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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陈独秀十分关注青年的成长，对青年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使命及地位和作用、立 

志、修养和教育培养等，作了大量精辟的论述。在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认为塑造全新的青 

年是中国革命事业取得成功的保证，因而他对广大青年艰苦卓绝地进行政治观、人生观、道德 

观、爱国主义、艰苦奋斗、增体质强意识等方面的教育。他通过多种教育方法，达到了良好的说 

理教育效果，使20世纪初中国许多追求进步的青年崇拜他、追随他，投身中国革命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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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是从少年走 向成 年，承前启后 、继往 开来 

的群体；是 民族的未来和国家的希望。陈独秀先 

生以政治家的头脑 和革命家 的眼光 ，十分 关注青 

年的成长 ，对 青 年在 社会 历 史发 展 中 的地 位 、作 

用 ，立志 、修养 和教育 培养等 ，都作 了大量 精辟 的 

论述。五 四时期 ，陈独秀 的革命 活动主要是 对青 

年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引导和发动青年 ，为他们指 

明了为民族解放 和社会 进步 而战斗 的政治方 向 ， 

推动中国革命 的进 程。毛 泽东 曾赞誉 陈 独 秀是 

“思想界 的明星”、“五 四运动 的总 司令 ”，主要指 陈 

独秀对知识青年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思想政治教育 

工作 。陈独秀对青年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的深刻 

认识及其实践 ，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 面： 
一

、塑造全 新的青 年是 中国革命 事业取得 成 

功的保证 

近代 中国沦 为半 殖 民地 半封建 国家 ，反帝 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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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救亡 图存是 陈独 秀思想发展 的出发点 。20世 

纪初，陈独秀开始投身救亡图存的革命活动，如发 

动拒俄运动 、举办安 庆爱 国演说会 、主办 《安徽 俗 

话报》、创 立岳王会 等。然而 ，偌大 中 国仅仅 靠为 

数不多的先进知识分子 的努力 ，是远远不够 的，要 

挽救 中国 ，必须寻找和争取一股可靠 的革命力量 。 

那么 ，当时的中国社会 ，什么样 的力量才能承担起 

如此重任呢?陈独秀为此不停地思索着。在陈独 

秀看来，“偌大的中国，只有少数青年学生是醒觉 

的”，“在 社会 上 奔走 呼号 的 ，不过 是少 数 青年 学 

生”，“真正醒觉挺 身出来努力 于社会 全般改造 的 

只有少数青年”⋯(嗍)，青年们的责任十分重大。 

他坚信 ：青年是 中国革命 的一支生力军 ，中国革命 

离不开青年的奋斗 。 

青年是社会发 展 的希 望和栋 梁 ，为使封建 牢 

笼束缚下 的青年 充分认识 自身之 价值 与地位 ，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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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其醒悟，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说“青年之 

