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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基本经验及当代启示
乔丽雯 周铖慧

西北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3

【摘要】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因此，在新媒体蓬勃发展的今天，

如何巩固马克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就显得至关重要了。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从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

的经验出发，探寻新新媒体环境下培育意识形态的方法是借鉴，也是启示。青年使用报刊有效地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

促使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快速传播，这种宣传方式对新媒体环境下的意识形态建设有重要的启示作用。所以通过总结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经验，有针对性的提出了培育青年意识形态的三种方法：一是使用新媒体时注重语言表达方式；

二是主流媒体和高校思政同时发力；三是文化艺术界同主流媒体形成统一宣传阵线，以此来更好的对青年进行意识形态教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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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前的五四运动，表现中国反帝反封建的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五四运动
的成为文化革新运动，不过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
级民主革命的一种表现形式”。在这个时期，青年学生
作为五四运动的主体，同时也肩负着弘扬和传播马克思
主义的历史使命。作为传播多种思想的载体——当时的
主要媒体——报刊，在五四时期对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
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二者相结合，让马克思主义在
中国大地开花结果。

1 从文学角度撬动了封建思想为马克思主义宣
传奠定了思想基础

由于新文化运动使报刊开始广泛使用白话文，白
话文的使用促使文字更加贴近了广大青年学生的生活，
同时也影响了青年的思想解放。把青年从传统封建思想
中解放出来，在重塑价值观的过程中更容易接受马克思
主义。

五四时期报刊的主要内容其实集中在思想文化启
蒙领域。为了将人们的思想从封建陈旧的思想中解放出
来，首先要变的就是语言表达方式和表现形式，使文字
不再是封建贵族的代表，而是普通大众都能够使用的工
具。为了解放人们的思想，胡适在其文章《文学改良刍
议》中，就文体改革这一问题发表了评论。正如毛泽东
评述的：“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
觉悟的成分。”因此，也正是胡适、陈独秀等知识分子
倡导的新文化运动，使文化落下凡尘，不在是遥不可及
的东西，这一举动也为后来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奠定了思
想基础。

2 进步学生为马克思主义传播奠定了人员基础
纵观历史，在新旧社会交替之际思想种类是最为

多元的。在五四时期，在旧的封建文化即将消亡的时候，
从西方传入的新思想影响着民国时期的进步青年学生。

毛泽东在《‘七大’工作方针》中提出了五四运
动对党的作用：“我们那个时候学习作白话文，听他说
什文章要加标点符号，这是一大发明，又听他说世界上

有马克思主义。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动，
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
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
后头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在那个社会动荡、列强侵掠、
政府腐败无能的中国，青年们不仅没有被这些黑暗打败，
而且积极面对和解决问题，力求用西方先进技术、先进
经验来挽救中国。这种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使得马克思
主义作为救国救民的一条道路，被青年学生们选择。而
且知识分子“能够和工农一道，参加和拥护革命。马克
思列宁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广大的传播和接受，首先也是
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革命力量的组织和革命事业
的建设，离开革命的知识分子的参加，是不能成功的。”[3]

因此，这种不惧黑暗、勇往直前的爱国主义和积极联系
群众的精神推动了我国一次次的改革。也为马克思主义
在中国遍地开花奠定了人员基础。

3 各大报刊统一战线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奠定
了载体基础

由于青年关注时事热点，所以为了多给青年发表
评论的机会，各大报纸都创立了副刊，随后副刊的兴起
也使得青年学生更加关注国内外时政新闻，进一步刺激
了青年的爱国主义情怀。

五四时期的青年对于国际时事是十分关注的，尤
其特别关注与国家利益息息相关的巴黎和会以及影响中
国未来前途命运的南北和会。一方面，由于这种高度的
关注，才能使得巴黎和会外交失败的消息一传入国内，
就引起了广泛的讨论。而且青年学生在 1919 年 5 月 4
日下午，由北京大学等 13 所大专院校的多名爱国学生
组成的学生集体，在天安门前集会，随后举行游行示
威。另一方面，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为了适应学生这种
关注时事的大环境，创办了一份关于政治时事评论的报
纸——《每周评论》。这份报纸的创立使青年更加容易
了解和思考时事新闻。在五四运动的后期，《每周评论》
与《新青年》相互配合，成为了李大钊等人宣传马克思
主义思想、宣传俄国十月革命伟大胜利的主要阵地。为
了坚守阵地，使更多的青年学子关注时政，激发他们的



