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近代史大事记



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中国的出路在何方？



《新青
年》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觉醒与求索



壹 细流涓涓

——马克思主义初来乍到



西
欧

亚
洲

181864年，第一
国际成立

18

1848年，《共产党宣言》
发表

1871年，法国巴黎公社
正式成立

1889年，第二国际成立



特点 零星介绍，理解片面，缺乏系统研究，存在曲解。

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与《大同学》

朱执信《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

早
期
译
介

无政府主义者译介《共产党宣言》

梁启超与《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



l创办时间  

l编辑部地点

l主要作者

《新青年》杂志

1915年

上海（1915—1917）北京（1917—1920）
上海（1920—1927）

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钱玄同……



思考：《新青年》创立之初作者群关注的主要内容有哪些？

材料一  《新青年》代表文章

（1915—1917）                                                     
《法兰西与近世文明》
《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
《宪法与孔教》
《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
《文学改良刍议》
《文学革命论》

探究一：《新青年》的转向        



材料一  《新青年》代表文章

思考：《新青年》作者群的关注内容有何变化 ？

（1915—1917）                                                     
《法兰西与近世文明》
《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
《宪法与孔教》
《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
《文学改良刍议》
《文学革命论》

（1918-1920）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
《马克思学说的批评》
《欧战与哲学》
《社会主义史序》
《俄罗斯研究专栏》
《马克思学说》

中国思想界的转向：学习欧美    以俄为师



国际环境：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一战后对西方文明的反思。
国内环境：辛亥革命的局限；民族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无产阶级队伍的壮
大；五四新文化运动解放了思想；近代教育的发展与知识分子的进步追求。
学理层面：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思想的相似性。

思考：五四前后《新青年》发生转向的原因有哪些？

        材料二   自鸦片战争后,“先进的中国人”一直在“向西方国家寻求真理”……
但“先生老是侵略学生”这一事实却“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直到苏俄十
月革命之后,几代“先进的中国人”学西方得出的最后结论乃是“走俄国人的路”。
此时正值新俄发布放弃所有条约权利的《加拉罕宣言》，立即在中国各界引起了极
大的好感……从学理层面看,其所包括的“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传统的天下大同
思想颇有相通之处。
          ——摘编自罗志田《西方的分裂——国际风云与五四前后中国思想的演变》



贰 激流碰撞

——马克思主义脱颖而出



留日回国
受聘北大

进入《新青年》
编辑部

5月：领导五四运动，主办《新青年》马克思主义专号
7月：“问题与主义”之争



探究二：马克思主义与其他社会思潮的论战        

论战一   问题与主义之争
论战双方：李大钊   胡适
论战阵地：《每周评论》（《新青年》的孪生刊物）
论战过程：
1919年7月，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1919年8月，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
1919年8月，胡适《三论问题与主义》
                      《四论问题与主义》



请分别谈谈你对胡适与李大钊观点的认识。实质：社会改良VS根本性的社会改造（要不要走马克思主义道路）

空谈主义不如实地
研究社会需要

反动军阀动辄标榜
主义危害社会

中国社会有许多迫
在眉睫的问题亟待
解决

“问题”与“主义”有密
不可分的关系

有了假冒主义的人，更应
大力宣传主义以澄清认识

必须先对社会进行根本改
造，才有把具体问题解决
的希望

论战一   问题与主义之争



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萌芽

       材料一    我们最近发表的言论，偏于纸上空
谈的多，涉及实际问题的少，以后誓向实际的方
面去作。这是读先生那篇论文后发生的觉悟。 
                    ——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       



论战二：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

蔡和森

萧子升

    组织共产党、
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要进行暴力的革命
打碎旧的国家机器。

    反对建立一切形
式的政府与政党，要
通过教育的手段一点
一滴的改造社会，进
行“温和的革命”。



和森兄、子升兄并转在法诸会友：
    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

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
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
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我对于绝
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的主义，以及
德谟克拉西主义，依我现在的看法，
都只认为于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
是做不到的。 

                               弟泽东                                                     
九年十二月一日，文化书社，夜十二
时

  

思考：毛泽东对这场论
战有何认识？

    材料二   《毛泽东的回信》



李大钊、陈独秀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无政府主义实践的失败；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认识的深入

    材料三  可是就在这时候
（1918年），我（毛泽东）的
思想还是混乱的。我读了一些
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
受影响。我常常和来看我的学
生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
的前景。在那个时候，我赞同
许多无政府主义的主张。

——埃德加·斯诺
《西行漫记》

                                                                                                                                  
                                               思考：毛泽东的思想发生转变的原因。



何孟雄
中国共产党创始人
之一，北方工人运
动领袖，中共一大
代表。

                                                                                                                                  
                                               