于社会 ，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新陈代谢 ，陈 

腐朽败 者无 时不在天 然淘 汰之途 ，与新鲜 活泼者 

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 。人身遵新陈代谢之 

道则健康 ，陈腐朽败之细胞充 塞人身则人身死 ；社 

会遵新 陈代谢 之道则 隆盛 ，陈腐朽败 之分 子充塞 

社会则社会亡” 附)。青年受传统思想 的影响少 ， 

是新思想新 道德 的载体 ，是进 行社会 变革 最有力 

的生力军 。因而陈独秀“涕泣 陈词”，“惟属望 于新 

鲜活泼之青 年 ”，“奋 其智 能 ，力排 陈 腐朽 败 者 以 

去，视之若仇敌，若洪水猛兽，而不可与之为邻，而 

不为其菌毒所传染也”【 l(P103)。被章士钊盛赞为 

“汝南晨鸡先登坛唤”的陈独秀 ，为了实现“办 十年 

杂志 ，全国思想都 改观”的宏 愿 ，从 日本返 国积极 

筹备 自办杂 志 ，在 “群 益书店 ”愿意 承担 印刷 与发 

行工作的情况下 ，《青年杂志》于 1915年 9月 l5日 

在上海创刊，由第二卷始更名为《新青年》。他创 

办《新青年》的根本 目的乃在于造就这样的“新青 

年”——新型的国民，为从根本上探求拯救 中国道 

路而奋斗。他对这 种“新青 年”提 出六点希 望 ：一 

是 自主的而非奴隶 的；二是进 步的而非保守的 ；三 

是进取 的而非退 隐的；四是世 界的而非锁国的 ；五 

是实利 的 而非 虚文 的；六 是 科学 的 而非 想像 的。 

这六点希望既是陈独秀先生塑造全新 的青年 的 目 

标和要求 ，也是集 中反映陈 独秀x-l青 年思想 政治 

教育工作的新认识。 

二、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的 内容 

陈独秀针对 时局 的发展情 况 ，对 广大青 年进 

行了艰苦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内容深刻，范围广 

泛 。 

1．政治观教育 

在十月革命 之前 ，陈独 秀以资产 阶级 民主主 

义者的姿态 ，领导 了一 场 以民主和科 学为旗 帜的 

伟大的新文化 运动 ，号召广 大青年奋 起全般 改造 

社会 ，建立英美 式资产 阶级共 和 国。早在接 受马 

克思主义之前 ，陈独秀在 1915年 9月《新青年》一 

文中就指 出 ：“国人欲脱 蒙昧 时代 ，羞 为浅化 之 民 

也 ，则 急 起 直追 ，当 以科 学 与人 权并 重 。”(《新 青 

年》第 1卷第 1号 )这里的人权 就是 民主。陈独秀 

认为民主主要有两层意思 ：一是 就个 人而言 ，不仅 

要获得政治 与经济上 的 民主 ，还要 获得人格 独立 

与解放 ；就 一个 国家而 言 ，则要 推 翻君 主专 制 政 

治 ，建立 自由平 等的资 产阶级共 和 国。他心 目中 

理想 的民主政 治就是美 国式 的资产 阶级共 和国。 

他认 为中国要 生存 并跟 上世界历 史 的潮 流 ，就应 

“舍 旧求新 ，由专制政治 ，趋于 自由政 治 ；由官僚政 

治，趋于 自治政治”(《新青年)》第 1卷第 6号)。 

也就是反对个 人官僚 的专 制政 治 ，实现 自由 自治 

的国民政 治 ，即资产 阶级 共和 国。虽 然西方 资产 

阶级共和 国方 案不是解 决 中国问题 的根 本方法 ， 

但 陈独秀在 当时仍不失为一名冲锋在前的 民主斗 

士 ，以许多战斗的篇章，揭露了专制政治的黑暗和 

军 阀统治的腐败 ，宣 传了民主共和思想 ，启蒙 了一 

代青年 ，为即将到来 的五 四运 动和 马克思 主义的 

