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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时期“主义”传播与中国式现代化
道路的开启

孙  珊

摘要：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开启于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条件，其在经历多重探索后与马克思主义建立了

本质性联系。五四时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日益流行并广泛传播的时代，亦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转折期

和孕育新范式的关键期，这一时期“主义”传播彰显了中国社会现代化历史发展的总体性趋势。作为历史过

程的中国式现代化因“主义”的传播而开启，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语境中得以发展，规制于马克

思主义有关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的“质的规定性”。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发生学”意蕴，应着眼

于民族复兴的大历史观以把握中国式现代化开启的历史境遇，追溯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与中国式现代化

之间的逻辑关联，深入考察“主义”的传播何以规制并培育中国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方向、“革命—现代化”

路径、领导力量和根本动力，进而从整体性角度揭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开启的必然逻辑和历史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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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义”传播中的价值意蕴与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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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义”传播表征现代化的世界历史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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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义”传播彰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价值定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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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义”传播成就现代化的民族国家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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ȋ

二、“主义”传播中的社会变革模式与“革命—现代化”路径的形塑

Έ֙ω̜ ̅ ̡ ˵Ẻ Ә Φ ᵱ Ѵ ̈́Ѿὕ Ε ⱡ ˾ᴯ

 ȋ20̅ Ӊᴡ ᴪ Φ Ϊѩ̕Ấ ấͮ ᵉ Ҳᴇ ₲Ϊ ̕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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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义”传播导引现代化由改良向革命路径的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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ѱ ̜ ͕Ӷᴇ≠ӑ˵ ͕ѱ ᴋ Φ ᵱ Φ ᴋ ļ̈́ב

͍ѱ ϶ ͕Ӷ ᴇ≠ ᴋ ͕Ӷ ȋ Φ ᵱ Έↄӑ ̾Ľb ̜̕Ấ

ᴱ∆ Ȋ ᴴ Έ֙ Ϩ ȋ

ↄ͉ẑ ὠ Ȋ Ѡ ̝̥ ͮḀ ᴞ Ҳᴇ ⁶ ͕ѱ ᴋ

ͮ ͕Ӷ һתּ ̕Ấ Ίᴃ Ί Έ֙ ẕפ +ͮ Φ ᵱ תּ Ϩ₯ ̜ Έ

֙ͮ ᴴ ᵱӈ ̾ Εȋ ὠ ᴇ Ȑ҂ ˿̝̥ȑẓּכļ ˿̝̥Ľ̦̀ Ḁ ᴞ

̝̥ ₲˿ Ҕ̦ ѱ ̝ Ί ᵱ  ļ ҔĽȋ Ҳ Φ ᵱ

Ằ̈́ᴋ Φ ͕ѱ Φ ˵ Φļ ͕ ѱ̜ ѱ

̜ ΦѪς Ѱ ̒͟ᵷѪς Ὓ ᴇ Ľcȋ Ί Ѡ ̝̥ Φכᴞ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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Έ֙ ӈ ͕ Ѧᴉ ᵱ ₲ ˻ļ ᵱĸ Έ֙Ľ ȋ

（二）“主义”传播探索现代化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向苏俄文明转换

֩ ᵱϝ Φ̝̥ͮ ̜֙  ׇ ̾ ᴱẤ₅ Φ ᵱ Έ֙ 

ӈ Φ̝̥ Έ֙ ˾ͧ ϸẤ Έ֙ ᵎ ὗ̕Ấ͟ ᴇ ӑļ

a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中国的现代化之路》，第 198 页。

b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2—3 页。

c　《社会革命的商榷（1920 年）》，《李达文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年，第 52 页。

d　《革命与反革命（1923 年 1 月）》，《陈独秀著作选》（第 2 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402—403 页。

e　《蔡和森文集》，第 77 页。

f　张允侯、殷叙彝等：《五四时期的社团》（第 3 册），北京：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1979 年，第 287 页。

g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 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第 44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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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Φ̝̥̦ Ľa ᴴļΊϸ̜ⱲĽ Έ֙  ᶞ̕Ấ 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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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Ȋ Φ̝̥ ļͻΐ ̝̥ ↄ ᵱ Φ̝̥ ͻΐ Ѧ ↄ ᵱ

