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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史研究
周　颖

（南宁师范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1）

摘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史结合了历史学、传播学、

新闻学、哲学的理论知识，属于跨学科的重要概念。笔者在这里

强调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主要是五四运动前后这一历

史阶段，十月革命爆发时至五四运动发生后，即1917年至1922年。

文章将以传播学史的视角分析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中国化进程，从

传播环境、传播对象、传播内容、传播者、传播媒介、传播效果

六个维度分析，进行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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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传播环境 - 顺势而为传播马克思主义

《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以及《法俄革命之

比较观》的发布，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开始传播。马克思主义

在中国早期传播并且传播迅速的原因是符合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

社会的中国独特的国情。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资产阶级民主共

和制等制度理念在中国连连受挫，此时，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炮响，

给前路迷茫的中国带来了新的曙光。先进的知识分子首先看到了

促使十月革命成功的重要理论 - 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强烈

革命性、批判性和实践性符合当时先进知识分子追求救亡图存道

路的实用主义理念。此外，马克思主义本身具有将困苦的底层群

众解救出牢笼、实现共产主义的核心理念，在当时饱受战乱和动

荡的中国，具有充足的传播环境。时机恰当，环境充足，因此马

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是呈现迅猛之势的。这和马克思本人

的政治传播环境观也是一致的，1870 年普法战争爆发后，马克思

认为“战争所引起的种种情况将给我们的原则提供最好的宣传材

料。”于是他参加实践斗争并且与恩格斯完成战争内容的国际宣言，

促进了国际工人协会的发展。

二、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内容逐渐深入

笔者在对《新青年》《晨报》《时事新报》《民国日报》《东

方杂志》《今日》《建设》《天平洋》《学艺》《每周评论》《先驱》

《北京大学日刊》在 1917-1922 年的刊载文章名称进行文本分析后，

发现马克思主义的在这一阶段的早期传播分为两个阶段，五四运

动爆发前（1917 年 -1919 年）和五四运动爆发后（1919 年 -1922 年）。

五四运动爆发前的传播方式以翻译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翻

译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的相关著作和杂志为主，属于译介状态，马

克思在此时属于简单的传入状态。“唯物史观正确地揭示了人类

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阐述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关系，指出经

济构造是社会的基础，因此在解决社会的根本之途，应该首先解

决旧的政治经济制度。”此前先进的知识分子从思维意识形态方

面认识中国和国际，忽视了社会物质生产和生活，因此革命历程

艰难，而唯物史观揭示出的内容正是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迷茫的

部分。唯物史观基础上的社会革命论恰好解决了这些问题，让先

进的知识分子们眼前一亮，纷纷翻译著作并且解读。

五四运动爆发后，青年运动的成功让人们见识到了马克思主

义的成功性，关注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多，随着工人阶

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工农群众地位的提升，传播对象发生变化

的同时，传播内容也在不断深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过程

也是政治传播的过程，先进知识分子通过传播马克思主义来宣传

政治政策，影响受众的观念、态度和行为，动员广大工农群众参

与革命斗争。传播方式以国人自撰文章为主，国人直接解读马克

思主义理论的文本内容，属于自发性自觉性强的状态，并且结合

当时的国情呈现本土化趋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趋势明显。

因此，五四运动这一总的历史时期，传播内容是由初始十月

革命胜利的马克思主义印象冲击到转译马克思主义著作进行文本

理解，最后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开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现