传播奠定了基础。 

1917年正 当中国新 文-lg运 动兴起 的时候 ，俄 

国爆发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先进的中国 

人终于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决 心“走俄 国人 的路”， 

开始积极学 习和传播 马克思 主义 。李大钊是 中国 

最早 的马克思主义者 和共产 主义者 ，又是 中共 创 

立 时期传播 马克思列 宁主义 的杰 出代 表 ，这 里不 

作详论。而陈独秀在这方面的贡献可 以和李大钊 

并驾齐驱，早在十月革命之前 ，陈独秀就已经接触 

到马克思主义 ，只是 在集 中精 力宣传 马克思 主义 

的时间上比李大钊略 晚一点 ，但 并不 比其他早 期 

马克思主义者晚。早在 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后 ， 

他就一直关注着俄 国并 先后发 表 了《二十世 纪俄 

罗斯的革命 》、《克伦斯基 与列 宁》等文 章 ，明确 表 

达了陈独秀期望俄 国革命成功 的 良好祝愿 。尤其 

是 1920年 9月陈独秀发表 了《论政治》一文 ，标志 

着他实现了向马克思 主义 的转变 。他在文中明确 

表示 了赞成 马克思 主义学说 的态度 ，对马克思 主 

义的剩余价值学说、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社会主 

义必然代 替资 本主 义 的思想 都进 行 了广 泛 的宣 

传。他的宣传注重结合中国实际，通过对剩余价 

值学说的宣 传 ，撕破 了 中国资产 阶级剥 削工 人的 

假面具 ，很有现实意义。与此 同时，他还写了其它 
一 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为了开辟广泛宣传 

马 克思主义的阵地 ，陈独 秀一方面于 1920年 9月 

将 自己早在 1915年创刊的《新青年》这个当时在全 

国影响最大 、威信最高的刊物 ，变成公开地介绍 和 

传播马克思 主义 的园地 ；另一方 面 又亲 自发动 和 

领导了反对 基尔 特社 会 主义 和无 政府 主 义 的论 

战 ，扩大了马克思主义 在 中国特 别是在 广大青年 

中的影响 ，教育 了整整一代青年 ，使一大批青 年人 

放弃各种主义 ，信仰 马克思 主义 ，逐 步成 长为马克 

思主义者 ，为中 国共产 党的成立 准备 了马克思 主 

义 的思想基础和干部条件 。 

2．人生观教育 

陈独秀希图以塑造青年 全新 的人生观和人格 

为起点 ，实现 中国社会 的全面改 造。在 人生态 度 

方面 ，陈独 秀倡 导现实 主义 ，认 为 “现实 世界之 内 

有事功 ，现 实世界之外无 希望 ”，教育青 年们追求 

现世的幸 福。“个人 生 存 的 时候 ，当努 力造 成 幸 

福，享受幸福” 时)。在人生价值方面，陈独秀主 

张青年们奉行个 人 主义 ，“以个 人主义 ，易家族 本 

位主义”【3J(P29)。陈独 秀在主张个人 主义 的同时也 

反对极端 的个人主义 ，认为杨朱 的“拔 一毛以利天 

下吾不为”以及尼采 的“超 人”主张“虽然说 破 了人 

生的真相；但照此极端做出，这组织复杂的文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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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又如何 行得 过去 呢”【 J( ?陈独 秀特别 批判 

