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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 年的鸦片战争击碎了中国人继续沿着封建社会轨

迹苟延残喘的梦想，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使中国陷入了帝

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联合统治的痛苦深渊。为了改变这种局

面，中国的先进分子必然追求新的理论，探求新的道路。在

经历了 80 年艰难探索后，中国的先进分子最终选择了马克

思主义，这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一、探索资本主义道路的失败促使人们把目光转向社

会主义

鸦片战争后，中国人民除了继续遭受旧的严酷的封建

压迫以外，更遭受了新的残暴的民族压迫。中国的命运不能

掌握在自己手里，亡国灭种的阴影笼罩在中国人的心头。这

一切深深地刺痛着每个爱国者的心，驱使他们苦苦追寻拯

救国家的道路。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以前，一种方案是在

继续维护封建主义旧秩序基础上的局部调整，另一种方案

是学习西方走资本主义道路。
第一种方案主要体现于洋务运动。外国的频繁入侵、中

国的节节败退、一个个丧权辱国条约的签订，都表明原有的

封建正统思想已经不可能成为挽救民族危亡的思想武器。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封建地主阶

级代表人物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主张向西方学习，

发起了洋务运动。但他们学到的只是外在的技术，而不是内

在的治国方略，目的是挽救和维护封建统治秩序，而非建立

新制度。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宣告了这个方案的破

产。
第二种方案有了新的指向，那就是追求资本主义。林则

徐编纂《四州志》，成为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魏源

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主张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太平天

国将领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主张发展资本主义雇用劳动

制的生产关系；戊戌变法运动中，康有为、梁启超把向西方

的学习从经济领域推进到政治领域，主张在中国实行君主

立宪的政治制度；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则第

一次在中国提出了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曾在

日本留学相当熟悉西方国家政治制度的宋教仁在被刺前一

个月，还兴高采烈的发表演说：“世界上的民主国家，政治的

权威是集中于国会的。在国会里头，占的大多数议席的党，

才是有政治权威的党，所以我们致力于选举运动；我们要在

国会里头，获得半数以上的议席，进而在朝，就可以组成一

党的责任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以严密的监督政府，使它有

所惮而不敢妄为，……我们的主义和政纲，就可以求其贯彻

了。”[1]但是，在西方取得过一些成效的政治制度，被移植到

中国社会这块土壤后，却全然变了样，普选徒具形式，多党

制成了拉帮结派，议会里只有一批政客在吵吵嚷嚷。最后，

宋教仁被暗杀，袁世凯复辟帝制。
随着袁世凯皇帝梦的破灭，中国战乱频发，民不聊生，

脆弱的西方式民主荡然无存。中国没有成为一个独立、富强

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是一步步地陷入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

会的深渊。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历史证明，资本主义建

国方案在中国行不通。
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惨景坚定了中国人放弃资本主

义的决心

辛亥革命失败后，中国的先进分子陷入了极度苦闷和

彷徨之中。中国真的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吗？此时，第一次世

界大战震惊了整个世界。这场空前残酷的战争，把资本主义

世界固有的矛盾以极其尖锐的方式清楚地暴露出来，引起

了人们对西方文明价值、前途的怀疑。李大钊指出：“此次战

争，使欧洲文明之权威大生疑念。欧人自己亦对于其文明之

真价，不得不加以反省”[2]。
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资本主义危机也强烈地震撼了

正在向西方学习的中国思想界。据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
所言，他到了欧洲之后，没有看到一点点西方文明的好处，

所看到的完全是一副文明的破落图，拜访了西方很多的著

名的人士，但这些人士没有给他一点点西方文化有希望的

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兴起的历史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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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的先进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历史的必然选择。探索资本主义道路的失败促使人们把目光转向

社会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惨景坚定了中国人放弃资本主义的决心，近代中国的三次探索蕴含了社会主义的内在导向，俄国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为中国人选择马克思主义提供了现实指引。这次选择不仅改变了中国的命运，还为当代中国走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深厚的理论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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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他说：“社会革命，恐怕是 20 世纪史唯一的特色，没有