实分析与应用，传播内容是逐渐深入的。先进的知识分子认为马

克思主义由三部分构成，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

又具体为阶级斗争学说、剩余价值理论和无产阶级专政，剩余价

值理论传播如陈昭彦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周佛海的《介绍

马克思经济学说》。传播内容主要是宣传十月革命、介绍马克思

主义唯物论、政治经济学、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并且以唯物史

观为主得出社会主义革命论，着重强调“阶级斗争学说”，将马

克思主义作为理论武器号召国内革命，发展青年运动。虽然传播

趋势迅速，但是内容上过于强调阶级斗争、追求唯物史观，忽视

了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的组成部分—辩证法。

三、传播者对马克思主义迅速传播的重要作用

“如果你想感化别人，那你就必须是一个实际上能鼓动和推

动别人前进的人。”这是马克思对于政治传播者的要求。恩格斯

也曾提出好的政论家需要智慧、思想、风格和知识。传播者作为

传播活动的主要发起者，其本身传播素养的高低能够决定传播活

动的成败，因此传播者应该具备充足知识能力和坚定的思维意志。

首先扛起马克思主义传播大旗的传播者是李大钊，他的受教

育经历丰富，接触国外的政治经济学教育充足，善于利用多种传

播手段进行传播。不仅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马克思的经

济学说》等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解读文章，还在《由经济上解释中

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一文中，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研究，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反驳胡适的“研究问题”，开始了

大众媒介展开马克思主义论战的浪潮。此外，1920 年李大钊成

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同年受聘为北京大学政治学科教授，开设

“唯物史观研究”“史学思想史”“现代政治”系列讲座、“社

会问题”演习课、“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社会主义史”等马

克思主义相关课程。从营造马克思主义的相关舆论到开展多种学

术活动，运用时评、辩论、讲演授课、学术论文等多种方式传播

马克思主义。

作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人物陈独秀，三赴日本接触马克

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创办五四运动重要阵地刊物《新青年》，发

表的《社会主义批评》《马克思学说》阐释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

理论。政治传播中的传播者自身就是最重要的媒介，一言一行都

会直接影响到传播效果。基于此，诸多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纷纷凭

借开阔的思维、坚定的意志、丰富的学识促进着马克思主义的早

期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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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传播对象由先进的知识分子到广大的工农群众

传播时应该保证传受双方具有共同的符号意义空间，否则在

解码的时候就会出现误读，因此，直接将国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引进国内的思维方式是行不通的，必须要转化成符合本国国人能

够读懂的语言符号，因此，传播对象的选择是十分重要的，将外

来的马克思主义与本土的国情真正的融合不等于简单做加法，此

时，合理的传播对象则是实现这种融合的重要前提。早期马克思

主义的传播对象是社会中的精英知识分子，这批人对于先进知识

的接受性更强，在此阶段，李大钊等少数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知识

分子从人文理性的视角出发，向正在寻找救国方案的先进知识分

子介绍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用理性的方法去进行分析，

并且配合学派之间的辩论加以宣传，主要目的是用理性的方法说

服人心，先说服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

随着中国工农运动的开展，传播对象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由少数文化精英发展到一般大众，广大的工农群众成为主要的传

播对象。恩格斯在论述社会主义政治传播的策略时强调“根据我

们的已经由长期的实践所证实的看法，宣传上的正确策略并不在

于经常把个别人物和成批的成员争取过来，而在于影响还没有卷

入运动的广大群众。”因此李大钊等少数马克思主义早期支持者

在研究了一番后，根据广大的工农群众文化水平相对较低的情况，

采用贴近生活，较为感性的方式去传播马克思主义，并且有意识

的去规避一些晦涩难懂的语言和空洞的说教，立足于工农群众身

边实际发生的事件，传播语言更加通俗易懂和具体形象。

五、传播媒介呈现多样性、灵活性特点

传播媒介作为连接传播者和受众的重要途径，是扩大传播内

容传播范围的重要手段，是影响传播效果的主要因素。传播媒介

的多样性能够促进传播内容的广泛覆盖。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传播

媒介有传统报刊、共产主义小组中各级党组织的刊物、大学校园

和工农学校中的课堂教育，此外，马克思主义支持者积极深入到

工农运动中，与工农日常生活密切接触并进行人际传播，其本身

也是一种传播媒介。这个时期的传播媒介呈现灵活性，多样性的

特点，即抓住一切可利用的工具传播马克思主义。

五四运动后短期内的马克思主义报刊创办呈现出雨后春笋之

势头。报纸中较为著名的是《民国日报》《时事新闻》，杂志中

的《新青年》《每周评论》《星期评论》《湘江评论》等也纷纷

创办并刊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如《新青年》上刊发河上肇著、

渊泉译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兆熊的《马克思学说》、刘秉

麟的《马克思略传》。《晨报》刊发渊泉的《近世社会主义鼻祖

马克思之奋斗生涯》、徐松石的《社会主义之沿革》等文章都促

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随着 1920 年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这一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形