119

ISSN:2705-1277(Online) ;2737-4130(Print) ，教育教学研究（2） 2020.2 ISSN:2705-1277(Online) ;2737-4130(Print) ，教育教学研究（2） 2020.2

爱国情怀，因此除了《每周评论》的创办，各大报纸的
副刊也大量兴起。尤其是当时社会赫赫有名的“四大副
刊”——《晨报副刊》、《京报副刊》、《觉悟》（《民
国日报》副刊）、《学灯》（《时事新报》副刊），这
些副刊在当时社会都是极具影响力的。虽然这些报刊在
当时的侧重点并不相同。但是在五四运动的后期，都为
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加大了马克
思主义在群众中的影响力。

各大报刊的统一战线和对五四运动的统一评价，
使青年认识到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过程中，媒体有
着重要的作用。所以为了进一步传播马克思主义，全国
各地的青年纷纷在自己家乡办刊和组建各式各样的研究
小组或讨论会，进一步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

一方面，1919 年 5 月 5 日，北京的各大报刊都报
道了“五四事件”。《晨报》详细报道了学生的游行活
动，并在此后发表了多篇支持学生的评论。随后天津的
《大公报》、上海的《申报》、《时事新报》、《民国
日报》也都就五四事件做了集中报道。除此之外，《每
周评论》一连 5期详细报道了五四学生运动的前因后果，
而且发表了对五四学生运动的高度评价，第一次将这次
学生爱国运动称为“五四运动”，赞扬它是中国学生和
中国人民的“创举”，第一次提出学习“五四精神”，
即在关系中国民族危亡的时候所表现的“学生牺牲、社
会制裁和民族自决”的精神。

另一方面，受五四精神影响的全国各地的青年学
生纷纷响应《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号召，在各地
创办了报刊，其中大部分的报刊都在宣传马克思主义。
比如毛泽东、蔡和森在长沙创办的《湘江评论》和周恩
来主编的《天津学生联合公报》之类具有较大影响力的
政治报刊外，还有北京中国学生会创办的《少年中国说》、
在武汉出版的《学生周刊》、浙江的《双十》周刊和《钱
江评论》、四川的《四川学生潮》等。

4 当代启示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大会上

强调：“马克思给我们留下真的最有价值、最具影响力
的精神财富，就是以他名字命名的科学理论——马克思
主义”[4]。马克思主义作为立党立国的指导思想，为国
家建设、发展和改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让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深入新时代青年的内心，必须做好
宣传思想工作，“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
导地位”[5]，促使青年积极向党和国家靠拢，发挥“新
时代中国青年的使命，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同人
民一道，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4.1 新媒体的使用注重语言表达方式
五四时期，由于白话文的推广使当时的青年学生

有了思想解放的机会。同时也使文字不再是封建贵族的
特权，而转变为人人都能学到的东西。因为文字的转变，
人们的语言也变的更加“接地气”，语言方式的转变便
于广大人民群众了解马克思主义。所以在新时代，我们
对青年的宣传工作就起内容而言要努力贴近青年需求、
青年生活、青年实际，才能激发青年学生的情感共鸣和

思想碰撞，化单向灌输为双向交流。因此，使用他们易
于接受的语言表达形式来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就显得十分
重要。

利用表情或者表情包使原本枯燥无味的理论知识
变的更具有趣味性，使青年更容易理解段文字所蕴含的
意味。合理使用网络语言。网络语言参差不齐，合理运
用网络语言的能够拉近与青年的距离，降低青年学生对
思政教育的抵触感，以便于更好地进行教育工作。

4.2 主流媒体坚持新媒体阵地不动摇
主流媒体坚持党性原则，可以在“‘乱花渐欲迷

人眼’的诱惑干扰面前，保持‘乱云飞渡仍从容’的政
治定力”[7]，同中央声音相一致，不为错误思想言论提
供传播渠道。所以，只有主流媒体主动出击，才能在新
媒体信息繁杂的环境下，开辟出属于自己的青年宣传阵
地。

五四时期的报刊和青年都十分关注国家时事热点，
青年会根据时事热点在报刊上发表一些自己对于救国道
路、救国思想的评论。这极大提高了五四时期青年在面
对热点问题时的分析能力和判断力。由于新媒体信息种
类繁杂，使当代青年无法接受到全面系统的信息，进而
判断力底下、分析问题的能力也严重不足。但其传播速
度快，因此利用这一特点，主流媒体因积极宣传弘扬主
旋律、传播正能量，有助于青年产生共鸣；在大是大非
和政治原则问题上做好三个主动：“增强主动性、掌握
主动权、打好主动仗”[8]，这样有助于增强青年判断能
力和分析问题能力。