一国能免……”[3]梁启超素以政治态度温和而又富于敏感著

称，他的言论自然会在国内引起不小的反响。
周恩来和蔡和森到欧洲去勤工俭学时也看到了资本主

义的种种危机。政治上表现在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经济上表

现为经济体制日见衰退紊乱，意识形态上的表现则是怀古

主义、悲观主义盛行。对资本主义的怀疑推动人们去探索新

的途径，为日后人们接受马克思主义准备了条件。
三、近代中国的三次探索蕴含了社会主义的内在导向

古代中国就有大同和均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近代

形成了三种具有中国特点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它们都包

含着社会主义的内在导向，为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扎根准备

了丰厚土壤。
一是洪秀全为代表的农业空想社会主义。这是中国近

代以来第一个空想社会主义方案，主要反映在《天朝天亩制

度》中。这个纲领集中体现了中国农民所要求的平等、平均、
通天下皆一式的观念。太平天国革命纲领的重要意义之一，

就在于农民阶级以战斗的姿态把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提了

出来，并朦胧地触到了民主主义革命的社会主义前景。
二是康有为的大同空想社会主义。康有为的《大同书》

里所描写的未来社会是平等、大同的世界，去了“九界”，主

张男女平等。他认为只有清除了这些界限，人类才能进入完

全平等的社会。《大同书》是近代中国空想社会主义的重要

文献，关于理想的论述超出了小生产的狭隘眼界，主张在现

代化生产的基础上建立人人平等、美好自由的新社会，这表

明先进的中国人已初步认识到资本主义并不是人类理想的

美好社会。
三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生空想社会主义。他所追求

的是政治上建立资产阶级共和体制，但又看到了西方资本

主义社会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状况，所以他在追求资产阶

级共和体制的同时，又想到必须用社会革命来解决这个问

题，这集中体现在他的民生主义中。他提出的民生主义是中

国空想社会主义的最高成就，把理想社会的实现和现实的

革命斗争结合起来，它是作为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提出来

的。
四、十月革命的胜利为中国人选择马克思主义提供了

现实指引

正当中国人陷入迷惘之际，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立刻吸

引了中国人的目光，他们开始放弃资本主义，转而追求社会

主义。李大钊马上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

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与社

会主义。应该说，俄国十月革命在马克思主义的故乡欧洲和

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亚洲国家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马克思

主义通过社会主义俄国广泛地传入中国。
社会主义俄国和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截然不同的态度

更坚定了中国人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决心。俄国接连发表了

几次对华宣言，宣布废除帝俄时代同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

约。而西方列强在巴黎和会上对本是战胜国的中国当做战

败国对待，这既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怒，还打破了人们对于

资本主义国家所报有的幻想。两相对比，先进的中国人认识

到走俄国人的路是中国人唯一的选择。
五四运动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尽

管当时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了解还不是很深入，但他们

却从一开始就对这个学说进行过全面的研究，并且获得了

基本正确的理解。他们认为，“相信一种主义，不应该空空洞

洞的盲从，必定要知道他的精髓所在。”[4]1919 到 1922 年，李

大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陈独秀发表了《马克思学

说》，这些文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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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论进行了全面的论述。李大钊

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他的历史论、经济论和政策论，即唯物

史观、经济学说和社会主义理论的统一，而阶级斗争说恰如

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更可贵的是，

他们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当成一成不变的教条，而是强调必

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并且同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相结合。
五四运动前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潮也

相继传入中国，其中较突出的有工读互助主义、无政府主

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发展起来后，有

的就开始了实践。比如：在北京、上海、武汉等大城市，一些

进步青年建立了许多工读互助团，他们按照“人人做工，人

人读书，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实践“共产的生活”。但

是，工读互助团不到半年就失败了，这促使先进的知识分子

进行深刻的反省和理性的思考，他们进一步学习和研究马

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通过学习研究，他

们感悟到要救国就要从政治层面和经济层面实行彻底的改

造；国家的最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只有政权被无产阶级所

掌握，经济、文化、教育、道德等问题就会迎刃而解；无产阶

级革命必须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才能取得胜利。
五四运动后，中国思想界还发生了科学社会主义同非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潮的激烈论战。论战的焦点主要

是：中国是否需要革命；中国革命是否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指

导；中国到底应该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到

底是建立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还是建立社会改良主

义或无政府主义的党。经过论战，中国的思想界辨识了各种

社会主义思潮，加深了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解，推动了科学

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

动的结合。随着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流派逐渐走向破产和

没落，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落地生根，成为指导中国革命的科

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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