澎湃
中国共产党早期农
民运动领导人。

                                                                                                                                  
                                               

恽代英
中国无产阶级革命
家，1921年加入中
国共产党。

                                                                                                                                  
                                               

无政府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

无政府主义者的转变说明论战有何影响？

施存统
共产党早期领导人。
参与了东京共产主义
小组的组建工作。

                                                                                                                                  
                                               

影响：坚定了马克思主义者的信仰，提升了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水
平；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



     

马克思主义的“播火者”

      
      一九二〇年三月，大钊同志在北京先后发起
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共产主义小组。许多青
年在他的影响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其中有些成
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著名活动家，如邓中夏同志、
高君宇同志等。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也都受
到过他的影响。
                                     ——《李大钊烈士碑文》



1916
留日回国

1917

受聘北大

1919

进入《新青年》
 编辑部

1918 1920

成立北京马克思
  学说研究会

5月：领导五四运动
7月：主办《新青年》
“马克思主义专号”

出版《新青年》
劳动节纪念专号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开设马克思主义
相关课程



叁 洪流奔涌

——马克思主义落地生根



李大钊 《五一运动史》

TCI 《1919年巴黎五一运动》

陈独秀 《劳动者底觉悟》

陈独秀 《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
张慰慈 《美国劳动运动及组织》

李幽影 《北京劳动状况》

许元启 《唐山劳动状况》

高君宇 《江苏江都劳动调查表》

铁民 《长沙劳动状况》

高语罕 《芜湖劳动状况》

   材料一  《新青年》第七卷第六期（1920）“劳动节纪念号”目录摘录

                                                                                                                                   

思考：《新青年》的关注内容有何变化？

探究三：马克思主义到民间去



    在各国工人的斗争下，1889年，
第二国际成立大会上，将每年的五
月一日，确立为国际劳动节。

        材料二  到了今天，中国人的“五一”纪念日，仍然不是劳工社会的纪念
日，只是几家报馆的纪念日；中国人的“五一”运动，仍然不是劳工阶级的
运动，只是三五文人的运动；不是街市上的群众运动，只是纸面上的笔墨运
动。这是我们第一个遗憾！ 
                                          ——李大钊《“五一”May Day运动史》1920



1920年，北京共产主义小
组创办的《劳动音》

北大平民讲演团在北京灯市口街头
向市民演讲

李大钊在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
中为工人授课（长辛店二七纪
念馆油画）

材
料
三

1920年五一劳动节时向
工人散发的传单

1921年长辛店工人举行五一劳动
节庆祝活动（长辛店二七纪念
馆油画） 1922年长辛店铁路工人组织罢工

思考：
早期党组织通过哪些方式在无产阶级中传播马克思主义？
1921年前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呈现出哪些新特点？

从学理传播到政治实践
从知识分子到联合工人阶级



1920年，陈独秀、李汉俊在上海创办《劳动界》

陈独秀组织建立
的上海机器工会1920年，陈独秀

在上海成立马克
思主义研究会



中
国
共
产
党
的
成
立

      1921年的夏天，在上海望志路106号，中国共
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十几个年轻人，以马
克思列宁主义为思想武器，在上海悄悄揭开了中
国近代史上开天辟地的一幕——成立中国共产党。    

                                                                                                                                  
                                               

油画《开天辟地》





1927年，李大钊遭反
动军阀杀害，英勇就
义，时年38岁

信仰的道路，并不平坦，
充满着斗争，时刻准备着流血牺牲。





      吾愿吾亲爱之青年，生于青春死于青春，生于少年死于
少年也。进前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为世界进文明，
为人类造幸福.

——李大钊《青春》1916年
                                                                                                                                                                                   

                                                    守常先生，94年前，在敌人的绞刑架前，您坚定预言：“我们深信，
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今天，我们可以
自豪地向您汇报：我们的国家欣欣向荣、蒸蒸日上，我们的民族扬眉吐
气、自信满满，我们的人民幸福安康、意气风发。我们也将在中国共产
党的带领下，在民族复兴的伟大征途里奋勇前行。请党放心，强国有我！
                              ——《一位当代青年写给李大钊先生的信》2021年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
我们党的灵魂和旗帜。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坚持实事求是，从中国实际出发，洞察时代
大势，把握历史主动，进行艰辛探索，不断推进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指导中国人民不断推进伟大社
会革命。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
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思考：   
    查阅相关资料，了解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
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相结合的？



细流涓涓——马克思主义初来乍到

激流碰撞——马克思主义脱颖而出

洪流奔涌——马克思主义落地生根

觉醒与求索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