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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云人物

核心提示

鲜为人知的中共一大参加者：尼克尔斯基

在中共一大的 15 位参加者中，有两位外国人。 他们分别是俄国人、共产国际使者尼克尔斯

基和荷兰人、曾担任过列宁工作秘书由列宁推荐来华的共产国际正式代表马林。 对于今天的中

国读者而言，尼克尔斯基是一位几乎不为人所知的神秘人物。 直到今天，我们对他的情况仍知

之甚少，连中共“一大”纪念馆都没有他的照片。

■

尼克尔斯基是共产国际远东局派来的代表

由于尼克尔斯基只会俄语，仅懂一点儿英语，

与中国代表交流很困难， 这样就不可避免地造成

了尼克尔斯基这个共产国际主要代表无法直接指

导一大，而精通英语的马林却可以与李达、李汉俊

自由交谈，尼克尔斯基只能是在一旁静静地听着。

在中共一大上，马林一直是用英语讲话的，他的嗓

门很高，声如洪钟，经常是滔滔不绝。 一位外国学

者这样描写马林：“马林与他的带有某种乡土气、

比较随和的前任维经斯基相比，后者谦逊、赢得人

心，马林则盛气凌人、指手划脚、固执己见。具有西

方人咄咄逼人的性格。”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写

道：“马林是这样一个人：‘这个洋鬼子很骄傲，很

难说话，作风与威金斯基（即维经斯基）迥然不同

……’”而年轻的尼克尔斯基由于语言障碍，所以

在一大上很少发言。

尽管如此， 我们还是可以了解到一些他在一

大上的发言情况。 在张国焘、马林发言之后，尼克

尔斯基向大会宣布了共产国际远东局成立的情况

和赤色职工国际即将成立的消息， 并介绍了俄国

革命后的情况。最后，尼克尔斯基建议将这次大会

的情况向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处拍电报， 告知大

会的进程。 根据尼克尔斯基的建议，大会“决定打

电报给伊尔库茨克，告诉他们代表大会的进程”。

中共一大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说：“我们在

这里非常高兴地说：希夫廖特同志（即马林）和尼

柯尔斯基（即尼克尔斯基）同志出席了第一次代表

大会， 并给我们作了宝贵的指示……尼柯尔斯基

同志把成立远东局的情况告诉了我们， 并向我们

述说了他对俄国的印象。 根据尼柯尔斯基同志的

建议，我们决定打电报给伊尔库茨克，告诉你们代

表大会的进程。 ”

关于尼克尔斯基个人更详尽的信息， 是根据

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档案中

发现的一些新资料才搞清楚的。 1989 年，卡尔图

诺娃在苏联《远东问题》杂志上公开发表了《尼克

尔斯基：一个被遗忘的参加过中共一大的人》。 此

后，尼克尔斯基的身世才被搞清楚了。

根据卡尔图诺娃博士的研究成果， 对于尼克

尔斯基的个人信息，我们可以知道以下情况：尼克

尔斯基，原名涅伊曼·尼克尔斯基·弗拉基米尔·阿

勃拉莫维奇，即贝尔格·维克多·亚历山大罗维奇，

生于 1898 年， 卒于 1943 年。 1921 年加入俄共

（布）， 曾在远东赤塔商学院读完三年级的大学课

程。 1919 年

～

1920 年在远东共和国人民革命军中

服役。 1921 年转入共产国际机关行政处工作，当

时取名瓦西里或瓦西里耶夫。 1921 年

～

1925 年在

中国东北工作。 1926 年从哈巴罗夫斯克转到赤

塔。 1938 年，因托派嫌疑而被捕入狱，1943 年被错

杀，终年 45 岁，后被平反。

这就是目前我们所了解的尼克尔斯基的基本

概况。对于这位中共一大的重要参与者，我们所知

道的只有这么多，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毛泽东 1942 年曾经说过：“中国共产党是在

