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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运动的爆发与相关的社会政
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因素有一定的关系。

这一时期，首先政治上表现为中国
政治制度的退步。辛亥革命失败后，各国
列强支持袁世凯称帝，以利于其加紧对
华侵略，中国先进分子希望通过寻找新
的思想来指导中国走出困境；其次在经
济方面，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参
战的列强忙于战争，无暇顾及瓜分中国，
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列强对中华民族
的侵略。也正是在这时，中国资本主义得
到了进一步发展，资产阶级强烈要求在
中国实行民主政治，以更好地发展资本
主义；最后表现在思想文化方面，随着新
式学堂的建立和留学风气日盛，西方启
蒙思想进一步被介绍到中国，而且辛亥
革命使民主共和的思想深入人心，袁世
凯的尊孔复古的逆流为民主知识分子所
不容。更为重要的是当时的人们对于辛
亥革命失败的反思。经过辛亥革命，先进
的知识分子认识到，革命失败的根源在
于国民头脑中缺乏民主共和意识，必须
从文化思想上冲击封建思想和封建意
识，通过普及共和思想来实现真正的共
和政体。因此，新文化运动的出现既是当
时特定历史时期经济、政治、思想文化诸
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也是近代中国经
历长期的物质、思想准备上的必然结果。

政治背景

20 世纪初，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半殖

民地半封建的，但是受民主思想的影
响，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的中国政
府，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不得不采用
西方的民主政治体制。在这期间无论是
晚清政府还是北洋军阀政府，它们形式
上都采用了西方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
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政治体制的
进步，但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先天
不足和后天畸形发展，资产阶级没有真
正掌握实权，所以这种所谓的民主体制
实际上只是地主阶级为遏制革命保全
自身而采取的自救措施。虽然形式上采
用了西方先进国家的政治制度，但是中
国仍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整个社
会仍然没有摆脱落后挨打的局面。

经济背景

在经济上，两次鸦片战争之前中国是
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的封建
社会，战后，西方帝国主义商人在不平等
条约的保护伞下，在五口通商城市及其
附近地区倾销洋布洋纱，收购生丝茶叶，
使那里的农民和手工业者放弃织布，转
为生产丝茶，致使自然经济逐步解体，中
国被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开始变
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9 世纪 70 年代
至 90 年代，帝国主义加紧对外侵略的扩
张，企图瓜分世界，并把积贫积弱的中国
作为他们侵略掠夺的主要对象，致使中
国出现日益严重的边疆危机。《马关条
约》的签订，使中国殖民地程度大大地加

深，标志着帝国主义侵华以资本输出为
主的新历史时期及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狂
潮的到来。使中华民族面临亡国之灾。八
国联军侵华战争规模空前地危害中国的
政治经济，《辛丑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
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
承受着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势力统治
的双重压迫。中华民族处于水深火热之
中，民不聊生。

袁世凯死后，帝国主义列强并没有
减轻对中国的入侵，他们失去了统治中
国的共同工具，就积极扶植各自在华的
代理人，而中国的军阀混战在激烈的争
权夺利的过程中展开，也需要外国的支
持，并寻找靠山。于是帝国主义与军阀
之间相互勾结，大量的贷款，出卖国家
的利益，加重人民的负担。如以段祺瑞
为首的皖系，得到日本的支持；冯国璋
为首的直系，以美、英为靠山；张作霖为
首的奉系得到日本人的扶植。各军阀争
权夺利的纷争，互相利用，互相勾结，军
阀割据与混战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极大
的灾难。各军阀在自己的地盘上对百姓
横征暴敛，敲骨吸髓，军阀混战时，兵匪
不分，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很多百姓被迫离开自己赖以生存的家
园。这一切都为新文化运动的爆发创造
了条件。