因此，主流媒体要及时回应社会热点，积极解读
国家政策。首先，新媒体时代，我国的主流媒体，比如
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网等都入住了新媒体平台。
由于网络信息传播速度快，遇到社会关注度较高的事件，
这些主流媒体都应及时发表评论，引导广大青年学生进
行思考该热点问题的真假和价值。其次，新媒体时代信
息传播速度快，也就意味着上网的青年学生每一天接触
的新闻都是不一样的，这就要政务微博在一些正能量的
话题上，多多重复。政务微博“共青团中央”，它是共
青团的官方微博，从其入驻微博开始就一直在引导青年
学生关注社会基层人员和保家卫国的战士们。而且由于
其组织的特殊性，每当它发布信息时，各省市的官方共
青团都会进行转发和评论，以此来扩大影响力。最后，
各高校官方微博或微信等新媒体账号在发布学校通知的
过程中，要紧跟主流媒体的步伐，将国家政策的解读以
及社会热点问题的评论等转载给各自学校的青年学生，
以此来提高他们关注新闻热点和分析问题的能力。各高
校同主流媒体联合起来，就会形成一张巨大的网，这样
在潜移默化中就能够提高青年学生的判断能力和对国家
时政热点的关注度。

4.3 文化艺术界同主流媒体形成统一宣传阵线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正如习近平总书

记强调的：“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
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因此，为了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一伟大事业，需要伟大
精神的引领。而伟大精神的形成，文艺的作用必不可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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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时期，各大报刊对五四事件的报道和评论都
是相辅相成的，这样就使当时的青年学生越发坚定自己
得到了认可，自己做的事情是正确的，应该沿着正确的
道路走下去。这也就使得他们愿意为正确的事情前赴后
继，勇往直前，也就形成了为国家富强、民族独立而不
懈奋斗的爱国主义精神。新时代的青年关注演艺界，而
且由于新媒体的交互性，青年粉丝关注的明星会对他们
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文艺界同主流媒体统一宣传阵
线，努力弘扬引领伟大事业成功的伟大精神。

因此，首先具有影响力的文艺界人士与主流媒体
相配合。文艺界人士应是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
先倡者，通过优秀的文艺作品和自己德艺双馨的优良品
格，彰显时代进步、记录伟大实践，从而影响其青年粉
丝朝气蓬勃的迈向未来。其次，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
与主流媒体相配合。近些年随着日剧、韩剧、美剧和英
剧的传入，青年对电视剧和电影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国
产剧尤其是国产的抗日神剧已经成为了粗制滥造、无人
问津的代名词。文艺作品所传播的思想却恰恰可以做到
潜移默化的深入人心。正如习近平总书记说的：“文艺
队年轻人的吸引力最大，影响也最大”。所以文艺作品
一定要和主流媒体所宣传的思想相一致，促进青年爱国
主义意识的形成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例如电
影《战狼》、《红海行动》等特效的投入和主旋律的弘扬，
都对当代青年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电视剧《伪装者》、
《红色》等通过对抗日战争的真是描绘，让青年体会到
了中国从 1840 年走到今天的艰辛历程，对新时代青年
责任意识的形成起了一定的作用；从《魁拔》到《大圣
归来》，国产动漫紧跟主流媒体宣传中华民族自强不息、
艰苦奋斗的民族精神；从《那年那兔那些事》到《领风
者》，国产动漫紧跟主流媒体宣传爱国主义精神和马克
思主义的科学性。所以优秀的文艺作品要与主流媒体相
配合，形成良好的传播环境。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我国进入
了新时代的重要判断，新时代就意味着出现了和以往不
同的新特点。主要矛盾的变化说明了我国日后的主要
任务是解决生产力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目的是
为了实现两个百年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国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新时代的青年是第一个百年目标的见证者，
也就是新时代的青年从出生到现在见证了我国的飞速发

展；新时代的青年也是第二个百年目标的奋斗者，我国
将在新时代青年的奋斗中实现在 2050 年将我国建设成
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
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说的：“现在在高校学习的大学
生都是 20 岁左右，到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很
多人还不到 30 岁；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时，
很多人还不到 60 岁。也就是说，实现‘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你们和千千万万青年将全过程参与”。由此
可见，新时代的青年肩上责任重大，为了让青年肩负起
历史重任，首先要做的就是在思想上让青年树立正确的
价值观，为全体中国人民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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