了中国旧知 识分子 “做官发 财”的庸俗 人生 观 ，认 

为这是极端个人主义 的表现 ，“人 间种种 至可恐怖 

之罪 恶 多 由 此 造 成。 国将 由 此 灭 ，种 将 由 此 

肖Ⅱ’’[3](p45)。 

既主张个人 主义 ，又反对极 端的个 人主义 ，那 

么怎样才能 达到利 己与利他 的统一 ，从 而实现 自 

己的人生价值呢?陈独 秀认 为 ，从消极方面看 ，人 

们不能“以个 人幸福损 害 国家社会 ”；从 积极方 面 

看 ，人生短暂仅数十寒暑 ，“吾身现实的生存 ，为人 

类永久生命 可贵之一 隙”_3】(m)。应 当在为群体 的 

贡献 中实现人生的价值 ，留下永远不朽的真生命。 

3．爱国主义教育 

陈独秀本 人 就是 一 个坚 定 、真诚 的爱 国者 。 

陈独秀曾尖锐地指出，中国国民无爱国心，没有国 

家观念 ，“爱 国思想在我们普遍 的国民根性 上印象 

十分 浅 薄”[2](P42o)。他 们 “只知 道有 家 ，不 知 道 有 

国”，因此 ，“只知 道保全 身家 ，不肯 尽忠报 国。把 

国家大事 ，都 靠 着 皇帝一 人胡 为 ”，“大 家不 问 国 

事 ”，终于把 国家“弄到灭亡地步”。陈独秀希 望广 

大青年关心政治 、关心 国家 、关心社会 ，发扬 “持续 

的治本的爱国主义 ”l3 J㈣”。他教导广 大青年 ，“欲 

图根本之救亡 ，所需乎 国民性质行为之改善 ，视所 

需乎为国献身之烈 士，其量尤广 ，其 势尤迫。故我 

之爱 国主义不在为国捐躯 ，而在等行 自好之士 ，为 

国家惜名誉 ，为国家弭乱源 ，为国家增实力。我爱 

国诸青年乎 !为国损躯 之烈士 ，固吾人所服膺 ，所 

崇拜 ，会 当其时 ，愿诸君决然 为之 ，无所审顾 ；然此 

种爱 国行为，乃一时的而非持续 的 ，乃治标 的而非 

治本 的。吾之所谓持续 的治本的爱国主义 ：日检 ； 

日廉 ；日洁 ；日诚 ；日信。之 数 德者 ，固老 生 之 常 

谈 ，实救国之要道。人或以为视献身义烈为迂远， 

吾独 以此为持续的治本的真正爱 国之行为”l3 J(P62)。 

由此观之 ，陈独 秀号召广 大青年从 加强 自己的道 

德修养方面着手，树立持续的治本的爱国主义观， 

当以身殉国时为之 ，不必时无须为之 ，单纯 的以身 

殉国的爱 国 主义观 并非 持续 的 治本 的爱 国主义 

观 ，而是一时的治标的爱 国主义观 。 

4．道德观教 育 

为建立共 和政 治 ，陈独 秀在新文 化运 动中还 

对封建旧礼教 、旧道德发起 了挑战和攻击 ，号 召广 

大青年树立适应社会发展需要 的新道德 观。他认 

为“祖宗之所遗 留，圣贤之所垂教 ，政府 之所 提倡 ， 

社会之所崇 尚，皆一 文不值 也”l4 J 川。他指 出要 

获得共和政治必须打碎套在人们身上 的精神枷锁 

和束缚人们思想 的封建道德。针对 1915年到 

1916年在全 国掀起 的“尊孑L复辟”的逆流 ，陈独 秀 

将斗争的 矛头 直 接指 向 了孑L学 。他 以炽 烈 的感 

情 、雄劲的笔锋批判 了孔教 的专 制性 和虚伪性 ，大 

有真理在握 、所 向披靡 的气概 ，他说 ：“对于与此新 

社会 、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孑L教不可不有彻 

底之觉悟 ，勇猛 之决心 。”【 J( ’认为孑L教 已完全不 

适应 当时社会 的需要 。陈独 秀还 特别对被统治 阶 

级视为神圣不可侵犯 的最高道德标准的“三纲 ”进 

行 了无情 的鞭挞 ，他说 ：“儒 者三纲 之说 ，为一切道 

德政治之大原。君为臣纲 ，则 民于君为附属品 ，而 

无独立 自主之人格矣；父为子纲 ，则子 于父为附属 

品 ，而无独立 自主之人 格矣 ；夫为妻 纲 ，则妻 于夫 

为附属品 ，而无独立 自主之 人格矣 。率天 下之男 

女 ，为 臣，为子 ，为妻 ，而不见有独 立 自主之人 者 ， 

三纲之说 为 之也 。缘 此 而 生金 科 玉律 之 道德 名 

词 ，日忠 、日孝 ，日节 ，皆非推 己及 人之主人道 德 ， 

而为以已属人之 奴隶道德 也。人 间百行 ，皆以 自 

我为中心，此而丧失，他何足言?”l2](e172)因而呼吁 

广大青年“其各奋斗以脱离此附属品的地位，恢复 

独立之人格 ”[ (P17-3)。在另一 篇 文章 中，陈独 秀进 

而分析道 ：“三纲 之根本 义 ，阶级制度 是也。所谓 

名教 ，皆 以拥护 此别尊卑 、明贵贱制度 也。”l2 J(P174) 