思想文化背景

早期的新文化运动，其主要的参与

者都是知识分子，他们各自有着不同的
政治思想。当时新文化运动主要是批判
孔学，倡导科学与民主，面对这些问题，
他们并没有明显的分歧。直到五四运动
爆发之后，中国面临许多新问题，如应该
如何解决中国的问题。正是由于各自的
观点不同，新文化运动的营垒开始发生
分化。这种分化的标志是胡适 1919 年 7
月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一文。

问题与主义之争和梁启超、梁漱溟
等人著作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自
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分道扬镳，各自取
得了独立的姿态，并开始展现各自的理
论风貌。

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和
新文化保守主义三大流派互相争论，其
共同特点都是带有政治色彩。

三大流派，在对文化、对传统包括
政治态度方面，都有着不同的观点。三
大流派的争论在各个领域展开。在伦理
思想领域，展开了科学与人生观的论
战。在政治思想领域，展开了关于人权
问题的讨论和民主与独裁的论战。在社
会思想领域，展开了中国社会性质和社
会史论战。在哲学思想领域，展开了唯
物辩证法论证。在文化思想领域，展开
了中国本位文化论战。在文艺思想领
域，展开了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民族
主义文学派三派混战。总的来说当时虽
然社会动荡，但是社会思想异常丰富与
发达。

新文化运动是一场由一部分激进的资产
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发起的反对封
建文化的思想启蒙运动，其主要目的是要打
破封建主义的束缚，建立一个真正的资产阶
级民主共和国。

新文化运动从一开始就以 1915 年 9 月陈
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为起点和中心阵
地，以民主和科学（“德先生”和“赛先生”）两面
旗帜，向封建主义展开了猛烈的进攻。

在这其中，产生了许多重要的思想解放
领袖式的人物。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
易白沙、吴虞、钱玄同等都是比较著名的代表
人物。在运动发展的过程中，中国的这些思想
启蒙家向人们提出了提倡民主，反对封建专
制和伦理道德，要求平等自由，个性解放，主
张建立民主共和国；提倡科学，反对尊孔复古
思想和偶像崇拜，反对迷信鬼神，要求以理性
与科学判断一切；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和
文言文，开展文学革命和白话文运动等作为
整个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内容。

传播马克思主义

中国历史上发生过多次思想运动，这些
新思想的产生，对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都起
到了重要的作用。然而作为一次前所未有的
思想解放和启蒙运动，新文化运动为马克思
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了道路。特别是在五
四运动爆发以后，新文化运动的性质发生了
根本性的变化，逐渐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及
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的思想运动，一场由马克
思主义理论指导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运动逐渐
取代了旧民主主义文化运动。

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新民主主义文
化运动爆发后，许多先进的社团、报刊、杂志
应运而生，如同雨后春笋。其中影响力比较大
的出版物有上海的《星期评论》《建设》《民国
日报》副刊《觉悟》；北京的《少年中国》《曙光》

《新社会》；天津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觉
悟》；湖南的《湘江评论》；成都的《星期日》；武
汉的《武汉星期评论》、浙江的《浙江新潮》等
等，这些宣传进步思想的出版物从理论上积
极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

除了上述进步出版物之外，进步社团也发
展迅速，除了出现一批活跃的社团组织外，社团
在数量上也是与日俱增。在五四运动爆发不久
后全国各地就产生了三四百个进步社团组织，
例如：北京的“工读互助团”，湖南的“文化书社”

“俄罗斯研究会”，湖北的“利群书社”“共存社”，
广东的“新学生社”，天津的“觉悟社”，另外全国
各地还建立了许多专门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研究
会。正是在这些报刊杂志、进步社团的宣传和组
织下，新文化运动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并对马克
思主义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起到了重要
的作用。新文化运动的产生标志着中国由旧民
主主义革命转向了新民主主义革命。

理顺思想

国家的混乱往往反映在思想上的混乱。
辛亥革命以后的几年间，中国思想界处于很
混乱的状态。新文化运动在某种程度上理顺
了当时中国的思想，人们正试图通过寻找正
确的思想来指导人们的行动，从而实现国家
的统一、独立、富强。