式出现，马克思主义传播也进入到有计划、有组织的阶段状态。

大量的书籍翻译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工作开展，诸如陈望道译的《共

产党宣言》，次川翻译的《科学的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经典

著作就有 20 多种。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创立的《共产党》月刊，积

极介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其他的共产主义小组纷纷办报，充分

研究受众的特点，创造出共同的符号意义空间，以通俗易懂的语

言符号对最广大的工农群众进行传播，如《劳动界》周刊、《劳

动者》周刊和《上海伙友》《机器工人》《工人周刊》等杂志，

指出：“只有实现社会主义，大家才能有饭吃有衣穿，要实现社

会主义，唯一的靠着，就是联合。”与此同时，各种学习马克思

主义的新刊物和新社团相继建立，以北京、上海为阵地向全国辐射。

1921 中国共产党成立，党团传播网络也开始搭建起来，传播

方式变得更加多样化，传播媒介之间存在合作。以李大钊为首的

早期共产主义者还利用演讲的方式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群体传

播，如 1922 年李大钊于北京大学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的演讲》，

其讲稿由黄绍谷整理刊发在《晨报》和《民国日报》上。除了传

统报刊和演讲活动，学校内的教育传播也是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

的方式之一，陈启修受邀为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发起的“马克思主

义研究会”讲解《资本论》。此外马克思诞辰一百零四周年的纪

念大会在 1922 年召开，当日上海学界发放了两万本马克思纪念册，

以此来传播马克思的重要思想。

六、从思维到行动的双重传播效果均实现

传播效果分为瞬时性和历时性两个方面，瞬时性指传播活动

短时间内对受众思想、观念、态度和行为的影响；历时性方面则

是指传播活动对受众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长阶段影响，在潜意

识里改变受众的认知基模。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达成了两个度量

标准。瞬时性上是支持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和支持革命的群众数量

的增加。历时性上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植入广大工农群众的脑海之

中，这是后来中国革命取得完全胜利的基础。

传播者和传播媒介的多样化促进了国际共产主义和马克思理

论的传播，号召一批青年知识分子参与革命运动。早期的青年知

识分子中向外主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逐步转变为坚定的马

克思主义者，并且通过深入实践参与工农运动后发布一系列马克

思主义的宣传文章，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七、对于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反思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研究政治传播时提到“传播的理论必须是

科学的、真正的无产阶级性质的；这种传播的成功与一定的社会

物质条件变化相联系。”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并不是对

本土文化的否定，也不是外来文化的普通移植，而是在本土的文

化架构上繁衍出新的文化内容。而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中国

早期传播中迅速发展，是由于其自身的先进性和实用性，自身光

芒耀眼下，大众媒介是加持效果，因为其自身就难掩其价值。当

然，要结合中国的实际国情来研究马克思主义、传播马克思主义，

才能实现最佳的传播效果。

参考文献：

[1] 吴艳东，李强 .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与大众化 [J].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05）：20-24.

[2] 刘佳 . 从政治传播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心路历程 [C] 马

克思主义传播研究（第 1 辑），2014：195-200.

[3] 邓绍根，张文婷 . 马克思主义在华早期传播与马克思主义

新闻观中国化萌芽 [J]. 新闻与传播评论，2018，71（03）：5-16.

[4] 李军林 . 大众传媒在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中的作用 [J]. 当

代传播，2007（05）：14-18.

[5] 陈力丹 .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政治传播思想 [J]. 北京理工大

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7（03）：162-165.

[6] 李一冉 .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传播方式研究 [J].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0，22（02）：89-95.

作者简介：周颖（1995-），女，汉族，硕士研究生在读，南

宁师范大学，研究方向为对外传播、广告与品牌传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