这就剖清了封建道德 为封建制度服务 的本质 。陈 

独秀号召广大青年学 习西方先进文化和新 的道德 

伦理观念 。他 明确指 出：“欲 建设 西洋 式之 新 国 

家 ，组织西洋式 之新社会 ，以求适合 之生存 ，则根 

本问题 ，不可 不首 先输 人 西洋 式社 会 、国家之 基 

础 ，所谓平等人权之新信仰。”(《新青年》第 2卷第 

3号 ) 

5．艰苦奋斗教育 

陈独秀认 为 ，实 现中 国社会 的全般 改造必 须 

经过长期 的艰苦奋斗才能实现 ，因此 ，他十分重视 

对青年进行 艰苦奋 斗教育 。1919年 6月 8日，陈 

独秀在《研究室与监狱》一文 中号 召青年要立志 出 

了研究室就人监狱 ，出了监狱就人研究 室，极大地 

鼓励青年们进 行艰苦奋 斗的 战斗 ，投 身到火热 的 

革命活动中去 。毛泽东就是在陈独秀艰苦奋斗精 

神 的鼓舞下 ，参与领 导湖南 的驱张运 动和 自治运 

动。陈独 秀也十分赞赏毛泽东等青年人的艰 苦奋 

斗精神，写了《欢迎湖南人底精神》一文，他称赞 

道 ：“二百几 十年前底王 船山先 生 ，是何 等艰苦奋 

斗的学 者!几十年前底 曾国藩 、罗泽南 等一班 人 ， 

是何等 ‘扎硬寨 “打死 战 ’的书生 !黄克强历尽艰 

难 ，带一旅 湖南兵 ，在汉 阳抵挡 清军大 队人马 ；蔡 

松坡带着病亲领了子弹不足的两千云南兵，和十 

万袁 军 打 死 战 ；他 们 是 何 等 坚 忍 不 拔 的 军 

人 !” 接 着 ，他指 出 ，王 、曾 、罗 、黄 、蔡 等人 的 

艰苦奋斗精神 ，“已渐渐在一班可敬的青年身上复 

活了”l3]㈣ 。他热忱 希望广大青 年发扬 湖南人的 

这种艰苦奋斗精神 。 

6．增体质强意志教育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非常强调青 

年的体 魄和意志锻炼 。陈独 秀提 出 了一 个“抵抗 

力”的综合概念，认为“抵抗力者 ，万物各执着其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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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御侮 自我生存之意志，以与天道 自然相战之谓 

也”。它包括体 魄和意 志两个 方面 ，即所谓 “精神 

之抵抗力 ”和“身体之抵抗 力”。意 志是人格 的 内 

在要素 ，是个 人乃至 民族走 向新生 不可或 缺的条 

件。陈独秀认 为中国“以积重难返之势 ，处竞争剧 

烈之秋”，欲除旧而布新，人们必须有坚强的意志。 

他希望青年们 不能处 顺境 而骄 ，遇逆 境而馁 。体 

魄是人格力量的外在表现。陈独秀认为青年之 为 

青年的一个首要条件 ，是于“生 理上完成真青年的 

资格 ”。而我 国青年的身体素质是孱弱 的。“悉秉 

蒲柳之姿 ，绝无桓武 之态”，尤 其是 青年学 子，“手 

无缚鸡之力 ，心无一 夫之雄 ，白面纤腰 ，妩媚 若处 

子 ；畏寒怯 热，柔 弱若病 夫”。中 国的希 望在 于青 

年 ，而青年们却 “艰 难 困苦 ，力 不能堪 ”，不论他 日 

为政治家 、军 事 家还 是实 业 家 ，都 不能 任 重而 致 

远。如何 增进体 魄 ，坚强 意志?陈独秀 借鉴德 日 

等国“德智力三者未尝偏废”的国民教育方针，提 

出兽性主义的教育方针。“兽性 之特 长谓何 ?日， 

意志顽 狠 ，善 斗 不屈也 ；日，体 魄强健 ，力抗 自然 

也”。他借用乃木希典的话说 ：“训练青年 ，当使 身 

心悉如钢铁 。”【3J(咖一2” 

