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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_E7_A0_94_c73_606824.htm 第四章 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一、

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 1.北洋军阀的统治 北洋军阀是在清朝

末年由袁世凯建立起来的封建的买办的反动政治武装集团。

他们以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作为自己的主要社会支柱，

以外国帝国主义作为自己的主要靠山。军队是封建军阀专制

统治的主要支柱。 2.新文化运动与思想解放的潮流 1919年五

四运动以前的新文化运动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新文化反对

封建主义的旧文化的斗争。 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口号民主和科

学。 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反封建的思想解放运动，具有伟大的

历史意义：对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提倡，有振聋发聩的作

用；使人们敢于冲破封建思想的牢笼，去进行独立思考；在

社会上掀起了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 五四以前新文化运动的

局限：第一，所以从根本上说，提倡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并

不能为人们提供一种思想武器去认识中国，去有效地对中国

社会进行改造；第二，离开改造产生封建思想的社会环境的

革命实践，仅仅依靠少数人的呐喊，依靠有限的宣传手段，

要根本改造由这种社会环境产生的思想、所造成的国民性，

是不可能的；第三，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方法，影响了这个

运动后来的发展。 3.十月革命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十

月革命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世界性的历史事件。它昭示

人们，资本主义制度并不是永恒的，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

众一旦觉醒起来、组织起来，完全可以依靠自身的力量创造

出维护绝大多数人利益的崭新的社会制度。 4.五四运动：新



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1919年5月爆发的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

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事件。这个运动是在新的时代条件和社

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 首先，是新的社会力量的成长、壮大

。其次，是新文化运动掀起的思想解放的潮流。再次，是俄

国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影响。（五四运动的直接导火线，是巴

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 五四运动的历史特点有：第一

，五四运动表现了反帝反封建的彻底性；第二，五四运动是

一次真正的群众运动；第三，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

中国的传播及其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 二、马克思主义进

一步传播与中国共产党诞生 1.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 

（1）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队伍（三种类型） 首先，是五四

以前的新文化运动的精神领袖。其代表除李大钊以外，就是

陈独秀。其次，是五四爱国运动的左翼骨干。其代表为毛泽

东等。再次，是一部分原中国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时期的

活动家。其代表为董必武等。 （2）早期马克思主义思想运

动（特点） 第一，重视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学习，明确

地同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主义划清界限。第二，注意从中国

的实际出发，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第三，开始提

出知识分子应当同劳动群众相结合的思想。 （3）新文化运

动的发展 重视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明确同第二国际的社会

民主主义划清界限。注意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学习、运用马

克思主义的理论。开始提出知识分子应当同劳动群众相结合

的思想。 2.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 中国共产党的

早期组织“南陈（陈独秀）北李（李大钊），相约建党；各

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 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活动：研究

和宣传马克思主义，进行三次论战（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关



于社会主义的论战，同无政府主义论战）到工人中去进行宣

传和组织工作；进行关于建党问题的讨论和实际组织工作 3.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及其历史特点 中国共产党是在特定的社会

历史条件下成立的；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工人运动的

基础上产生的。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

义理论为基础的党，是一个区别于第二国际旧式社会改良党

的新型工人阶级革命政党。 三、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1.制定革

命纲领，发动工农运动 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中国革命就展现

了新的面貌：第一，第一次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

纲领，为中国人民指出了明确的斗争目标。中共二大制定了

党的最低纲领（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统一

中国为真正民主共和国）与最高纲领（实现社会主义、共产

主义）。第二，开始采取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政党

和政治派别没有采取过、也不可能采取的革命方法，即群众

路线的方法。通过领导群众的斗争，中国共产党密切了同群

众联系，党的自身建设也由此得到了加强。 2.实行国共合作

，掀起大革命高潮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的成功召开标志着第

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大会提出新三民主义（在民族主

义中突出了反帝的内容，强调对外实行中华民族的独立，同

时主张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在民权主义中强调了民主权利

应“为一般平民所共有”，不应为“少数人所得而私”；把

民生主义概括为“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两大原则，并

提出要改善工农的生活状况）新三民主义同中共在民主革命

阶段的纲领基本一致，因而成为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 1925

年至1927年在国共合作的条件下在中国发动了反帝反封建的

大革命，1927年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大革命最终失败。大革



命失败的原因从客观方面来讲是由于反革命力量的强大，资

产阶级发生严重的动摇、统一战线出现剧烈的分化，蒋介石

集团、汪精卫集团先后被帝国主义势力和地主阶级、买办资

产阶级拉进反革命营垒里。从主观方面来说是由于中国共产

党的在大革命的后期犯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的

错误，放弃了无产阶级对于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

族资产阶级的领导权。但是大革命仍然是不可磨灭的历史意

义，实际上是未来胜利的革命的一次伟大的演习。中国共产

党人进行了轰轰烈烈的革命工作，开始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的途径，初步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

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并且从大革命的失败

中汲取了严重的历史教训，开始懂得土地革命和革命武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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