面对动荡的中国社会，许多仁人志士试
图向西方世界寻求解决中国问题的真理。此
时的中国，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思想理论，资本
主义思想、无政府主义、改良主义、社会主义
等等，中国政府也试图通过改革，学习西方的
先进思想和社会制度来解决社会矛盾，但是
由于政府的腐败无能，社会政治的实际状况

使许多人对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理想产生
了怀疑和动摇。

辛亥革命的爆发直接导致了清王朝的垮
台，为了能够建立一个现代的民主政府，成立
了中华民国，但是让人遗憾的是，当时的民国
政府只是从表面上或形式上模仿西方民主国
家的政府形式，但占统治地位的仍旧是封建
的经济、封建的政治；在思想领域内占统治地
位的也还是封建的思想。即使在充满封建色
彩的新政府中，其发展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在
孙中山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不久，
袁世凯便窃取了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并设法
称帝。袁世凯在称帝前已经提倡祭天祭孔，并
且通令全国恢复“尊孔读经”。社会上出现了

“孔道会”“孔教会”“尊孔会”这类名目的组
织，前清的遗老是这些组织的主要人员，康有
为不但参加他们的行列，而且是他们最重要
的发言人。他们鼓吹封建主义的纲常名教，提
倡以“孔教”为“国教”，而此时正处于辛亥革
命之后，社会局势动荡，人们对辛亥革命之后
出现的局面表现出了失望的情绪，甚至是不
满。袁世凯正是利用人们对于辛亥革命后局
势的失望情绪诋毁民主共和，诋毁自由平等
的观念，企图使人们相信只有重建封建礼教
的权威，中国才能得救。这种反动思潮是和袁
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相适应的。在袁世凯和张
勋相继失败后，孔教会、尊孔会这类组织仍然
到处活动。封建主义的三纲五常、忠孝节义的
说教，加上崇拜鬼神的愚蠢的迷信，再加上使
人精神萎靡的低级趣味的文艺，互相交织起
来，束缚人民思想，扼杀民族生机，这些消极
因素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是巨大的阻力，唯
有对封建军阀的统治是有利的。

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陈独秀于 1915
年创办进步杂志《新青年》，该杂志发起了冲
决这种精神网罗的斗争，是当时反帝反封建
斗争的前沿期刊。

提倡新文学

在新文化运动中，其中一个重要的突破
就是提倡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并且在“文学
革命”的口号下提倡新文学，这是新文化运动
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新青年》的一个重大

功绩。
《新青年》的作者们明确地认识到，一个

民族的文体形式与其文化、思想有着密切的
联系，如果要改变中国旧有的思想，就必须改
革中国旧有的文体。文体的这种改革和文学
领域内的革命，是同反对旧政治、旧思想，提
倡新政治、新思想的斗争密切联系着的。

通过对文体形式的变革，实现从旧文体
向新文体的转变，这不仅仅是文体的转变，更
重要的是它代表了人们接受了一种新的思
想。面对各种新思想，《新青年》认为个人主义
是他们的新道德、新思想、新信仰的核心。这
虽然表现了他们还只能从资产阶级的思想库
中寻找武器，但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这个思
想武器是发挥了战斗作用的。从个人有独立
自主权利的观点出发，他们提倡独立思考，反
对依附古人，反对盲从封建权威，反对做习惯
势力的奴隶，要求从封建传统束缚下解放人
的个性与才能，使其能够得到自由的发展。他
们提倡的文学革命也贯彻了这种精神，主张
写文章不应模仿古人，而应该用自己的话写
自己的文章。这些呼声反映了在实际生活和
精神生活上深受封建桎梏之苦的青年的要
求，引起他们的共鸣。