三、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 

陈独秀在对青年进行思想政 治教育过程 中综 

合运用 了多种方法 ，诸 方法相 得益彰 ，相互 渗透 ， 

相互融合 ，达到了良好的说理教育效果。 

1．联 系实际 ，透彻说理。该 法运用具体的 、浅 

显的，为人所熟知的事物 去说 明或描写抽 象的 、深 

奥的、生疏 的事物 和道理。其作用 在 于把抽 象 的 

事物或道理具 体化 、形象 化 ，通 俗易懂 ，易 于为广 

大青年所 接 受。这是 陈 独 秀运 用 最 为广 泛 的技 

法 ，也是其文章 、演讲每每打动读者和听众 的重要 

因素之一 。例如，为使广大青年对陌生 的“民主”、 

“科学”及其作用有个清晰的了解，他将之喻为“舟 

车之两轮 ”，称其为 “德先 生”、“赛 先生 ”；同时 ，他 

又针对我 国佛教 文化影 响深厚之 实际 ，称 民主和 

科学分别 为“德菩萨 ”、“赛菩 萨”。这 对青年 了解 

掌握 民主科学之功作用极大 ，因为只有这两位“菩 

萨”，才能“普渡众生 ”，引导 国民迈 向富贵幸福 之 

彼岸。 

2．示范的方法。陈独秀除 了在思想理论上教 

育 、引导青~--#1-，还身体力行 ，以身作则 ，像一位普 

通战士一样直接行动起来。他起草了《北京市民 

宣言》，在夜里同高一涵一起到崇祝寺旁边一个小 

印刷所 去 印刷 ，印好 后亲 自去散 发 ，直 至不 幸被 

捕 。他 的被捕进 一 步激发 了青 年们 的革命 热情 ， 

对青年起 了良好的示范教育作用。 

3．激励的方法 。激励能激发起人的进取心 和 

成功感 ，调动起 人 的主观能动 性。陈独秀 充分运 

用这一方法来促使青年认识 自身的价值地位和历 

史责任感。陈独秀形象地说：“青年如初春，如朝 

日，如百卉之 萌动 ，如利刃 之新发 于硎 ，人生最 可 

宝贵之时期也。青年 之于社会 ，犹新鲜 活泼细胞 

之在人身。”(《新青年》第 l卷第 l号 )观此引文， 

谁个青年不为之鼓舞? 