ΦѦĽdȋ ϸẤ ᵱ˿ ѯ ᵱ ͟ ΦᴋӾᵷ ѱ ᴞ ̥˻ ֩

ᵱ ļ ΖШ ́ΕĽeȋẤ Ѧ ₅ ̜֩ ᵱω̜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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ἇ˼ ļ ᵱĽ ͕ Ѧ ₯ Έ֙ ₲ Έ̝֙Ӿ Ί Φ̝

̥ Ҕ̕Ấ Έ֙ ȋ

（三）“主义”传播推动现代化在被动到主动的转向中起步

ў ᴇ ̝Ӿ ̝Ӿ ᴇ Ӿȋ Έ̕Ấ+ ᴇ̈́ ͕

̝̥ὕ Έ Ӿהѩ̾̅ Έ֙כᴞ Φᴇ≠ ̃ļ̕Ấ͟

ẛᵷ˾ תּ ̅ № Ľaȋ̜ ̕Ấ Φᴪ ͣ͟ ὃļύ Ḃ ẺĽ

ԀӶ⅓ ὗ Έ֙ ӻ ӾȊ ᴋ ᵷ ͓ ᵱ ếΊὧ ᵗ ̝ ₯ẕẰ̈́פ

Έ֙ Ι ẰѾ₇∑ ᴃְ̕ ⁵ ᵷ̝ς ӑ Έ֙

Ҳ ļ ӑ ˵ ̅ ὠ ᵷϸẤ֩ ᵱ̦ᴱ ӑ Ѡ ӄ̥̝ ̒ ᾈ Ľb

˵ᴇ Ӿ̕Ấ Έ֙́̈ͮ Ӿ ̝Ӿ ᴴȋ

Ằ͉ẑ ֙ Ӿ ᴇ ˼ Ѡ ̝̥ ϝ ̕Ấ Φ ᴇ ̖

₡̾ļ̝ӾĽ Έ֙ Ἇ ȋḀ ᴞ Ȋ ̀ Ϊ Ӿ ֙₯̕Ấ ᴋ

̥Ίᴃ₯ Φ ᵱ ᴯ ὠ ͟ ᵱ ˿ ₿ ᵱ˿ ΦΊᴃ

Φӓּתᴋ ₔ О₲Ί ᵱ ̕Ấ Φ Ίᴃ Έ֙ ȋӫφΖШ‚ ͬ

̾Ԇ ὠΣᴊם ᴇ♩͟ ᴊם ς ̀ ȋ ϺẰȐ ѩ ȑ˵̸̕ ᴇ

̾♩͟ ₅өӟ ₔ Ằȋ Ȑ Ѡ Φ̝̥ȑ ͬ ̾ӫφΖШ‚  ̾

ḋᶖᴃḋᶖ͒ ḋᶖΖШļ˿ԆӾ ͕Ӷ̜ᴆ ϢĽc ᴇӫφΖШ ͕̀

ȋ֩ ᵱ ⁶Ϊϝļ Φ̝̥Ľļ Φ Ľļ Ľļ ̀Ľļ ᵱĽᵷļḀ ̝̥Ľ

ѩ͟ Ӿ̾ Σ ᵷ ᵱ ȋ Ḁ ᴞ ̾ ᵱẰ Φכᴞ

֙̕ ặνᵷω Φ ҕ ᴇļם Ľ˿ļ ם ĽẰ̕Ấ ₯

̾ Σ ̀ ᵷ ᵱ ȋ Ѡ כ̥̝ ὗ ̀͒ ᴱ ὗ͟ ᴯ + ♩͟ Ί

Ӷ ᴞכ˻ ᴜ ᴇ Ѵ ΦӾᵠ ӹ ᾊȐў ȑ Ằў һ  ԀӶ˼

Ѡ ̝̥Ằ Ѿ ΊΪ ˿ᴇ≠ ϝ ļІέ Ѡ ̝̥ ͟ ἹӺ Ľd ̜ Φ̝̥ļ

ᵱĸ Έ֙Ľҥ Ӷ ȋ

ᾊ ̊ẰȐḀ ᴞכ ͕ȑ̕ ļ ͮ̕Ấ͟‚Φ̾ Ѡ ӄΊᴱ̥̝ ̕

