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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四”时期的唯物史观传播热潮，是中国人民谋求彻底解放的救国道路的起
点。对此，毛泽东有过一段非常精辟的论断：“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
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
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一这就是
结论。”[1](p1471)具体来讲，它具有三个显著的时代特点： 
    (一)力求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本理论进行系统介绍和全面理解 
    对于中国的先进分子来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完整的科学的世界观，是他们观
察国家命运的武器。尽管当时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了解还不深入，但先驱者们“确实
一开始就曾对这个学说的各个组成部分及其相互关联进行过全面的研究，并且获得
了基本正确的理解”[2]。这一时期，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阶
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进行过全面论述的文章很多，其中李大钊的《我的马克
思主义观》(1919年5月)、杨匏安的《马克思主义(一称科学的社会主义)》(1919年
11月至12月)和陈独秀的《马克思学说》(1922年7月)可为代表。李大钊称马克思的
学说是“为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3](p175)，并撰长文全面介绍，刊登在《新青
年》“马克思研究”专号上，影响最大。李大钊指出，唯有马克思才使得社会主义
从空想发展到科学。其学说有三大部分：历史观，即社会组织进化论；经济论，即
资本主义的经济论；政策论，即社会主义运动论。这三部分紧密关联，构成一个有
机而系统的整体。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
来”[3](p177)。李大钊这样表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生产力与社会组织有密
切的关系。生产力一有变动，社会组织必须随着他变动。……手臼产出封建诸侯的
社会，蒸汽制粉机产出产业的资本家的社会。生产力在那里发展的社会组织，当初
虽然助长生产力的发展，后来发展的力量到那社会组织不能适应的程度，那社会组
织不但不能助他，反倒束缚他妨碍他了。而这生产力虽在那束缚他、妨碍他的社会
组织中，仍是向前发展不已。发展的力量愈大，与那不能适应他的社会组织间的冲
突愈迫，结局这旧社会组织非至崩坏不可。这就是社会革命。”[3](p186)这是李大
钊根据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第一次在中国对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作了
比较确切的介绍。他也指出，马克思的学说也可能有偏蔽或疏漏，但不能以此为由
“推翻马氏唯物史观的全体”[3](P193)。可贵的是，他还强调：“一个学说的成
立，与其时代环境有莫大的关系”，“我们批评或采用一个人的学说，不要忘了他
的时代环境和我们的时代环境就是了”[3](p194、195)。 
    (二)主张运用马克思主义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并且同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
相结合，以“求得中国问题的根本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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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大钊反对简单套用马克思的理论，这是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论观察
中国政治状况所得出的主要结论。他认为，根据唯物史观的原理，“经济问题的解
决，是根本的解决”，所以必须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理论与阶级斗争理论结合起
来，依靠工农大众的实际斗争，要改造中国社会，“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
一气不可”[3](p146)。1922年，陈独秀发表了《马克思的两大精神》一文，指出
“以马克思实际研究的精神研究社会上多种情形，最重要的是现社会的政治及经济
状况”，同时应当“发挥马克思实际活动的精神”，“实际去活动，干社会的革
命”[4]。蔡和森则运用唯物史观原理分析了中国社会，指出中国不过是各帝国主义
的“经济的或政治的殖民地”[5](p58)。1926年，蔡和森更是明确指出，“马克思
列宁主义对世界各国共产党是一致的，但当应用到各国去，应用到实际上去才行
的”，所以，“党的革命理论是要用经过长期问的各种争斗才能形成的”[6]。这
些，实际上已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应当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一正确思
想路线的初步表述。 
    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是行动的指南，必须与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
来——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也是它具有伟大生命力之所在。先驱者们当时就
已经“把这个理论作为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革命的科学，而不是作为凝固的、
僵死的、万古不变的宗教教条来看待”[2]。他们为着拯救人民大众于水深火热之中
而学习和应用这一革命学说，逐渐形成了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
结合的正确方向。1922年7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科学解剖了中
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提出了“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和“推翻国际帝
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的革命任务，为此，要建立起“无产阶级
的革命势力和民主主义的革命势力合同动作”的联合战线。这一中国革命任务和策
略的制定，标志着先驱者们寻求中国问题根本解决的思考终于结出了硕果。此后，
在中国革命的历程中，“以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正确路
线终于经受住了考验并不断发展，形成了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一系列正确的方针与
政策，并最终取得了反帝反封建的彻底胜利。 
    (三)开始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创建工作 

中国传统史学历来高度重视修史、治史与学史，并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帮助人
们认识社会情状以及认识未来前途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理论家和革命家，李大
钊基于对中国文化传统和史学作用的深刻了解，十分注意将系统地宣传马克思主义
同史学工作结合起来，以阐明唯物史观对于根本改造旧史和开辟历史科学的重大意
义。1920年，他开设了《史学思想史》课程，其讲授的主要内容有《史观》、《今
与古》、《鲍丹的历史思想》、《韦柯及其历史思想》、《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理
恺尔的历史哲学》和《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等，有的文章还公开发表在
《新青年》等刊物上。在这些文章里，李大钊指出了史料和历史的区别，他说：
“吾兹之所谓历史”，“不是僵石，不是枯骨，不是故纸，不是陈编，乃是亘过
去、现在、未来、永世生存的人类全生命”[3](p287)。他批评道：“从来的历史家
欲单从上层上说明社会的变革即历史，而不顾基础，那样的方法不能真正理解历
史。上层的变革，全靠经济基础的变动，故历史非从经济关系上说明不可。”[3]
(p293)他还强调了进步历史观的指导地位，即“历史观的更新，恰如更上一层，以
观环列的光景，所造愈高，所观愈广”[3](p290)。由此可见，李大钊在当时即已具
有了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改造旧史的思想。可以说，他的批评深深击中了旧史学的要
害。其后，李大钊在讲授《史学要论》课程的基础上，于1924年出版了《史学要
论》一书，这是中国首部系统阐述历史唯物主义并将之与历史研究的具体问题相结
合的著作。在书中，李大钊树立了应当把客观存在的历史与人们对历史的记载分开
的观点，这对于当时把历史文献看作历史本身的旧史界来讲，是一个深刻批判。同
时高度评价了史学对于思想教育的重要意义，强调史学的重要作用在于指示社会前
进的正确道路，凭借史学，人们“才能拾级而升”，“上临绝顶，登楼四望，无限
的将来的远景，不尽的人生的大观，才能比较的眺望清楚。在这种光景中，可以认
识出来人生前进的大路。我们登这过去的崇楼登的愈高，愈能把未来人生的光景及
其道路，认识的愈清”[7](p57)。诚如白寿彝所评价的：“李大钊同志对于史学的
崇高的期望，使我们今天读着他的遗著，还觉汗颜。《史学要论》是一本不到四万
字的小册子，但这是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开辟道路的重要著作。这本小册子凝结着一
个革命家、一个无产阶级理论家对人类前途的真挚的希望。对于在中国传播马克思
主义史学理论来说，李大钊不愧是第一个开辟道路的人。”[8](p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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