4．实践的方 法。实践 既是青年成 长 的需 要 ， 

也是教育青年的方法。陈独秀虽以文化人的身份 

享誉全 国，但他并 不 囿于书斋 ，而是敏 锐 、果 敢地 

参与革命实 践 ，引导青 年们参 与革命 实践。陈独 

秀多次教育 、号 召青 年不要仅 仅满 足于理论 的学 

习，更要敢于实践 。针 对 当时许多青 年空谈 主义 

而不去努力实行 的状况 ，陈独秀发表随感 录《主义 

与努力》，告诫青年们不要“只是把主义挂在 口上 

不去做实际 的努 力”，“人类 的幸福 ，社会 的文 明， 

都是一点一 滴地努力 创造 出来 的 ”。陈独 秀提倡 

青年们学习马克思的两大精神。第一种是实际研 

究的精神。第二种是马克思实际活动的精神。陈 

独秀指出 ：“我们研 究他 的学说 ，不能仅 仅研究 其 

学说 ，还须将 其学说 实际去 活动 ，干社会 的革 命。 

我希望青年同志们，宁可少研究点马克思的学说， 

不可不多 干马克思 革命 的运 动 !”【IJ( )在 陈独 秀 

看来 ，实践能使青年得到很好的锻炼 ，能使青年获 

得更多的体会和教益。 

5．社团活 动的方法。陈独秀 引导 、培 养青年 

的重要活动之一是建立 社会 主义青年 团 ，开办外 

国语学社 。上 海是新 文化运 动的发 源地 ，也是传 

播社会主义 思想的 中心地 ，多年来 一直 为各地进 

步青年所 向往 。他们有 的 因参 加学生运 动 ，被校 

方逼迫离校 ；有 的因反抗封 建家庭 旧礼教 的束缚 

而出走；有的为寻找真理，追求理想，纷纷来到上 

海找陈独秀等，请求指引和帮助。以陈独秀为首 

的中共上海发起组为 了引导这批青年走上革命道 

路 ，于 1920年成立 了社会 主义青年团。上 海发 起 

组为选送优秀青年到俄 国学习 ，培养革命 干部 。开 

办了党 的第一所 学校——外 国语学社 ，以公 开办 

学的名义掩护革命 工作。到 1921年 7月 ，先后在 

外国语学社学 习的有 罗亦农 、王一 飞 、刘少 奇 、任 

弼时等。同年 4月，有二、三十名 团员赴俄 国深 

造 。他们学满 回国后为发展中国革命 事业做出了 

很大贡献，有的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家。 

四、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及其原 因 

事实证 明 ，陈独秀 的青 年思想 政治教 育工作 

是有实效的。20世 纪初 ，许多力求进 步的青年崇 

拜他 ，追随在 他的周 围。陈独秀 不仅认 识到青年 

就是他所要寻找的 、可以依靠的革 命力量 ，他还能 

够吸引他们 、号 召他们 ，让他们加入 到革命 活动中 

来 。许 多青年在 陈独 秀的教导 下 ，有 了科 学理论 

为指导 ，去认清历史发展趋 势 ，树立坚定正确 的理 

想信念并 为之 努力奋 斗 ，养成 了艰 苦奋 斗的工作 

作风 ，他们在报效祖 国的过 程 中实 现 了个 人 的人 

生价值 。细细加 以研究 ，陈独秀青 年思想政 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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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的实效性是取之有道的。 