举起民主和科学的旗帜

《新青年》杂志一开始并不叫这个名字，而
是名为《青年杂志》，从 1915 年 9 月起的半年内
连续出版了 6 期。1916 年 9 月出版第二卷第一
期时改名为《新青年》，从此它在青年群众中的
影响，也随着发行数量的增加而越来越大。在

《新青年》的影响下，形成了一个有历史意义的
文化思想运动，即新文化运动。

《新青年》的创立其本意并不是想针对当时
的时事政治进行批判，而是想通过思想政治工
作从根本上对中国当时的政治制度和体制进行
改革。《新青年》的编辑们认识到他们所进行的
文化思想工作是和政治密切相关的。他们不愿
意就事论事地议论当时的政治问题，寻求一种
根本的改变是势在必行的。

在《新青年》创办的初期，该杂志以资产
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为指导。《新青年》当时的
一个重要的观点是如果要使中国真正成为一

个民主共和国，就必须大张旗鼓地宣传民主
主义的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化，也就必须彻
底地反对封建主义的旧思想、旧道德、旧文
化。他们认为辛亥革命并没有完成这一历史
使命，而只是一种形式上的民主共和，并不是
真正意义的民主共和政府。

《新青年》表示，中国一方面要向西方先
进国家学习政治制度，另一方面也要针对当
时十分猖獗的复古尊孔的反动思潮，进行勇
猛的斗争。他们举起民主和科学的旗帜，要用
民主和科学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
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根据历史和现实生活，他们指出三纲五
常、忠孝节义这些封建老教条是“奴隶之道
德”，是同“今世之社会国家”根本不相容的。
他们把打击的矛头直指封建时代的圣人孔
子，掀起了“打倒孔家店”的浪潮。这些是戊戌
变法时期的维新派和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派所
不敢说的话。戊戌变法时期的维新派在中国近
代第一次用向西方资产阶级学来的新思想进行
对封建主义旧文化的冲击，但是正如他们在政
治上主张君主立宪一样，他们的思想其实是半
新半旧的。他们抬出孔子做招牌，并没有同封建
主义的旧思想、旧道德决裂。辛亥革命时期的革
命派对封建宗法制度的某些传统表示否定。他
们推翻了两千年来被认为不可动摇的君主制
度，也就使附着于君主制度的种种传统观念发
生动摇。但是他们并没有对封建主义的旧思想
旧文化进行比较深入的批判，他们在政治上对
封建主义的妥协也反映为对封建思想的妥协。
新文化运动，作为反封建的运动是戊戌维新与
辛亥革命的继续，而其斗争的彻底性大大超过
了前两个时期。

向封建的旧势力开火

《新青年》认为国家的基础是否牢固在很
大程度上取决于思想革命，也就是说思想革
命能够为新国家打下可靠的基础，然而这种
想法是不符合实际的。但是他们向封建的旧
思想、旧道德、旧文学开火，实际上就是向封
建的旧政治开火。作为民主主义的政治斗争
来说，以《新青年》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具有
比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当时所进行的护