列宁的号召下组织起来的， 是共产国际派人来帮

助组织的， 在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就有国际代

表到会。”作为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和赤色职工国

际的代表尼克尔斯基和马林一起来中国开展革命

活动，有力地加速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进程，促进

了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

（据《党史纵览》）

尼克尔斯基是接替维经斯基（又译维辛斯基， 中文名字吴廷

康）的工作而来到中国的。 1920 年 3 月 ，经共产国际批准 ，俄共

（布） 远东局海参崴支部领导人威廉斯基·西比利亚可夫派遣以维

经斯基为首的俄共（布）小组来华。 维经斯基由此成为共产国际派

到中国的第一位使者。 维经斯基认为， 应当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

织。 维经斯基在华期间，约见了“南陈（独秀）北李（大钊）”，直接帮

助成立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 和陈独秀一道帮助已解散的广东共

产主义小组实现重建。 1921 年 1 月，维经斯基回国，随后被共产国

际任命为在伊尔库茨克成立的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处书记， 负责

与中国、蒙古、日本、朝鲜等国的革命者联系，指导开展革命运动。

维经斯基回国后，他的任务由尼克尔斯基接任。尼克尔斯基来

华的使命，是和马林一道帮助成立中国共产党。 1921 年 6 月 3 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马林到达上海。与此同时，共产国际远东

局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也到达上海。

中共一大代表李达、张国焘、董必武、刘仁静等都在回忆中提

到了尼克尔斯基，证实他是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处派来的代表。

荷兰学者弗·梯歇尔曼在《马林政治传记》中写道：“1921 年他

（指马林）与在上海的合作者俄国人尼可尔斯基一同被任命为伊尔

库茨克的书记处成员，这个书记处是共产国际为中国、日本和朝鲜

设立的东方局”。 苏联学者 K·B·舍维廖夫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史》

一文中也写道：“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代表马林和远东书记处的全权

代表尼克尔斯基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会议。 ”

后来， 马林在给共产国际执行局的报告中写道：“据莫斯科给

我的通知，1920 年 8 月到 1921 年 3 月间， 已在伊尔库次克建立远

东书记处。 这个书记处负责在日本、朝鲜和中国进行宣传工作。 维

经斯基曾在上海工作过。 1921 年 6 月书记处又派出尼克尔斯基接

替其工作。 当我同期到达那里时，便立即取得了同该同志的联系。

在那里他与我一直共同工作到 1921 年 12 月。 ”

马林、尼克尔斯基与李达、李汉俊取得了联系，通过交谈了解

到中国共产党筹建的情况后，建议“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

党的成立”。随后，李达即开始发信给各地共产主义小组，要求他们

各派代表两人到上海开会。

1921 年 7 月 23 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 3

号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会上，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先后讲了

话。马林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共

产国际增加了一个东方战友，他希望中国同志努力工作，接受共产

国际的指导，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作出自己的贡献。尼克尔斯

基则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表示祝贺， 并介绍了俄国十月革命后的

形势以及赤色职工国际和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情况。

参加中共一大时，尼克尔斯基年仅 23 岁。 与他同岁的一大代

表有济南小组的王尽美， 比他年龄小的也只有北京小组的刘仁静

（19 岁）和济南小组的邓恩铭（20 岁），其余的代表年龄都比他大。

但长期以来，尼克尔斯基却是谜一般的人物。 在 20 世纪 80 年代之

前，世人包括中国、前苏联及其他国家的学者对这位参加了中共一

大的俄国人研究甚少， 各种书刊也是语焉不详。 尼克尔斯基的由

来、身份、去向，始终是含糊不清的。

尼克尔斯基作为中共一大这样重大历史事件的参与者， 中国

学者尤其想知道他的庐山真面目。 直到 1986 年，在荷兰发现了极

为珍贵的“斯内夫特档案”（斯内夫特是马林的原名）后，人们才搞

清楚了尼克尔斯基的身份。 马林在手稿中写道：

“1921 年 6 月，[共产国际远东 ]书记处派尼克尔斯基到上海工

作，我也同时到达那里。 ”

“和尼克尔斯基同在上海期间，我只局限于帮助他执行 [共产

国际远东 ]书记处交给他的任务，我从来不独立工作，以避免发生

组织上的混乱。 ”

“尼克尔斯基同志从伊尔库茨克接到指令说，党的会议必须有

他参加。 中国同志不同意这样做，他们不愿有这种监护关系。 ”

