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史学习教育】五四运动——中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

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

一、背景

1919 年 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所谓的“和

平会议”，中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之一，参加了会议。中国

代表在和会上提出废除外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在中国的军

队和取消“二十一条”等正义要求，但巴黎和会拒绝了中国代表提出

的要求，竟然决定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

北洋政府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居然准备在和约上签字，仍然

将德国在山东的权利转送日本。在巴黎和会中，中国政府的外交失败，

直接引发了中国民众的强烈不满，从而引发了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从形式上是中国学生的爱国运动，但从整个社会背景社

会发展来说，它的影响远远不止于此，除了波及中国思想文化选择、

政治发展方向、社会经济潮流、伦理道德教育等多个领域，亦对中国

共产党的建立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它对现时中国共产党领

导下的中国社会亦有着不可低估之影响。在这场运动中，青年学生起

了先锋作用，中国无产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

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中国工人运动

的结合。它是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标志着中国新民

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二、基本情况

（一）时间：1919 年 5 月 4 日至 6 日 28 日

（二）地点：起于北京，后延至全国

（三）过程：1919 年 5 月 4日，北京学生 3000 余人齐集天安门

前举行示威，掀起爱国风暴。他们提出“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取

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诛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

口号，冲破反动军警的阻挠，从四面八方汇聚到天安门前，举行抗议

集会，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爆发了。在北洋军阀政府的镇压下，北洋



军阀政府出动军警，逮捕示威群众 32人，这场风暴一度转入低潮。

5 月 5日，北京学生总罢课，并通电全国，各地学生纷纷罢课响

应。从 6月 3日起，学生重新走上街头演讲，北洋军阀政府再次派出

军警、马队进行镇压，又有大批学生被捕。

从 6 月 5 日起，上海工人举行声援学生的罢工，参加人数达六七

万。随后，北京、唐山、汉口、南京、长沙等地工人也相继举行罢工，

许多大中城市的商人举行罢市，形成罢工、罢课、罢市的“三罢”高

潮。斗争迅速扩展到 20多个省区、100 多个城市。

从此，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6 月 7日，北

洋政府迫于压力，不得不释放被捕学生。6 月 10 日，罢免了亲日派

官僚。6月 28 日，中国代表没有出席巴黎和会的签字仪式。

（四）五四精神：是指五四运动中的精神，即：忧国忧民、热爱

祖国、积极创新、探索科学的爱国主义精神。五四精神的核心内容为

“爱国、进步、民主、科学”。概括地讲：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

反帝反封建的爱国精神”。

三、五四运动历史影响——中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

革命的转折点

五四运动是中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

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

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

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这也正是五四运动与以往的农民革命

和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同之处。

1840 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由封建社会一步步演变成为半殖民

地半封建社会，国内的主要矛盾也由原来的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

盾，转变为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

要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必须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