1．热爱、理解、关心、尊重青年。陈独秀是非 

常热爱青 年 的 ，他 与青 年 间建 立 了一 种平 等 、真 

诚、相互信任的关系，这是其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取 

得实效性的坚实基础。陈独秀不是靠“权威”让青 

年学生被动地接 受理论灌 输 的，他不 是采用 那种 

“高高在上 ，发号施令”的做法 ，而是把青年放在 同 

样的地位上进 行平等 的交流 ，理解 、尊重 、关 心青 

年 。所谓“亲其师 、信其道”，青年学生们 只有在觉 

得老师理解信任、关心他们 ，他们也理解 、信任老 

师的时候 ，才可能敞开心灵 的大 门 ，愿意接受老师 

的见解 ，把老师所倡导的价值观念、价值标准接受 

下来 ，并转化为自己成长、发展需要的内在信念和 

意志 ，以此来指导 自己的行为。 

2．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满足了青年的真正合理 

需要，适应了社会发展的需要。五四前夕，知识青 

年的队伍得到壮大 ，革命热情 高涨 ，迫切需要正确 

的思想引导 。五四前 ，随着 清末科举 制度的废 除 ， 

近代教育界发生着急剧的变化。孙中山为首的南 

京临时政府成立后 ，又进行 了教育 改革 ，资产 阶级 

学制在中国基本 确立 ，久受封 建专制 主义束 缚 的 

教育界出现 了前所未有 的新气 象。知识分子 和青 

年学生的思想 得到 了一 定程度 的解放 ，学校 校数 

和学生人数 大为增 加。这 样 ，中国出现 了为数十 

几万受过新式教育 的知识分子 队伍 和数 十万人 的 

青年学生队伍。这些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知识 

分子 已经懂得一些 自然科学知识和资本 主义社会 

政治学说 ，对 帝 国主义 的压 迫有敏锐 的感受 。他 

们如饥似渴地 寻求救 国真理 ，从各 方面掀起 火热 

的爱 国运动 。但这个时期他们 的斗争还处在 自发 

阶段 ，具有 一 定 的盲 目性 ，认 不清 自己的历 史使 

命 ，迫切需要 中国革命 的先锋 者给予正确的引导。 

陈独秀作为中国革命的先驱者，审时度势，十分敏 

锐地把握 了青 年们 的这 一需要 ，传播 介绍西 方 民 

主学说和马克思主义 ，进行 爱 国主义 、人 生观 、道 

德观 、艰苦 奋 斗 、体 魄意 志等 方 面 的思想 政 治教 

育 ，顺应 了社会发展的需要 ，取得 了青年思想政治 

教育的实效性。 

3．紧跟时代 的步伐 ，紧紧抓住 有利时机进行 

时事教育 。形势的变化和XCH,1-~ 的认识是影响青 

年思想问题 的重要 因素 ，陈独秀抓 住有利 时机对 

青年进行 时事 教育 ，是他取 得青年 思想政 治教育 

实效性 的关键因素之一。《新青年》在创刊后 的头 

三年内对 国 内外重 大 的H,1-事 政 治基本 上 没 有评 

论。《新青年》从第 5卷第 5号起刊登现实斗争的 

报导增多 了。为 了分析形势 、评论 时政 、指导爱 国 

学生的政治斗争 ，陈独秀和李大钊于 1918年 12月 

合编了《每周评论》。这是一个政治性更为强烈的 

刊物，每星期出一号，每号都有国内外大事评论和 

社论，还辟了《山东问题》、《对北京学生运动的舆 

论》等专栏。陈独秀写了大量杂文式的随感录，对 

官僚政治 、军阀专横 等种种黑 暗 的政 治现实进 行 

尖锐的抨击。陈独秀以“只眼”笔名发表的《对 日 

外交的根本罪恶》、《为山东问题敬告各方面》、《山 

东问题与国民觉悟》等时事评论文章 ，引导学生明 

了时局 ，对于推动学生爱国运动起 了很大作用 。 

4．强调艺术性，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教育效果。 

仅在新文化运 动生成后 短时期 内 ，陈 独秀及其 创 

办的《新青年》赢得了青年界的“明星”、“良友”等 

美誉 ，从整个运动以及其后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 

看，陈独秀都获得了巨大成功，奠定了他在中国现 

代史上的显赫地位。陈独秀传播介绍西方民主学 

说和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很富有艺术性。他谙熟说 

理技巧 、讲 究说理艺术 是其青 年思想政 治教育 成 

功秘诀 之一。 

陈独秀灵活 巧妙地运 用形象 比喻法 、典故说 

理法 、举例说理法 、类 比说理法和分解说理法等诸 

方法，取得了巨大的宣传效果和政治效果，增强了 

青年思想政 治教育 的实效性 。例如 ，他 在 阐述 马 

克思主义重要性 时 ，将其喻为“行船之方 向”，即指 

南针 ，只有 马克思主义 的指导 才能够把 中国革命 

导往胜利 的航向。他说 ：“主义制度好 比行船底方 

向，行船若 不定方 向 ，若 一味盲 目努力 ，向前碰 在 

礁石上，向后退回原路去都是不可知的。”(《新青 

年》第 8卷第 4号)过分强调灌输 、动辄训斥、说 

教 ，在 内容和形 式上都 不利于青 年学生 接受。相 

反 ，综合运用多种艺术性 的说理技巧 ，让青年在享 

受艺术 时接受教育 ，在不知不觉 中受 到教育 ，达到 

“润物细无声 ”的教育效果 。 

总而言之 ，陈独 秀所 做 的青年思想 政治工 作 

是成功的 ，其内容 、方法对于在 当今全球化条件下 

做好青年思想政治工作，仍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和历史借鉴意义。陈独秀的青年思想政治教育观 

有待我们去进一步发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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