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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显然是中国无产阶级最有效的理论思想

武器。进入近代以后，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和社会

主义基本建设的完成，都是在用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武器

的情况下通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进行几十年的英勇斗争

取得的。1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二百年的大会

上指出，“马克思主义不仅深刻改变了全世界，也深深的

改变了中国社会”。马克思主义形成在 19 世纪 40 年代左

右，1848 年的《共产党宣言》是它的形成标志。但是它

传播到中国的时间是上个世纪 20 年代左右，之所以马克

思主义久久不传到中国，是因为上世纪 20 年代之前的中

国社会还不具备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社会条件。哲学的产

生是对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层面上的理论反映，但只有

真正哲学才是一个时代精神的精华所在，马克思主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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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时代的精华，因此当时中国社会的落后导致赶不

上其时代的步伐。

近代以来，为了探寻一条真正的救国存亡的真理，

中国人民进行了各种的尝试，那时摆在他们面前的有各

种各样的理论选择，但到最后中国人民选择是马克思列

宁主义。恩格斯：“每一种时期的理论思维，以及我们所

处时期的理论思维，都是一个历史产物”。任何一种哲学

思想都是一个时代政治经济发展的产物，因此，在中国

的社会发展需求中由历史经验总结中得出了马克思主义

指导思想的地位。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强大的思想武器，

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使得我国的革

命面貌瞬间焕然一新，因此也可以说正因为是马克思主

义思想的运用使得中国从水深火热中摆脱出来发现了自

己前进的道路，将其成为独立富强的全新中国。自从鸦

片战争（1840）年以来，中国既处在外来帝国主义的侵

略又处在内在上层封建势力剥削的种种压迫下，中国社

会逐步的沦为了屈辱的半封建半殖民的社会。当时我国

面临的首要且重要任务是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侵略，实

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社会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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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近现代史中一直备受腐朽落后的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剥削压迫，中国人民活在水深火热当中。但是

在20世纪初，随着俄国革命的胜利，马克思主义的传入给中国带来了前进的新方向，为中国共产党带来了强大的精

神支柱，成为强有力的思想武器，使得中国的革命建设和国家发展道路的前进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进步。本文从多

个方面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的社会条件，并深刻揭示了这种传播的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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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中华民族独立，实现了全国人民的解放，让国家繁荣

昌盛。这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重要任务。先是孙中山

先生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派虽然领导人民推翻了两千多年

的封建帝制，但是他们没能完全实行反帝反封建的历史

任务。此后，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带

领中国各族人民不仅完成了反对帝国主义的艰巨任务，

还打破外国资本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而且也完成了

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从此中国共

产党探索出了符合我国国情的以马克思主义为领导思想

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引来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所以事实表明，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社会的贡献是不可估

量的。

马克思主义产生在 19 世纪 40 年代，在这一时期中

西欧的资本主义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发

源地是德国、英国、法国等。马克思主义经过 40 年的丰

富与发展，到 19 世纪 80 年代时，在俄国得到了广泛的传

播与发展。又经过 40 年之后，在 20 世纪初期时马克思主

义在中国又一次迎来了史无前例的传播与发展。从社会

历史的角度分析，马克思主义能在中国传播，条件有三，

其一是，近代中国奇特的社会矛盾、其二，民族资本主

义得到进一步发展，无产阶级队伍更加壮大。其三，马

克思列宁主义更加符合中国的国情等，下面我们将深入

分析这三种社会条件。

一、近代中国奇特的社会矛盾

1840 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爆发是中国近代历史开

端，从古老而全面封建社会逐步变为半封建半殖民的社

会，因此，中国的社会矛盾和阶级关系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

首先，国内社会矛盾：是帝国主义受到鸦片战争结

果的影响嗅到了利益通过逼迫腐朽落后的封建王朝签定

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从而满足自己的狼子野心。

使得中国社会的矛盾发生了本质上的转变，转变为中华

民族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和广大农民与封建地主之间

的矛盾，中国资产阶级 - 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人民大

众—封建主义之间的矛盾，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各派别之

间的矛盾等等。在众多的矛盾中又有占据着主导地位的

各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之间的矛

盾，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矛盾是近代中国社会最为关键

最为尖锐的矛盾。毛泽东在分析中国社会矛盾时：“帝国

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和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之间的矛