Ấ͟Ằ ˻ↄ Ӿ ѩ̝ӾȋĽeļ͉ẑĽ̦ӡ̕Ấ͟ ѱ Έ֙ ᵷ Ὅ̈́ Ӿặν ˵

Έ֙ ίᴬ̕Ấ ᴇ≠ μ̝ ₯כּ̜̾ ϵ ̦ ļ̜ ӾĽ Έ֙ȋ

ļ͉ẑĽ̦ᴱ Ѡ ̝̥ ў һ Ằļ Ľ ̕₯ Έ֙ Ә Ằ

Έ֙Ȋӓּת Έ֙Ἇ ˻ Ҳ ֙ Έ֙Ȋ͟ Έ֙ ̖₡+‴Ḧ̾ ѱ Φ̝̥ Έ

֙ ļ̝ӾĽ Έ֙ ̕Ấ Φ Έ֙ Ӿᴇ≠ ͔ ̅ ẠѾ Έ֙

Ӿ ᶞ ȋ

三、“主义”传播中的政党演化格局与中国式现代化领导核心的确立

Ѧ Έ֙ ᴞ͕כ Ằ Έ֙ ̕ᴇ ӾᵠȊΖШ ᵷ ֱ ω

̃ļ˵̒ ὠ Ѧ₯̈́ᴱᴇ Έ֙Ấ₅ ᵷᴇ≠ ѱ Ľfȋ̶ ר ̸ Ҳ̕Ấ Έ֙

a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631 页。

b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796 页。

c　李达：《现代社会学》，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 145 页。

d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建立与青年共产国际的关系——录自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先驱》

第 8 号，1922 年 5 月 15 日。

e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516 页。

f　胡伟等：《现代化的模式选择：中国道路与中国经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年，第 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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ļ̕ẤѰ͕Ѧ ₲ Φ̝̥ Έ֙Ľa Έ֙́̈̕ Ѧ ₲ ͔Ұ Ѡ ̝̥ Ѧ

