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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势骤发的五四学生运动

作者：罗志田，四川大学历史系、北京大学历史系。

摘要：五四学生运动是一个蓄势待发而被瞬间点燃的运动，其所蓄之势是多方面的，且有远因有近因，有理性的也有感

性的。最直接的近因就是民初尝试共和期间种种希望和失望的轮回更替，使不少学生处于一种山雨欲来的态势，而以新思潮

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则推促了青年的失意和烦恼。这些蓄积虽非一日之功，最后的“引爆”仍是突然的。而此后新的政党组

织和运作方式等新因素的进入，使学生运动是否“有组织”成为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原本有社会基础的“自在”组织模式逐

渐被有“主义”有领导的“自为”组织标准所取代，使学生运动的本事在历史叙述中变得模糊，也使五四运动的偶然与不偶

然成为需要斟酌的问题。

一、蓄势骤发的运动

“五四”不论广义狭义，其发生与民初尝试共和期间的希望与失望是分不开的。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民初“各方面的失

望”其实源于“民国不如前清”的认知，这当然是政治上的失望，却更多在“意”不在“治”（章士钊语，详后），指向非

政治的方向。这样一种大失望的意态，正是“酿成”五四运动的重要因素。

因为“新”的希望而对旧社会的旧生活不满，暗示出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这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也揭示出青年不满情绪

的累积与同时期思想文化上的努力有着密切的关联。

促成学生运动的原因，颇含外来成分。外交问题固是近因，“世界大势”也是远因之一。前者更多是负面的，后者却以

正面为主。

“五四”尽管事出有因，却也有其远近先后。认识到从蓄势到骤发的转变，是理解运动何以发生的一个要素。其所蓄之

势当然与一系列的“内忧外患”相关，但内则失望与希望不断轮回，蕴涵着大量的感性积累；外则帝国主义侵略与西方思想

资源交替而来，正负兼具。因此，最后的“引爆”仍给人以突如其来之感，过少呼应了运动是偶然发生的说法。而此前青年

的苦闷更多是情绪上的酝酿，尚未及活动步骤的安排，故在时人和后人眼中，运动又呈现出“无组织、无计划”的特色。

二、组织的有无与程度：认识学生运动的一个侧面

“组织”是清末以来中国人看得很重的关键词，通常被认为是西方长而中国短的标志，正如学问之有无“系统”。学生

之所以显得有组织，是和更无组织的他界比较而言，新式学校本身已是一个更“有组织”的机制。学校设置的区域性，中小

学以年龄和程度分班，以及大学以专业分门别类等，都使学生自然处于一种比从前更有组织的系统之中，这应是学生运动在

组织方面可以相对成功的一个现代基础。同理也适用于与其他各界的对比。

然而若比较的对象有变，结论便也不同。实际上，何谓“有组织”，与观察者的生活经历直接相关。“一战”后是一个

西方运动方式也在变革的时代，新俄的政党组织和运作模式对西人言也是个创新，传入中国后就刷新了不少当事人对“组

织”的认识，也改变了他们对五四学生运动的看法。在“自为的”政党组织能力参照下，学校那种“自在的”组织方式尽管

有其社会基础，仍然太过散漫，正如学校机制优于前清教育体系。“五四”后直接受到苏俄新组织模式影响的国共两党，在

合作期间曾共同“组织”过五卅运动，以及其他的运动。所以他们后来便一再强调五四运动有着“无计划、无组织”的特

色，视之为一种负面现象。这当然反映出运动本身的事实，却也基于一种知晓了什么是“有计划、有组织”的经验之谈。

在近代中国，今人所说的“运动”本身也是外来的新生事物。而运动需要先有设计以示章法的见解虽更为后起，也有其

外来渊源。从五卅到北伐，学生运动已可见越来越多的政党介入和“指导”，远非此前那么“单纯”。到广义“五四”的下

限即北伐以后，继起的学生运动，基本上都是“有组织，有计划”的，很难见到以前那种“自动”发生的学生运动了。

三、余论

简言之，如果说五四学生运动是一个蓄势待发的运动，它就不应是偶然的；但这个运动又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一触即

发”，确实带有太多的偶然成分。合两者而共论，“五四”的偶然与不偶然，需要与此前已在进行的新文化运动合并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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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 五四运动与浙江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

下一篇： 青岛与五四运动的互动关系

换言之，只有把狭义的“五四”置于广义的“五四”之中，才能真正体会到那个学生运动的意义，进而认识到学生运动的历

史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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