法运动强大得多的生命力。
参加新文化运动的人和为这个运动振奋

起来的人，有些始终在政治和思想上停留在
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和民主主义水平上，有
些则由此开始了新的探索。世界的形势和中
国的现实使他们感到资产阶级思想不能解决
中国的问题。先进的知识分子在运动的发展
中突破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藩篱，找到了
马克思主义，找到了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开
始用马克思主义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
新文化运动为社会主义思潮的传播打开了道
路，由此开始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
史，这更使这个运动远远超越了戊戌维新和
辛亥革命这两个时期，从此中国的思想文化
运动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其实，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并不是始于
新文化运动时期，早在辛亥革命以前，有些
先进的知识分子便了解到了西方资本主义
社会也有自身的矛盾，而社会主义社会是解
决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理想社会制度，资本
主义社会必将被社会主义社会取代。他们已
经逐渐谈论社会主义，有些刊物上还讲到马
克思主义。但是那时人们不过把马克思主义
看作是各派社会主义学说中的一派。他们对
社会主义有几种不同的态度。康有为、梁启
超一派认为社会主义是一种可怕的社会制
度，然而当时许多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继爆
发了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他们认为为了避
免这种社会制度的实现，最好的办法就是避
免实现资本主义制度。梁启超在有的文章中
表示他赞成社会主义，所指的其实只是资产
阶级的某些社会改良政策。以孙中山为首的
资产阶级革命派则认为不必害怕社会主义
革命，因为中国当时还很落后，可以在进行
资产阶级革命的同时，采取某些措施，预防
将来再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并且可以“毕其功于
一役”。他们把某种彻底实行资产阶级革命的方
案堪称就是社会主义。还有一些人虽然赞成资
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但他们反对发展资本主
义，唯恐因此损伤小生产者的利益，因而主张建
立小生产者平均主义的社会，这其实是农业社
会主义的思想。辛亥革命前章太炎、陶成章一派
人大体是这种思想。辛亥革命以前和以后出现
了许多所谓的社会主义者，还有一些所谓的无
政府主义者，他们一般只能发出脱离实际的浮
夸的喧嚣。当时中国知识分子从西方除了接触
到无政府主义以外，还接触到第二国际的修正
主义，这些思想从本质上来说都是社会改良主
义，正是因此，这种思想迎合了当时许多改良主
义者。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第一次世
界大战的实质是一次帝国主义之间矛盾激化
的非正义战争。许多资本主义国家一夜之间
转变为侵略他国的帝国主义国家，也正是一
战的爆发，使中国人民中的先进分子对资本
主义制度产生了进一步的怀疑。

1917 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在
中国人民中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尤其是先进
分子由此开拓了眼界，看到决定人类命运的
已不是资产阶级，而是无产阶级，已不是资本
主义，而是社会主义。辛亥革命究竟为什么失
败？爱国志士们的救中国的目的究竟为什么
达不到？为这些问题苦恼的先进分子从马克
思主义中寻求解答。《新青年》的主要撰稿人
之一李大钊在 1918 年到 1919 年间开始发表
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许多先进的青年知识
分子包括毛泽东、周恩来、蔡和森、邓中夏等
在 1918 年到 1920 年间接触到和接受了马克
思主义，并在各地成立了研究和宣传马克思
主义的团体，而陈独秀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
的主将，并于 1920 年在其文章中表示接受马
克思主义思想。

1915 年 9 月 15 日，陈独秀
主编的《青年杂志》（第 2 卷起改名《新
青年》）在上海创刊。 陈独秀发表具有
发刊词性质的《敬告青年》。该刊提倡民
主、科学和新文学，是新文化运动和文
学革命的倡导者和主要阵地。

1916 年 8 月 15 日，北京《晨钟
报》创刊,李大钊任总编辑。他在创刊号上
发表《〈晨钟〉之使命》，副标题是“青春中
华之创造”。9 月 1 日，《新青年》（原《青年
杂志》）第 2 卷第 1 号出版，发表李大钊的

《青春》，陈独秀的《新青年》。
1917 年 1 月 1 日，《新青年》

第 2 卷第 5 号发表胡适的 《文学改良
刍议》，提出文学改良的“八事”。2 月 1
日，《新青年》 第 2 卷第 6 号发表陈独
秀的《文学革命论》，支持胡适的主张,
进一步提出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
自此《新青年》上就文学革命问题展开
热烈讨论。同期该刊还发表胡适的《白
话诗八首》。

1918 年 1 月，《新青年》编辑
部改组，鲁迅与李大钊均参与该刊编
辑工作。3 月 4 日，上海《时事新报》副
刊《学灯》创刊。该刊为五四运动时期
四大报纸副刊之一。5 月 15 日，《新青
年》第 4 卷第 5 号发表鲁迅的第一篇
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及鲁迅的第一批
新诗《梦》《爱之神》《桃花》等三首。6
月 15 日，《新青年》 第 4 卷第 6 号出

