

分子渐渐卸下思想包袱，纷纷选择回国参加新中国

建设，进而出现了 1948-1957年间的留学生第一次

回国高潮。

余论

20世纪50年代初，随着朝鲜战争爆发和美国麦

卡锡主义的盛行，“中共在美工作领导小组”的处境

越发艰难。1952年《华侨日报》因态度鲜明地支持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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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汇款回祖国支持新中国，被控违反《对敌贸易法》，

被纽约南区大陪审团以53项罪名控告；其负责人梅

参天也在1954年被判有罪，入狱服刑一年。在东西

方全面冷战、美国国内“恐共”与“反共”情绪高涨的

背景下，“中共在美工作领导小组”被迫解散，完成了

自己的历史使命。其成员也大多奉命回国，参加新

中国的建设，在外交和宣传战线上继续发挥作用。

由于美国共产党中国局长期孤悬海外，加之战时交

通通信困难和保密工作需要，其与中共中央一度缺

少公开和直接的联系，这使得其组织情况、历史变迁

和对中国革命的特殊贡献鲜为世人所知。在中共中

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等部门

联合编写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这一目前最全

面、最权威的党的组织史著述中，对美共中国局也并

无记载，这不能不说是党史研究的一大缺憾。他们

在特殊时空环境下对中华民族和中国革命所做的重

大贡献，理应得到还原和尊重。本文只是在这方面

做了一个初步尝试，期待有更多学者能关注美国共

产党中国局的历史及其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

贡献。站在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的历史节点，回望

和研究这段历史，更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中国共产

党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的不

屈奋斗精神。

初稿完成后承蒙刘涛、龙伟、邓绍根、孙会修、操

瑞青等师友惠赐修改意见，匿名评审专家也提供了

极为专业的修改意见，谨此致谢。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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