̝₲ Φ̝̥ Έ֙ Ằȋ Έ̕Ấ Έ֙ ̒ Ѧ Ẻ μ

̈́ ̪ Ӷ ₲ + ͮ ˻ ᴋְ̕ ẛἲ ẕ ₯ Ợ Ѧ ᵰ᷈ Ҽȋ

Ѡ ̝̥ ΪѩӺ ̾ Έ֙ ₲ ⅛Ѵ ļ̕Ấў һ ͮ Ѡ ӄ̥̝ ‚

̕ ӑ̾ Ҕ̕Ấ Ҳ Ľbȋ Ѡ ̝̥˿♩͟ Ӿ ᴬ Ӿ̾̕ẤѰ͕Ѧ ˵ļ

ὡ ặ ὤᴋĽcἨ ̾̕Ấ Έ֙ ˿ ϝ Έ֙́̈ ᵱ + ϨỈᴛ ₲

Ӷ Ҕ ļ̕Ấ Έ֙ ˿ Ѡ ̝̥ Ľdȋ

（一）“主义”传播培育推动现代化的骨干力量

͉ẑ ẗ Ѳ ̜ ֙Ϊ Ѡ ̝̥ Ϩ ς ‚ Ӿ˿ ᵱ ᴅ ϝᵱ Ằ

ͬ Έ֙ ∑ Ѡ ̝̥ ̕ ᴬ˵ Ѡ ̝̥ ̜̕ẤѰ͕Ѧӈ Ίᴃ

Έ֙ ᵉἎ ̾ Ӷם ȋ ὠ ͟ Ὠ ͙֚ὠ‚ Ѡ ̝̥‚ Φ Ίļ ѱ̈́

Ѡ ̜ Ľe ͬȐѰ͕Ѧ⁶ ȑȐ Φ̝̥ͮ ӑ ‚ ᴇ≠ȑ ω ẰΪ Ѡ

ӄΊᴃἎ̥̝ ת Ѡ ̝̥ ᴇ ω ̃ ẗ ӡ ω ὠ Ȋ

ļ₯ Ѧ ᵷ ̵ ̾Ӊ Ľfȋ ‚Φ ַ ֙ Ӿ Ӷ ˾№Φᵠ ̜

♩͟ ӾȊ҉ Ӿ ̝ ᵷ̕ỈӶ ᵠ ˺Ằẓ ̜ ‚Φ ̜Ѱ͕Ѧӡ +ᴇ

̾ļ ₔѦℓ Ľgω ȋὡ ⁶Ϊ Ѡ ̝̥ ὠ Ѡ ӄ̥̝

ᵷ ϸ ᵱ Ԅ ᵠ Ȑ Ấȑ̕ת№ȑȐת Ҿ̕ Ѡ ̝̥ + ≠ļһ

‚ ♩ωĽh Ἆ ̾˵ ᵱ һ  ̜ Ѡ ̝̥ ȋ̟Ϣ Ѡ ‚ Φ ὠ Ȋ

ת Ȋ ‚Φ ̊ȊẤ ̕ὒȊ ᵧ ế ̜Ѱ͕Ѧ Ӊ

ᵠΊᴃ̕Ѱ Ӿ₅ȋ

͉ẑ ẗ Ѡ ̝̥ Ӿ̕Ấ Έ֙ Ӷם ˵

ͻΐẰ ẗ ӓּת ˼ ᴊ ̝ᵷ ‚ Ằ ‚ ᵷ ᶞ˼ѵ ѵ

ὐ Έ֙ ᵷ ς ᴓ˵ ͻΐ שּׂ ᴊ̕ẤΪ ֙ Ѹ ѵ ̝̥

Ằ ẗ ̕ ₿ Ấ̝̥˿ Φ Έ֙ ᴬȋ

（二）“主义”传播提升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现代化的自觉性

̜ ͕ Ằ ѱὨᴉ Ҕ Ӎ ӆ ļ ˵̒˾ᴯ̈́Ѵͻ Ѧ+˿ΐ₯

Ѧ ˵̒ ѦĽi ᴇ̾ ͕ Ѧ ȋ̜̾ίᴬ̕Ấ ᵱ Έ֙

Ѡ ̝̥ ͬ ͕ Ѧ‚ ᵷẤ Ѱ͕̝̥ Ӿᴞ О₲ӈ ͕ Ợ Ѧ ᴇ̾

Ίᴃ Σ Έ Ѧ ȋ ᾊ ὠ ̾ Ѧ˿Ấ₅ ѱ ̜ļѦ Ấ ̵ȋ

̃˾ Ấ ̦ ̜ Ấ̃ Ί Ľj Ұ ѦẰ Έ֙́̈̕ ω ȋẰȐ

Ѡ ̝̥ ȑȐẗς ˿ ́̈ȑ ̕ ͕ Ѧ +ᵰᴨ ς Σ

a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

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 22 页。

b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3 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年，第 10 页。

c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514 页。

d　吴晓明：《世界历史与中国式现代化》，《学习与探索》2022 年第 9 期。

e　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 年，第 13 页。

f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共产主义小组》（上），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 年，第 6 页。

g　张允侯、殷叙彝、洪清祥、王云开：《五四时期的社团》（第 1 册），北京：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1979 年，第 85 页。

h　刘清扬：《五四运动回忆录》（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 年，第 554 页。

i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592 页。

j　《李大钊文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1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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Ӷ̃ ả ₔ ļ ̤̕Ấ לּ ὠ ϩ Ľa ₿̕Ấ Φᴋ ₒⱳ ̈́ Ӷ

