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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中国社会“沉沦”到谷底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黑暗与光明（下）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巴黎和会的裁决，使亿万中国人深感屈辱。由此造成的思想冲击，使中国广大进步知识分子第一次不约而同地开始思索：中国的出路在

哪里？ 

    1911年的辛亥革命，曾经给人们带了极大的兴奋，两千多年来被当作神圣不可侵犯的君主制被推翻了，“君权神授”的神话不复存在

了。《临时约法》公开宣告：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但是，随之而来的宋教仁被杀、洪宪帝制和张勋复辟、丧权辱国的“二十一

条”和中日密约，军阀的卖国、专制、阴谋与战争，一切的一切都表明，所谓民国充其量只是一块有名无实的空招牌，国家、民族，乃至

人民的命运，不过是少数军阀政客用来满足个人私欲的法码和玩物。对巴黎和会从希望转为失望，终于使大批进步知识分子醒悟道：“现

在还是强盗世界！现在还是公理不敌强权时代！”“若不能自谋、自助而欲望诸人，则终归于空想而已”。一部分人则掀起了尊孔读经的

逆流。 

    面对这种黑暗的现状，一批年轻激进的知识分子在怀疑和思索中成长起来，开始用他们特有的武器向封建专制主义进行战斗了。 

    还在1915年，陈独秀就创办了一个叫《青年》的杂志。他随后被主张“兼容并包”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聘为文科学长，《青年》也改

名为《新青年》。从此就掀起了一场被后人称之为新文化运动的思想解放运动。北京大学和《新青年》杂志是发动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

地。以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和吴虞为代表的一批年轻的知识分子，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勇敢地向一切封建落后的顽固思想

宣战，极大地推动了国人思想的启蒙与解放。 

    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内容有三个，一是提倡民主与科学，二是反对封建礼教，三是倡导文学革命。但新文化运动的基本活动，实际上都有

着鲜明的政治目的。他们明确认为，中国政治之腐败与黑暗，根本上就在于国民没有觉悟，因此没有参与政治的愿望和能力。要有真共

和，就必须彻底解放思想，打破一切束缚思想的条条框框，就要以民主和科学为准绳，进而将党派政治变为国民政治。新文化运动的发动

者们把斗争的锋芒集中指向封建主义的正统思想，他们以进化论观点和个性解放思想，猛烈抨击以孔子为代表的“往圣前贤”，提倡新道

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追求个性解放，提倡民主，反对独裁，提倡科学，反对盲从迷信，以建设西洋式地新国家、

新社会，这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反对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动摇了封建统治思想的正统地位，在中国社会上掀起了一股思想解放的浪

潮，在近代中国历史上起到了非常进步的作用。 

    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而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了两股强劲的思想潮流，一股是民主主义的思想潮流，一股是社会

主义的思想潮流。前者随着战争中德、奥、俄这三个专制帝国的垮台而日益高涨；后者则伴随着俄国布尔什维克领导的1917年十月革命的

胜利，和欧美、日本等资产阶级国家内工人运动以及社会革命运动的勃发，而澎湃于欧亚大陆。新文化运动明显地受到了这两大思想潮流

的推动和冲击。 

    1918年7月，眼见世界大战将要结束，受威尔逊的影响，李大钊公开欢呼它是民主主义的胜利，称今日所见都是民主主义的旗。但仅仅

四个月后，当大战结束之际，他已明显地受到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感觉到仅仅强调民主主义的胜利已经不够了。他宣布说，这次战

争的胜利，固然是民主主义的胜利，但更是劳工主义的战胜，是社会主义的胜利，即是布尔什维克的胜利。社会主义将成为二十世纪的新

潮流，“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五四运动以后，从救国的愿望出发，人们已经更多地在注意俄国革命了。俄国革命发生在1917年，先是推翻了沙皇统治，创立了民主制

度，接着布尔什维克又领导工人、士兵通过十月革命，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新政权建立初期，中国舆论界始终抱着一种怀疑的态

度。因为苏俄政权很快就遭到了英、法、日等十四国的武装干涉，形势极其危险。但是，布尔什维克靠着国内的工人、农民，竟然顽强地

坚持了下来，并且把它的统治范围迅速伸展到了临近中国东北边界的远东地区。这种情况给了中国广大进步知识分子以极大的触动与启

示。为什么中国人请求帝国主义列强施恩，却仍旧得到屈辱的裁决，而一个新生的俄国革命政权竟能够挫败不可一世的帝国主义的武装干

涉？亿万中国人因此不能不重视作为俄国革命指导思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了。 

    李大钊是第一个在中国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人。他在1919年5月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尽管大量介绍的是日本社会主义

者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明显地是持基本肯定的态度。他详细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三个组成部分，即唯物史