“易卜生专号”，载有胡适的《易卜生主
义》，并发表《易卜生传》及易卜生的

《娜拉》《国民之敌》等剧。11 月 15 日，
《新青年》第 5 卷第 5 号发表李大钊的
《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 的胜利》，歌
颂十月革命。

1919 年 4 月 15 日，《新青年》
第 6 卷第 4 号发表鲁迅的小说 《孔乙
己》、胡适的论文《实验主义》。5 月 4 日，
五四运动爆发，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
革命的开端。5 月，《新青年》第 6 卷第 5
号出《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发表李大
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文。同期发
表鲁迅的小说《药》。6 月 16 日，上海《民
国日报》副刊《觉悟》创刊。该刊为“五
四”时期四大报纸副刊之一。7 月 1 日，
少年中国学会创办的综合性杂志《少年
中国》月刊问世。7 月 14 日，毛泽东主编
的《湘江评论》周刊在长沙创刊，出四期
后被查封。

1920 年 3 月，胡适的《尝试
集》在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这是中国
新文学初期的第一部白话诗集。

1921 年 7 月 1 日，中国共产
党在上海成立。7 月中旬，留日学生郭沫
若、郁达夫、张资平等在东京郁达夫寓
所聚会, 商讨酝酿已久的筹组文学团体
事宜，决定创办《创造》季刊。这次聚会
被视为创造社正式成立的会议。8 月 5
日，郭沫若的《女神》在上海泰东图书局
出版，列为《创造社丛书》第一种。12 月
4 日，鲁迅的《阿 Q 正传》开始在北京

《晨报副镌》发表，至 1922 年 2 月 12 日
止，每周或隔周刊登一次，署名巴人。
（本版文字由本报记者韩天琪整理）

人类的进步有很大一部分体现在思想上的进步。在人类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有许多次改变人类历史的思想运动。其
中比较著名的有欧洲的思想启蒙运动、文艺复兴运动等等。当人们谈起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运动时，就不得不提起发
生在 20 世纪初期的新文化运动。

当年的中国新文化运动是如何兴起的？又曾经过怎样的历程？一个世纪后的今天，让我们再次走近历史。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同
时也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
但是袁世凯掌握了国家政权之后，积极
进行复辟活动，同时还推出尊孔读经，大
搞尊孔祭天。1913 年 6 月亲自发表“尊孔
令”。1914 年又发布《祭圣告令》，通告全
国举行“祀孔典礼”。为支持袁世凯帝制
复辟活动，中外反对派掀起了一股尊孔
复古逆流，1912 年起，他们在全国各地先
后成立了“孔教会”“尊孔会”“孔道会”
等，出版《不忍杂志》和《孔教会杂志》等。
康有为还要求定孔教为“国教”，宣扬“有
孔教乃有中国，散孔教势无中国矣”。

面对这股逆流，以陈独秀、李大钊、
鲁迅为代表的激进民主主义者发动了
一次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大张旗鼓地
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同封建尊孔复
古思想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这个运动是
从 1915 年 9 月 15 日《青年杂志》在上
海创刊开始的。陈独秀任主编，李大钊
是主要撰稿人并参与编辑工作。

作为一名激进的民主主义者，陈独秀
异常憎恨当时的封建军阀统治，并为了实
现真正的民主而努力探索。他批判了封建
社会制度和伦理思想，认为要实现民主制
度，必须消灭封建宗法制度和道德规范。
李大钊则反对尊孔复古，要求思想自由。
该杂志 1916 年 9 月出版第二卷第一期
时，迁往北京并改名为《新青年》。进步知
识分子团结在《新青年》周围，高举民主和
科学两面大旗，从政治观点、学术思想、伦
理道德、文学艺术等方面向封建复古势力
进行猛烈的冲击。他们集中打击作为维护
封建专制统治思想基础的孔子学说，掀起