Ѧ ȋ ᵷ ̝ Φ̝̥פ ̕Ấ Φ Ҳļ˾ Ӻ˵ לּ ₿

͍Ľb ̈́ ת1920 І ̊ Ѱ͕Ѧ̜̕Ấ ᵱ ӾȊԆӾ Ӿ

Ϩ ̕ ļ ў ͻ ᴱ♩ẗȊA ω ᴇ Ӷ Ľc ᴇ Ѱ͕ѦẰ ᵱ̕⁶ΪȊ

Ȋω ў ω ̊₯ ļ Ҽ ᴯĽd ᴛ ͻΐ₯ Ợ ͕ Ѧ ȋ

ȐѰ͕Ѧ⁶ ȑΪ אָ ̸ ļ̕ Έ ͕ ΦĽļ Έ ₅ Ľļ ΈẤ₅ Ľᵷļ

Έ♩͟ Ľ ᴇ̾ Έ ̃ ѱ ͕ Ѧ ₲˿ Ӿ Φ̝̥ Έ֙ϝᵱ

͕ ᶞ ᾊѰ͕Ѧѵ ў ᵷ ᵱ ļ Ησᴯ ̒ ͕ Ӎ ˾ᴯ Ӎ Ľ

ļ˾ ᴯѴͻ♩͟ Ѧ ₯ ѦĽe ͬ ͕ Ѧ Φ̝̥ Έ֙ ₲Ӷ

֙̾ ͕ Ѧ ȋ

͉ẑ Ѡ ӄΪ̥̝ Ѡ ̝̥ ₯ ͕ Ѧ ᴃѴẰ Έ֙

́̈̕ω Ӻ Ә Έ Ѧ Ằļ Φ Ľ ἲ͔̕ ̜ ᴱ ͕ Έ

֙ Ѧ ӈ ᾀ Ἇ ȋ

（三）“主义”传播助力中国共产党诞生

ѦẰ Έ֙̕ Η ȊӾᵠ ὗ ̃ļӾᵠᵷ Ἱ ѦӶ ̦ Ľfȋӄ

˿ Ԝ ̾ Ѡ ̝̥Ȋ Ѧ˿ Έ̦֙ ļב Ѡ ‚ ̜ ᵷ Έ Φ

ў ӻĽg ̃ļ №Ằ Έ Ấ₅Ѿ Ѧ ₲ Ľhȋↄ͉ẑ

Ѱ͕Ѧ ₲̕Ấ Φᴋ ₲ԆӾ Ӿ ̜ Ѡ ̝̥ Ἇ Ѱ ᾊ Ѧў

̜Ѱ͕Ѧ ӈ ̡ ϝ ͕ ѵ ļ ὠ Ӷᵷ ӶĽ Ѓ ̾Ѱ͕Ѧ₯

̈́̕Ấ Φ ̕ļ ͕ ᵱ˿̂ Ľ ὠ Η Ҳļ ͕ ᵱ˿̂ ͕

ὠ Ӷᵷ Ӷ˾ᴛ ὠ Ӷᵷ Ӷ ˵̒ ὠ Ѱ͕Ѧб

͕ ўלּ ˿ ₲ ˾ᴛĽiȋ

Ѡ ̝̥ Ϊ ὠ̾ ‚ Φ̝̥ ᶞ ᵉᴇ̾♩͟Ȋ҉ ς ᵷ ᵱ

Ϸ ̾ў һ ˿♩͟ Ӿ Ӿ̾ ͕ Ợ Ѧ ȋ ̕ẤѰ͕Ѧ Μ

ᾧ϶ ᵷ ₲ Έ֙́̈ ᴞכ Η ӑ ᵷ͟  Έ֙ ӡ כּ

Φ ᵱ ꜝẤ̝̥ᵷ₴ ̝̥ ͮ ļ̕Ấ͟ Ȋ͟ ᵷẤ₅₡ Ȋ͟

שׁ ̀ↄ ̝̾ Ľj ̕Ấ Έ֙ ᵱ ͔ ѱ ᵷџ ӡ ȋ̕ẤѰ͕Ѧ ̕

Ѱ͂ὠᴘ ˵ Ѱ͕Ѧ͟ ₈ Ѡ ̝̥Ϊ ặ ҾȊ‚ Ȋ Ӿ ὗ

₯˾ᴯᴊΣ ⁶Ϊ Ҳ̕Ấ ᵱһ̎ Ӿ Ѡ ̝̥ ˿♩͟ Ӿ ᴬ ̜̕

ẤѰ͕Ѧ Ѡ ̝̥ Ấ Ȋ ᵱӶ Ȋ ̕Ấ Έ֙ ᾀἏ ȋ

a　《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曙光》1921 年第 2 卷，第 93 页。参见李忠杰、段东升主编：《中国共产党第一次

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 年，第 207 页。

b　《蔡和森文集》，第 70 页。

c　《蔡和森文集》（上册），第 57 页。

d　《毛泽东给萧旭东蔡林彬并在法诸会友信》，1920 年 12 月 1 日，《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 3 集，第 33 页。参见张允侯、

殷叙彝等：《五四时期的社团》（第 1 册），北京：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1979 年，第 626 页。

e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413 页。

f　［美］塞缪尔 •P. 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刘为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年，第 336 页。

g　《列宁选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 1 页。

h　《列宁选集》（第 4 卷），第 151 页。

i　《答黄凌霜（无产阶级专政）》，《陈独秀著作选》（第 2 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372 页。

j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 年 10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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ω̜ Ѡ ̝̥Ằ̕Ấ Ϊ ͕ ̕ẤѰ͕Ѧω̜ ̈́ Ε˼ ♩͟ ў

