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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成为近代中国之选的历史必然性

西安培华学院  陕西西安  710125

鸦片战争爆发以后，英国人迫使中国打开了国门，

从这一时代起我国就走向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样

的社会性质从根本上就决定了我国要想重新得到民族独

立和人民解放，就一定要展开强有力的反抗。

近代伟大革命家康有为、梁启超发起了维新运动，

想要让以资本主义为基础的君主立宪制度在我国构建起

来。然而，尽管在政治层面上他们没有直接对封建君主

制进行根本意义上的否定，但是从思想上能够看出，他

们依然在对封建纲常伦理进行惯有的维护，他们希望可

以借助光绪帝的力量，能够在符合法律的情况下进行全

面改革，让更多的人参与到政权当中，如资产阶级以及

开明人士等，进一步的促进君主立宪的有效实现。事实

上，这两者是存在很大矛盾的，立宪派与封建帝国主义

本身就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再加上软弱与妥协，最

终的失败也是可以预见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代表是我

们熟知的孙中山先生，他们以“三民主义”作为革命旗

帜，想要将中国变成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性质。然而，这

样的旗帜也存在很多不足的地方。首先，民族主义并没

有从根本上对帝国主义提出反对；其次，民权主义实际

上也只是涉及到了“精英”的权利，对于普通百姓的权

利并没有予以过多关注；最后，民生主义的操作性也不

够强。因此，中国依然没有从真正意义上拜托半殖民地

半封建，还在继续摸索。旧民主主义革命所呈现出来的

种种失败足以表示：中国革命要想获得真正的胜利，必

须要拥有先进的政党阶级和科学理论。历史的进程迫使

这样一个阶级政党的到来，因此中国共产党就顺应着时

代的发展出现了。

在清朝末期，民国初期的时候，在思想文化当中所

体现出来的封建专制主义一共呈现出了两种形式：第一

种形式是对外文化的“自大主义”；第二种形式是对内

文化的“专制主义”。这两种形式彼此联动，也彼此推

进。十八世纪末期的时候，中国内部的思想专制以及对

外的自大主义都随着君主专制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对内大兴文字狱，对外傲慢自大，不仅拒绝了马嘎尔尼

访华使团的通商请求，还对自己的“天朝”夸夸其谈。

在那个时期，全球资本主义都展开了迅猛的发展，然而

清朝统治阶级依然沉醉于幻想之中的“天朝上国”，对

自己的无知和任性肆意妄为。中国社会真正的受到震慑

还是由于先后两次鸦片战争的彻底失败，有识之士才从

迷雾中走出，愿意接受新世界。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

我国对西方社会的文明终于有了深刻的了解，虽然还有

一部分封建官僚主义执着的坚信中华文化远远优于西人

礼乐教化，但是也慢慢的开始对西方制度和文化予以正

视。到了新文化运动时期，终于达到了质的飞跃，以往

所探讨的更多是器物或制度，然而现在更加强调的是深

刻的文化和心理层面。人们已经大力的宣传“科学”和

“民主”，对旧的思想、文学和道德等做出了强有力的

反对，提倡接纳“新”事物，这使得封建儒家思想的合

法性受到了剔除。自此，中国社会和文化都越来越开放，

越来越宽容，这为百姓群众接受马克思主义营造了一个

广阔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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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受到西方文明强有力的冲击之后，中国封建主义

的盲目自信彻底破灭了，然而西方资本主义本身也存在

着很多固有的问题，渐渐的也丧失了原有的魅力。对于

我国人民群众，特别是知识分子来说，他们自然而然产

生的价值追求就是寻找出一条既能超越封建主义，也能

够优于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马克思主义就兼具这样的

高贵品质，它顺应了时代的需求，自然就是中国知识分

子“双重超过”理想的最佳选择。

对于知识分子来说，这种理想并非学术命题，也并

非一个响亮的口号，它属于一种崇高的追求，是作为自

觉实践而存在的。事实上，他们也许并不会把自己的理

想与“双重超越”吻合起来，然而他们所展开的一切行

动都是为这个理想的默默服务。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都

会社会现实以及自身的情况带有不满情绪，他们的理想

欲望也就会变得愈加强烈，因此实践动力和实现可能也

会随之变得更强。

西方列强的一系列动作让国人深深的感受到了背

叛，也正因如此，中国社会终于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做

出了深刻的反思。一战后，全球范围内都盛行着民族主

义和民主政治。种种迹象表明，中国身为战胜国之一，

向往自由、民主、富强的道路充满希望。巴黎和会上的

不平等条约，再一次激起了国人的爱国之情。西方列强

的屡屡背叛使得中国人的情怀被燃气，也使得民族情绪

渐渐的开始朝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敌对。所以，“双重超

越”的情怀也因此变得更加炙热。

十月革命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重大，将其由抽象转

为了具体。人们一直都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

迫下挣扎着，他们一直想要寻求民族独立和解放，十月

革命的胜利恰逢时宜的给人们指出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

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此都大为震撼，不管身处何位，

都感叹其伟大的力量。在十月革命以后，苏俄也对华实

行了恰当的政策，中国知识分子对俄国革命政权的好感

度也变得越来越高，进一步深化了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

义指导思想的兴趣。

在此时期，除了十月革命以外，其他各国也相继爆

发了很多社会主义革命，例如德意志、奥地利等国家。

资本主义世界产生了空前的动荡，然而社会主义运动却

在加快兴起，两者自然而然的就形成了显著的对比。十

月革命的指导思想，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在全球范围内

的革命当中崭露头角。

马克思主义本身就具有很多良好的特性，例如科学

性、人民性以及实践性等，这也是为什么历史和人民都

会将其作为最终之选的原因。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以下

几点优势：首先它是符合科学依据的；其次它拥有科学

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此外它还具有革命性质；最后它还

具备革命斗争精神。马克思主义即关系着无产阶级，又

与人类解放密不可分，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有力的批判

和否定，帮助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树立正确思想就是其

根本的任务。马克思主义之所以会在中国快速发展壮大，

被群众所接受，离不开其自身的科学性、革命性以及人

民性等，不仅为进步知识分子所热衷，还极快的发展成

为以思想界主流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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