“打倒孔家店”的潮流。他们还主张男女平
等，个性解放。1917 年他们又举起“文学
革命”的大旗，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
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随着新文化运
动的发展，《新青年》实际上成了新文化运

动的思想领导中心。
1916 年初，袁世凯称帝，在此之前，

美国人古德诺发表了《共和与君主论》，
杨度发表了《君宪救国论》等文章，散布
中国宜于实行君主制，没有君主便要“灭
亡”的观点。《新青年》针对这种情况，发
表了陈独秀《一九一六年》《吾人最后之
觉悟》，李大钊的《民彝与政治》《青春》等
主要文章，揭露了君主专制的危害。《新
青年》从 1918 年 1 月起出版第四卷第一
期起改用白话文，采用新式标点符号，刊
登一些新诗，这对革命思想的传播和文
学创作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特别是
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
1918 年 5 月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中国现
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 《狂人日
记》，这篇小说奠定了新文化运动的基
石。在《新青年》的影响下，一些进步刊物
改用白话文。这又影响到全国用文言文
的报纸，开始出现用白话文的副刊，随后
短评、通讯、社论也都采用白话文和新式
标点。左右这些文学改革，使全国报纸面
貌为之一新。1917 年爆发了俄国十月社
会主义革命。《新青年》应社会形势发展
的需要，以大量篇幅发表了宣传俄国十
月革命经验和社会主义理论的文章。
1918 年 11 月，《新青年》发表了李大钊

《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两
篇著名文章。

陈独秀、李大钊等当时具有先进思
想的知识分子积极提出，当前的中国人
努力学习科学，反对迷信，建立民主，反
对独裁统治，号召人们学习使用白话文，
反对文言文，其实这从本质上来说就是
宣传了西方的进步文化。以后，又传播了
社会主义思想，反映了新型的革命阶级
的要求，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反响。

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一天一天地深
入，面对中国落后的状况，许多年轻人

被新文化运动中所提出来的新思想所
吸引着，特别是青年学生集合在反帝反
封建的旗帜下，为迎接一场彻底的反帝
反封建的政治斗争作好了思想准备。有
了先进思想的指导，又有了许多进步年
轻人的加入，新文化运动日益发展。

这场运动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给了封
建主义一次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在思
想界形成了一次新的思想解放潮流，为
五四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当十月革命
爆发后，新文化运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由一个资产阶级文化革命运动转变为一
个广泛宣传马列主义的运动，《新青年》
也逐渐变成宣传马列主义的刊物。

新文化运动从发起的那一刻起便提
出了自己的口号，也就是众所周知的民
主与科学（“德先生”与“赛先生”）。这里
的“德先生”是指“Democracy”（民主），

“赛先生”是指“Science”（科学）。
“民主”是指民主思想和民主政治；

“科学”主要是指近代自然科学法则和科
学精神。资产阶级宣扬民主，反对封建专
制，把斗争矛头直指封建专制的理论支
柱儒家思想；宣扬科学，反对封建迷信和
愚昧。这一口号反映了中国社会发展的
要求和人民的迫切需要，有力地推动了
新文化运动的发展。

新文化运动中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
的树立，使中国许多方面都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还造成了新思想、新理论广
泛传播的大好机遇。

在新文化运动的口号即民主与科学
的指导下，人们指出新文化运动之所以

“新”，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即：
提倡民主，反对专制。
提倡科学，反对愚昧。
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
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
从这四个方面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民主与科学的具体体现。

什么是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的疾风暴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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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

链接

①北京图书馆所藏的
《新青年》。

②新文化运动的起点：
1915 年 9 月,陈独秀在
上海创办《青年杂志》。

③新文化运动纪念馆。

④1920 年 3 月，新文
化运动代表人物蒋梦
麟、蔡元培、胡适、李大
钊（从左至右）的合影。

⑤陈独秀故居。
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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