Ѵ כ Ί♩͟ ᴇ≠ᴃѴ Ἱ ̜Ἇ ̃ Φ̝̥ ἇļ ᵱĸ Έ֙Ľ ₯ ͕

Ợ Ѧ ₲ω Ҳ ̕ẤѰ͕Ѧ ͮ Ȋ ᵷ ם ς ∑ ̜ Φ̝̥

Έ֙ Ϩ Ѓ ȋ

ᾊ ̊ ļ ̕ẤѰ͕Ѧ ԀӶ ̕ẤѰ͕Ѧ͟б̕Ấ͟ ̕ ̕Ấ

ᵷ ˾ᴛ ̕Ấ ♩̈֙ᵷ҉̈ Έ̵֙ ˾ᴛ ȋĽa Ί Ѡ ̝̥̜ ᵷ

Ӿ ַ ͕ Ѧ Ѡ ̝̥Ằ̕Ấ Ϊ ѩ● אזּ ̕Ấ Έ͔֙

ѩ + ↄѴ ᴞכ νȋ

四、“主义”传播中的历史主动与中国式现代化动力的形成

Ѡ ̝̥ ̜ ͟ ᴞכ ӈ ͔ ӈ Έ֙  ̝Ӷ ļѪ ᴞכ ̜̾ϝĺ͟Ļ

̜ ₯ ᵷϝĺ͟ω̜͟Ļ ̜ бҝὐ ᴞĽbכ Ί˻ ̾͟ Έ֙

 ȋω̜˵ Φ Έ֙ Ѵ Ằ̈́͟ Έ֙ᵷ͟ Ѡ ̝̥

Ằ̕Ấ Ϊ ₿ ̜֙ Ӷ ͟ ΣΖШ ᵷ ̜ ᴋ Ӿ Σכᴞ̝

Ӿ ˾ Ϸ ͕ ͮ Ằ ᴴ ̜ ̜̕Ấ Έ֙ ↄ ӾӶȋ

（一）“主义”传播导引“向民间去”的现代化动员

Ѡ ̝̥ ♩҉ Σ ặν˿ω Φ̝̥ Έּ֙כ Φ ὠὗ ͟ Σ ὠ

ὗ ͟ᴀ˿ ̃ ӻ̈́ ὠὗ ͟Ӎ Έ֙ȋӄ ԄѰ͕Ѧּ͟כΊὗ Θ ≠ ⁶Ϊ ♩

ω ↨ᴛ ļӑ− ˵Ҽ Ľcȋ̜ײ̕ Ѡ ̝̥ ˾ͧ ļH ωĺ‚ Ļ ⁶ΪĽd

₯ļᴴ Ľײ Ί ⅓ ὠ Ạ Έ֙Ӿᵠ ₯ Έ֙ ӾӶ͕ ΖШ ᵷ ₲ᴴȋ

ẰļΊϸ̜ⱲĽ ˼ Ѡ ̝̥ ₧֩ ᵱ₯♩͟Ȋ҉ ᵷὃѳ ∑לּ Σ ϩ

ӑ ˿ Σ ᴬ Ѵ Ἇ̈́ ΣӶ ̾ ͕ + ꜝẤ̝̥ם

ļ ᵱĸ Έ֙Ľ ᴬ ̀Ί Φ̝̥ ᴴ Έ֙ᴇ≠ȋẕ ᵉᴇ ͕

₿ Ϊ ˿ Σ ᴬ ̀ᴉļᴴ Ľײ Έ֙Ӿᵠ Ѡ ̝̥ ᴞΗӻȋכ

Ѵ˵ Σ Ҿ ȊὙ Ȋ Ίᴃ ѩ♩ט ₿ Ѡ ̝̥ͬ ᴇ

Σ ᵷ ᵱ ļ̜ ᵱĸ Έ֙ĽἎ Ἇ ȋѴ͂ Ạ ļԆӾĽļ Ľļם Ľᵷļ

Ľ ᵱ Ӿ ∑˿ Σ ᴬ ̜ Έ֙ҥ Ӷ ȋ

 ̜̾ Έ֙ ᵱ ̜͉ẑ Ӿᵠ Σ ΖШ ₿ ᵱ ˿ļᴴ Ľײ

ΣӾᵠ ᴬ₯̈́ꜞ ̕ẤԆ ὠΣẰὗ ם ̦˼₱ Έ֙ ѵ ₲ᴴω ȋ̃Ằ֩

ᵱ ᶞ˼ָאὠ һ Ȋ‚ Ίᴃ Σ ᴀ˿ ת ӾȊᾎᾃ Ӿ ˿ Ѡ ̝̥ ₯ļ

ᵱĸ Έ֙Ľ ᵷļᴴ Ľײ Ӿᵠѵ ₔҼѱ ȋ

（二）“主义”传播确证了现代化的民众主体性

Ѡ Ằ Φ̝̥ӡ ̕ ̾ Έ Φấ ļẰ ̒͟ ᴇ≠ ˵Ҽ͟

ᴇ≠ ΕĽe ᴛ ͟ Ѫ ᴇ≠ Έ֙ ᵱ ᾊ̶ ר ̸ ļ Έ֙

͟ Έ֙Ľfȋ

a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1098 页。

b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194 页。

c 《列宁选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408 页。

d  心美：《我们为什么出版这个〈劳动音〉呢》，《劳动音》第 1 期，1920 年 11 月 7 日。

e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422 页。

f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年，第 59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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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ẑ ӑ ͮ́ Έ֙́̈ả ͜ ᴀ˿Ѵ̕ μ ϩ ΦӶ ļכּ