从马林的手稿中我们知道， 尼克尔斯基是由共产国际远东局

书记处直接派来的，马林则是其助手。 马林颇受列宁器重，身份是

共产国际执委，而且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派来的，又是列宁亲自

推荐来华的， 但是为什么却成为只有 23 岁的尼克尔斯基的助手，

其中原因我们不得而知，有待史学家们进一步考证。

但为什么一些中共一大参与者在回忆时都认为尼克尔斯基是

马林的助手呢？ 原因其实并不复杂。 1921 年中共一大召开时，马林

已经 38 岁了，且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年龄较尼克尔斯基

大得多。这给人造成一种误解，似乎年轻的尼克尔斯基是马林的助

手。其次，马林精通英语、德语，略通俄语。在中共一大代表中，李达

和李汉俊都操一口流利的英语，李汉俊还精通德语。李达此时为上

海共产主义小组代理书记，而中共一大又在上海召开，二李作为东

道主， 担负着为会议提供场地后勤的任务， 与马林的接触自然多

些。另外，李达和李汉俊还担负着代表当时在广东的陈独秀向共产

国际代表报告工作的使命。在中共一大上，上海小组实际上承担着

中共发起组的责任。

■

尼克尔斯基还是赤色职工国际的代表

除了是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处派来的代表外，尼克尔斯

基同时还是赤色职工国际派到中国的代表。 出席一大会议的

包惠僧，曾数次提到尼克尔斯基是赤色职工国际的代表。 他

在 《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前后的回忆》 一文中说：

“1921 年 6 月间，第三国际派马林为代表，赤色职工国际派李

克诺斯基（尼克尔斯基）为代表，先到北京。 ”

后来，包惠僧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的见闻》一文中

说：“……第一天的会，各地代表及马林和李克诺斯基都出席

了，主席是张国焘。 第一项议程就是马林的报告。 ……接着李

克诺斯基报告赤色职工国际的工作与任务。 ”一大代表刘仁

静在《回忆党的“一大”》中也说：“当时，共产国际派了两个代

表出席了‘一大’，一个是马林，荷兰人，……另一个是尼克尔

斯基，是俄国人，搞职工运动的……”

原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的女研究员卡尔图诺娃博士

也说：“从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

保存的资料和文件中也已发现委托尼克尔斯基到中国去的

任务，他应当同马林一起帮助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筹备并召开

中共‘一大’会议。 他还承担着赤色职工国际主席委托给他的

义务，更确切地说，就是承担着机关设在赤塔的赤色职工国

际理事会委托给他的义务。 ”

从以上史料我们可以看出，尼克尔斯基不仅是共产国际

远东书记处派来中国的代表， 而且还是赤色职工国际的代

表，他同时肩负着两项使命。 不仅如此，中共一大结束后，尼

克尔斯基仍在继续为赤色职工国际做工作，他积极参与组织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就是一例。

1958 年 8 月 14 日， 包惠僧回忆说：“约在 8 月初组织工

作方面召集我们开会， 张国焘传达马林和李克诺斯基的意

见：要设立一个领导工人运动的专管机构，定名为中国劳动

组合书记部 ， 并拟定了一个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纲要

……”

接着， 尼克尔斯基还参与了派遣一批代表出席 1922 年

1 月召开的莫斯科会议的工作。 曾被尼克尔斯基派到莫斯科

开会的张国焘在 《我的回忆》 中说：“当我向他 （尼克尔斯

基） 说， 我已做好了充分准备，可以马上动身时，他就从自

己的写字台的抽屉里取出一张某个商行的公文表格， 表面

看，这张纸很平常。 让我看过后，他说：‘这张表就是您的身份

证，上面被大头针压有印痕，这是暗号。 ’他向我详细地讲述

了如何秘密地把这张卡片交给安排好的满洲里的一个理发

馆的老板，这个人把我送过边境。 ”由于有了尼克尔斯基给的

这个证件，张国焘才顺利抵达伊尔库茨克，然后到莫斯科出

席会议。

张国焘回忆，尼克尔斯基是一位“言简意赅，相貌一般的

人……应该说，他是一位有才能，办事认真，有丰富经验的工

作人员”。

■

尼克尔斯基在中共一大上的表现

▲

尼克尔斯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