盾是中国社会主要矛盾”。

其次是，世界基本矛盾与中国社会矛盾的交织。毛

泽东分析指出：“首先是国际帝国主义者之间，其次是帝

国主义和殖民地之间，最后是帝国主义和它们本国无产

阶级之间的矛盾。这些错综复杂的矛盾同时在中国社会

发酵，所以就中国各个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扩

大、一天比一天激烈的混战，中国各派反动统治之间的

矛盾也就随着更突出起来。”可以说近代中国社会的矛盾

不只是国内的矛盾，是中国社会内部矛盾和世界的基本

矛盾错综复杂交织在一起，成为了一个极为特殊的矛盾。

当时为了对抗外国侵略者和国内的资产阶级统治

者，中国各族人民进行了不屈不饶的勇猛斗争。中国的

近代史是中国各族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反抗封建的斗争

史。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改变了整个人类的发展方向，

由此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

播就是在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也是中国社

会矛盾以及世界基本矛盾错综复杂的交织在一起的时期。

这也成为一个为其传播发展必不可少的重要社会条件。

二、民族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无产阶级队伍更

加壮大

首先，马克思曾说：“经济基础决定着上层的建筑”。

也就是说什么东西都需要一种经济基础的作用下才可以

成长、壮大。一个思想的传播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条件，

马克思主义能在我国的有效传播得益于中国民族资本主

义的初步完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产生的时间是 19 世纪

中后期、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中国市场以后，中国开始变

为半封建半殖民的社会，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才刚开始产

生的。开始在 19 世纪的中后期，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企业

都是规模上较小，但是在 20 世纪初，随着辛亥革命和清

王朝封建统治被推翻，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民族资

本主义的发展，因此才出现了“短暂的春天”的发展。

这一时期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出现了远近闻名的大企业，

比如荣德生—保兴面粉厂、周学熙—启新洋灰公司、张

謇—大生纱厂、荣宗敬、刘懋赏、冯济川—保晋矿务公

司等等。

其次，中国工人阶级的产生和不断壮大，给马克思

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群众基础。中国最

早的工人阶级是外国资本在中国创办的各企业里产生的。

1840 年的鸦片战争，促进了外国资本在中国的输入和中

国资本主义各种工业的发展，中国无产阶级也紧随官僚

买办企业、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得到了更加强大。

特别是在 20 世纪 20 年代，世界帝国主义忙于第一次世界

战争，我国民族资产主义被后人称之为“短暂的春天”

的发展，也一定程度上给工人阶级的日益扩大提供了有

利的条件。伴随着工人阶级日益壮大，工人阶级的反抗

压迫的斗争也日益增多。据不完全统计，从 1840-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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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之间，工人的罢工斗争共有 105 次，而是 1912-1919 之

间，罢工斗争就达到了 130 次，罢工的规模也是越来越

扩大。在 1919 年 5 月 5 日爆发的五四运动中由于大部分

工人阶级的参加，这次运动变成了彻彻底底的反帝反封

建的爱国运动，此后伟大的工人阶级也用一支独立的政

治力力量走上了历史的舞台，工人阶级的日益扩大给马

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中起到了阶级基础的作用。

三、马克思列宁主义更加符合中国的国情

实际上，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之前，也有很多西

方的理论涌入到中国，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是：基尔特社

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自由主义、合作主义、

新村主义等等。但是这些理论通过《维新变革》、《辛亥

革命》等等各种的尝试最终都是以失败告终。所以毛泽

东指出：“中国人向西方学的很多、但都是行不通、人们

的理想总不轻易实现的，我们多次的奋斗，多次的尝试，

包括辛亥革命一样全国规模性的反封建运动，都是最终

以失败告终，此时国家的情况变得更糟糕，社会环境使

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这时

中国先人们总结了以往的尝试经验，开始追寻了一种专

属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理论。

毛泽东说：“中国人民找到马克思主义，是因为通

过俄国的十月革命来介绍的。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

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俄国的十月革命取得史

无前例的的胜利中马克思主义思想发挥了必不可少的重

大作用，其体现的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冲击到了世界工人

阶级和无产阶级组织，为其带来了新的前进方向。十月

革命的胜利促使了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此后五四运动

的爆发让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得到了空前未有的传播，

最为明显的就是当时中国的少部分人已经用唯物辩证法

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已经开始分析中国革命建设

的问题了。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历史证明，马克

思主义思想与我国的国情最为符合，使得其思想在我国

的发展历史进程中逐步成为主导思想。两者之间融会贯

通共同发展进步。

总而言之，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在中国传播，是因

十月革命胜利之后中国社会也有了工人阶级的群众基础、

民族资产阶级经济基础、马克思主义本身符合中国国情

等等社会条件所致的，因此 19 世纪 20 年代的中国社会具

备了以上三个社会历史的条件，马克思主义才涌入了中

国人民的脑海里。马克思列宁主义不但改变了全世界，

同样的也改变了中国。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

就没有我们现在的这些幸福生活。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

下我国历史上曾经发生了三个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分

别是：建立中国共产党、1949 年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等。马克思主义

传到中国国内之后，得到了史无前例的发展，毛泽东思

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等都是马克思主义在

中国的延续与发展。我国走过的艰苦历程可以证明，马

克思主义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开放提供了强有力的

思想武器，让中国从古老而落后的东方大国逐渐变成从

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大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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