̝̥˿ ᶞ ѩӑ Σ Ľaײ Ằ Έ֙ ̕ Σ̝ς ȋ̜ ў һ ẰḀ ᴞ

₲˼ ΣӶ Ằļ Έ֙Ľ ̝̕ς ω ₿ϩ ļ Σ ԈӶĽ ̜ļ Φ ᵱĽѱ ȋ

ᵌ כ̜ ֩ ᵱᵷļ͉ẑ ӾĽ ᴱּכ ᴋͮӡ Ӹ ļϩ ˼∑͟ ϸ

Ấ͟ Ľb ȋ Έ Σᴆ Ὤ ֙ μ ̈́ ᴆ ̈́ ғӾ

+ѵ ӺΊ ₲ ᵰᴨ Σ Ίļ ΣȊ᷈ ΣȊ ₲ ΣĽc ќһᴇ

ΣӶ ȋ │ר ᵱ̡ ϩ ̈́͟ ᵱ ̜ļᾊ ͟ לּ ̤͟ ↄΦ

לּ ᵱ ͟ Ӿ Ӷ ̤͟ ↄΦ Ӿ ᵱĽdȋᴛ ͟ὃ₯ ΣẰ Φ

ᵱ̝̕ςặν ȋ е ̕ẤѰ͕Ѧ Ѧ ᴰ Ȋ ᵷΗӻ ˿ Ѡ ̝̥̜͟

Ηӻ ίᴬ ̾̕Ấ Έ֙ ͟ ̝ς ȋ

̦ Ѡ ̝̥Ϊ ̜̕Ấ Έ֙Ӊ ↄ̾Ί̜͟ Ӊ Ҕ Έ֙ ϩ Ӷ

̾ Ί ̜̕ Έ֙ ӾỈ ͟ ẺȊϩ ΣӶ ̜ Έ֙ ̕

ΖШᴉᴴȋ

（三）“主义”传播确保现代化的人民利益诉求

Ѡ Ӷ̈́ ̝̥ Έ ҲļѰ͕̝̥˾ ̥ Ӿȋ

˾ ӆҲᴇפͮ ͮ́ҲᴇĽe Ѡ ̝̥˿⁵  ᴬ ȋӄ Ѡ ̝̥

+ ˵ ˾ᴋ̃ Ằ˾ᴯẤ₅₯̦ ļẕ̜ Ϩ ᴖ פ₲ Ľf פ͍ Ằ˾

ᴯẤ₅ ѵςּכ ˾ᴯ ↄ Ѡ ̝̥ ˿˾ᴯ ȊẤ₅ ᴬ ᾈ ᴊם Σ

Ӎ ȋ

Ѡ ̝̥ ⅓ Ѡ ̝̥ ˿̕Ấ Φ  ᵰּכ ԀӶ ᴬ̕Ấ ᴇ ѱ

Φ ̝ Ằ̝̥Ϊ ̕₯ Έ͕֙ Ӊ ς +ᵖ ѵ ̕Ấ Έ֙ ᴌ́ȋ ὠ

Ằẓּכļ ̝̥Ľ Ѡ ̝̥˿ļἲĽ ᴬ Φ̝̥ ϝѴ ļ↨ כּ ̈́ ͻ

ἲĽg ̝̥Ằ̕Ấ ̕ ȋ ѩ♩̕͟ ļб Φ ᵱ ӾĽh

̜₯̈́ Ѡ ̝̥ ļ˾ ͧͧ Ѵ‚ ₿Ѵ‚  ײ Ӿ ם Φ ᵱĽi ♩͟

Ѡ ̝̥ Ҕ ȋ ̊ ̕Ấ ₲ ᴀӺļ͉ẑת ӾĽȊԒ♩

Ќ‚ᵷ Ӿ ̀ ̝ ₯̕Ấặ ļι˾ᴛ˾ӺΊặ ᴃ Ľjȋᵧ Ằ І

͟ І͔̕ כּ ІѰ͕̝̥פ ᵷ ᵱ˿ ͕ ̂ פ μ ļ ӆ ẕặ

ӓĽk。Ȑ ᵧҾȑỈת Ѡ ̝̥ ̕Ấ ̝ О₲ Ҕ Ѡ ̝̥˿̕Ấ ᴬ

ļ Φ כּ Ί  Φб₯ Ľl Ȑў ȑẰᴇҾ ᴢᴘļԀӶ ̕Ấ 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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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ᴬ  Ҕ̕Ấ Ľa О₲₯̕Ấ כּ ̈́ļ Φ

Ľ Τўặν ˻ Ȑ Ấ ȑӭҾȐ ȑᵰᴨ Φ ѩ̾  ҕ ļ Φ

Φ ȋͮײ ˻ Ѫς Ľbȋ

Ί˻Ϣ Ѡ ̝̥ ΊẰ Έ֙ ̕ᴇ ω ˵ Ѵ ίᴬѵ

̕Ấ Φ ᴓ˵ ˿ Ѡ ̝̥ ₿Ѵ˿̕Ấ ᴬ ԀӶₔ˾ᴛһ Ӊ

̾ Ѡ ̝̥ ̕Ấ֙ᴇ≠ ᴴ ̜ ᾈ ̕Ấ͟ Ӎ ᾀἏ ȋ

̶ ר ̸ ļ Ѡ ̝̥ ̕Ấ ӹ ˻̾Ѫ Φ̝̥ Έ֙ Ấ ὠבּ︠ Ľc

 Έ֙ ̕Ấ Φכᴞᴋ ᵷ Φ ̝ ͔ ְ̕ ὑѲ ̦ ȋẰ Έ̕Ấ

Φ Εᵷכᴞ ˼ ̕Ấ Έ֙Ằכ ὗ ᴱ˿ Ѡ ̝̥ ̾ ˵

̾₯ ˼ Έ֙ ᴃѴ ₧ ̾̕Ấ Έ֙Ί Ѡ ̝̥ ̜Ἇ Ҳ

͔ ̾̕Ấ Φכᴞᴇ≠ ȋↄ  ̥ ͉ẑ Ѡ ̝̥ Ϊ ְ̜̕

ἲ ᴴᴒ Ϩᴛ ̜̕Ấ Έ֙ ᴴȊ Ȋ ₲ᵷӾӶ  ӈ ̾ Ε

Ӊ ̜̕Ấ Έ֙ ӓ Φ̝̥ ᴴȊ Ἠļ ᵱĸ Έ֙Ľ ȊἎ ͕ Ѧ ₲Ӷ + ↄ

͕ ӾӶ Ӿ̕Ấ͟ Έ֙ ˿ְ̕ Έ֙ ᴇ +

ᴴ ᵷכᴞ̝Ӿ ̕Ấ Έ֙● ΖШ ᵷכᴞ ȋ

The Spread of “Doctrine” and the Opening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during the May 
Fourth Period

SUN Shan
(School of Marxism, Shangha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Science, Shanghai, 201620)

Abstract: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was initiated in a specific historical context and social 
conditions, and it has established an essential connection with Marxism after multiple explorations. The May 
Fourth period stood for an era when Marxism was increasingly popular and widely disseminated in China, and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turning point in the process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and a critical phase for the birth 
of new paradigms. The spread of “doctrine” shows the general trend of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ocial modernization. As a historical process, Chinese modernization was motivated by the spread of “doctrine”, 
developed in the early dissemination context of Marxism in China and regulated by the “qualitative stipulation” of 
Marxist theory on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To explore the implication of “history genesis” of the path to Chinese 
moderniz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focus on the grand historical view of national rejuvenation to grasp the historical 
situation of the opening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and trace back the logical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spread of 
Marxism and Chinese modernization during the May Fourth period. An in-depth study of the spread of “doctrine” 
can regulate and cultivate the socialist direction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the path of “revolution-modernization”, 
the leading force and the fundamental driving force; and then reveal the inevitable logic and historical support of 
the opening of the path to Chinese modernization from a holistic perspective.

Keywords: May Fourth Period, Spread of Marxism, Chinese Moder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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