反帝反封建就成为近代以来中国革命的主要内容。这种革命从其范畴

来说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五四运动之前，中国的反帝反封建革

命是由农民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而五四运动之后，虽然革命



的任务仍然是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革命的对象也仍然是

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但革命的领导者已经不再是农民阶级和民族资

产阶级，而是无产阶级。既然如此，五四运动之后的反帝反封建革命

就成为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

（一）五四运动既是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又是反对封建主义的

运动，它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线上。

中国人民自从鸦片战争以来，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反帝反封建的斗

争，始终企盼着民族的复兴。在这个过程中，许多先进分子不断地探

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寻找国家与民族的出路，并为此进行了不懈的努

力与奋斗。这其中，有地主阶级开展的洋务运动，有农民阶级浴血奋

战的太平天国运动，有资产阶级改良派发动的戊戌维新和资产阶级革

命派领导的辛亥革命。但是，洋务运动破产了，太平天国运动失败了，

戊戌维新只进行了 103 天就因为种种原因夭折了，辛亥革命虽然推翻

了清王朝，男人剪掉了辫子，女人可以放开小脚，国号由大清改称为

中华民国，但它并不是人民的国家，中国依然是那样的贫穷落后，依

旧是那样的四分五裂，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之下，反帝反

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

五四运动的发生，正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危机步步加深的背景

下，各种社会矛盾斗争的总爆发。1919 年，中国在巴黎和会上遭到

外交失败，再一次陷于民族危难之中。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顾维

钧曾回忆道：“以前我们也曾想过最终方案可能不会太好，但却不曾

料到结果竟是如此之惨。”巴黎和会的失败，使中国人民从此认清了

帝国主义的真面貌。毛泽东曾指出：“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的认识

也是这样。第一阶段是表面的感性的认识阶段，表现在太平天国运动

和义和团运动等笼统的排外主义的斗争上。第二阶段才进到理性的认

识阶段，看出了帝国主义内部和外部的各种矛盾，并看出了帝国主义

联合中国买办阶级和封建阶级以压榨中国人民大众的实质，这种认识

是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前后才开始的。”在五四运动中，中国人民

积蓄已久的爱国热情由此喷发。参加爱国斗争的人员如此广泛，各阶



级各阶层群众如此一致地共同行动，是近代以来未曾有过的。“五四

运动是群众发动的，是群众的队伍在街上公开反对自己的敌人。开始

只是觉悟的、先进的学生参加，在上海已经不只是学生，而且有广大

的工人、商界参加，后来，汉口、长沙，长江流域，珠江流域都卷进

这个潮流里去了。”五四运动中喊出的“外争国权，内除国贼”等口

号，赋予反帝反封建斗争新的内容，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存由此翻开新

的篇章。

（二）五四运动又是一场伟大的思想启蒙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有

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近代以来，中国一直在努力地向西方学习，并且经历了从学“器

物”、学“制度”，再到学“思想”的转变。1915 年 9 月，陈独秀

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不久改名为《新青年》），它以青年为

主要读者对象，新文化运动由此发端。经过早期新文化运动的冲击，

中国思想界“正如久闭的水闸，一旦开放，旁流杂出，虽是喷沫鸣溅，

究不曾自定出流的方向。其时一般的社会思想大半都是如此”。当时，

西方的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合作主义、泛劳动主义、基尔特社会

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各种主义和思潮纷纷涌入中国。在这个过程中，

马克思主义也开始传入中国，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初期，既没有得

到正确的阐释，也未为人们所重视，即使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少数知

识分子，也仅将之作为西方的一个学术派别来看待。

五四运动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后发生的。在此之后，马克思主义在

中国的际遇就大不一样了。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取得革命成功的俄

国，在政治经济上与中国有着许多相同或接近的地方，而它在革命胜

利后又以反对帝国主义相号召，并且主动宣布废除帝俄时代与中国签

订的不平等条约。这样，中国的先进分子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产

生了特殊的好感。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先进分子的代表李大钊、陈

独秀等，满腔热情地讴歌十月革命的胜利，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克思主

义，并不遗余力地对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加以宣传介绍。在这个过

程中，不但他们自身完成了由激进民主主义者到初步马克思主义者的



转变，而且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也使一批和他们有着共同理想的先

进青年，如毛泽东、邓中夏、蔡和森、恽代英、周恩来、刘少奇等，

集合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于是有了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一

群体。

对于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情况，毛泽东有过形

象的比喻：“马克思主义产生于欧洲，开始在欧洲走路，走得比较慢。

那时我们中国除极少数留学生以外，一般人就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世

界上有马克思其人。”“总之，那时我没有看到过，即使看过，也是

一刹那溜过去了，没有注意。”马克思主义在“十月革命以后就走得

这样快。因为它走得这样快，所以一九一九年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就

不同了，五四运动以后，很快就晓得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势力

的口号。在这以前，哪个晓得提这样的口号呢？不知道！这样的口号，

这样明确的纲领，从中国无产阶级产生了自己的先锋队——共产党

起，就提出来了。”中国的先进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之后，就开始

意识到组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要性。

五四运动后期工人成为运动的主力表明，中国工人阶级开始走上

中国政治的舞台。五四运动的另一结果，是使那些具有初步共产主义

思想的知识分子，认识到工人阶级力量的强大，他们脱下长衫，来到

工人中间，了解工人的悲惨生活，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开办工人夜

校，提高工人的文化知识，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初步

结合。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思想感情进一步转变到工人阶级方面，

实现了知识分子的工人阶级化。同时，一部分工人由于受到了马克思

主义的教育而提高了阶级觉悟。这就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准备了思想

和干部条件。

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直接推动了中国共

产党的成立。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无产阶级就有了自己的先锋

队，中国革命就有了新的领导核心力量，这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区

别于旧民主主义革命最根本的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