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并且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称“阶级竞争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

来”。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发表在李大钊主编的一期《新青年》杂志上，李大钊编排了一组介绍和讨论马克思主义学说及生平的文章，特意

取名为“马克思研究专号”，以推动中国思想界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 

    陈独秀和李大钊等人，在五四运动之前就已经开始意识到社会主义新思想传播的紧迫性，因而特意创办了《每周评论》。自1919年2月

以后，《每周评论》以大量篇幅介绍了当时风起云涌的欧洲革命浪潮和各国的工人运动，他们甚至在4月6日的一期上，还专门选登了马克

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第二章“无产者共产党人”中的一段译文，介绍了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他们并且特别为此加了编

者按，称：“这个宣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先最重大的意见，……其要旨在主张阶级战争中，要求各地劳工的联合，是表示新时代的文

书。” 

    五四运动之后介绍传播革命的社会主义迅速成为一种潮流。当时许多报刊都陆续刊登了大量介绍俄国革命和革命社会主义的文章及通

讯。除了《新青年》、《每周评论》以外，比较著名的还有国民社出版的《国民》杂志、《晨报》副刊以及《建设》、《星期评论》等。 

    《国民》杂志是由一些激进的青年学生创办的。当时其他报刊翻译《共产党宣言》大部分还都是片断章节，而他们则整整译载了第一

章。同时，他们在介绍俄国布尔什维克方面也不遗余力，组织了不少文章。 

    《晨报》本是研究系梁启超一派人的机关报。五四运动前后显然也受到欧美社会主义思潮的强烈影响，一度热衷于译介有关马克思主义

和俄国革命的著作文章。它当时特别辟出版面刊出了“马克思研究”专栏和“俄罗斯研究”专栏，不仅介绍马克思、列宁的生平，而且花

大量篇幅译介了若干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如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第三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以及考茨基的《马克思

的经济学说》，和日本社会主义者河上肇的《马克思唯物史观》等。同样，研究系在上海举办的《时事新报》副刊，和《改造》杂志，也

译介了不少有关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文章。 

    同样受到社会主义思潮冲击和影响的还有在孙中山和国民党支持与指导下的《民国日报 》副刊、《建设》与《星期评论》等。《民国

日报》副刊《觉悟》在译介马克思主义著作方面所做的工作相当多。它在一段时间里译介了不少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著，包括马克思、恩

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列宁的《战争与和平》、《论粮食税》、《帝国主义》、《帝国主

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以及考茨基的《伦理与唯物史观》、布哈林的《无政府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等。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推动了以陈独秀和李大钊为代表的一代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产生。他们在政治上是既不属于孙

中山国民党，也不属于梁启超改良派的一部分具有独立政治见解的新兴力量。他们明显地倾向于社会主义的改造方法，尤其看重平民及其

劳动阶级的历史作用。他们对俄国革命的同情和对马克思主义的重视，促使他们开始自发地组织各种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俄罗斯研究会，

甚至开始探讨在中国组织类似俄国布尔什维克那样的组织。 

    1920年4月，俄国共产党远东局选派维经斯基等一行人来到中国。他们先在北京经过俄籍教员柏烈伟结识了李大钊等人。然后又通过李

大钊的介绍，前往上海结识了当时已在上海的陈独秀，并通过陈与上海等地的中国许多倾向于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与交

谈。通过座谈，维经斯基向与会者系统地灌输了关于列宁主义的一些基本知识，说明了俄国革命成功的原因及其成功的方法，从而引起了

人们的极大兴趣。与此同时，他乘机鼓励中国的社会主义者联合起来，并且成功地帮助陈独秀在1920年7月组织起了一个“社会主义者同

盟”。作为“社会主义者同盟”的执行机构，他们分别在上海、北京、武汉、广州等地建立了革命局。而这些革命局，随后迅速转变成了

我们后来所说的共产主义小组。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建立起来的。 

    共产主义小组形成之后，很快就在各地创办了一些直接向工人进行社会主义启蒙教育的刊物，如《劳动界》、《劳动音》、《劳动者》

和《劳动运动》等，并且在上海设立了专门从事社会主义书刊印刷的又新印刷所。正是这个印刷所，于1920年8月承印出版了中国第一部

《共产党宣言》的全译本。1920年11月，在维经斯基的帮助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更进一步创办了自己的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旗

帜鲜明地宣传无产阶级革命和共产主义的主张。上海还特别起草了一个《中国共产党宣言》，明确主张要像俄国十月革命那样，用强力打

倒资本家的国家，铲除现在的资本制度，从资本家手里获得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一个没有经济剥削、没有政治压迫、没有阶级

的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运动由此开始在中国有了自己的一块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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