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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在北京大学的传播（1917—1923）
王碧霞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中国·北京

北京大学是人才高地，以研究、传播新思想、新文化为人称道。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过程中最早也是最重要的
基地，北京大学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通过梳理北京大学选择马克思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宣传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总结其经验成就，可更好把握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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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民族危难时刻，为救亡图存，北京大学的知识分子，

冲破禁锢，开始学习西方，寻求变革。1917年，蔡元培入

职北大，一改北大风尚；李大钊在十月革命之后，敏锐地提

出“新纪元”即将到来。至此北大开启了学习、研究、传播、

实践马克思主义的悠悠历史，并成为了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

最早最重要的基地。

2 马克思主义在北京大学传播的时代背景

第一，北京大学自身变革。北大是“戊戌变法”留下的

重要成果，自诞生以来就与国家兴衰息息相关。1917年，蔡

元培入职北大，建章立制，整改学校风气，北大学生不再以

学校毕业作为取得功名利禄的手段。北京大学至此迎来伟大

变革，完成了从官僚养成所到新青年摇篮的历史转变。先进

知识分子们在北京大学的摇篮里上下求索，开始了“为学术

而学术”，学习、研究、传播、实践马克思主义的悠悠历史 [1]。

第二，新文化运动中心由上海转至北京。1915年 9月

15日，陈独秀创刊《青年杂志》，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民主”

与“科学”，是为新文化运动之发轫。1916年，《新青年》

杂志编辑部从上海迁至北京，主要撰稿人多数是来自北京大

学的教授，因此新文化运动的主阵地就此变成《青年杂志》

和北京大学，不再局限于上海一地，新文化运动逐渐产生了

全国性的影响。新文化运动中心的转移，使我国最早的一批

马克思主义者在北京大学成长起来。北京大学扩大了新文化

运动的影响力，新文化运动则让北京大学面貌一新。

第三，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早

在 19世纪末，马克思主义就已经通过传教士、日本留学生

等群体进入到中国，但当时的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引起学术界

的充分重视，直到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来，中国的先

进知识分子备受鼓舞。他们在这次胜利中看到了解救民族危

难、实现民族独立的希望，于是开始带着极大的热情学习、

研究并宣传马克思主义。

3 马克思主义在北京大学传播的主要途径

首先，通过报刊介绍。报刊是北大传播马克思主义的

重要手段，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1918年冬日，在张申府、

鲁迅、胡适等人支持的情况下，陈独秀、李大钊在北京创办

《每周评论》，名噪一时。《每周评论》以“主张公理，反

对强权”为宗旨，是五四时期最重要的报刊，主要宣传反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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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思想，介绍社会主义思想。除了《每周评论》，北大及其

学生团体还创办了《北京大学日刊》《北京大学学生周刊》《新

潮》和《国民》等报刊。在创办报刊之后，北大的知识分子

纷纷在这些报刊上发文，以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例如，

李大钊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新纪元》，认为第一次世

界大战和俄国革命洗出了新纪元。在《新青年》上发表《我

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从唯物史观、科学社会主义以及政

治经济学、阶级斗争学说四个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学说进行了

初步的介绍，并且对这几个部分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

其次，通过研究团体传播。为宣传马克思主义、讴歌

十月革命，1918年，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在北大成立。

在团体的不断努力下，马克思主义在北京大学迅速传播。研

究会发展迅速，参与者众多，规模一度可达到 250人以上。

研究会成立之后，积极开展学术活动，不仅经常召开研讨会

探讨现实问题，还组织大型辩论会、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

发表学术文章，为传播马克思主义作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

再次，走进北大讲堂。1918年，在李大钊的积极倡议

下，北大陆续开设了一系列马克思主义课程，是我国开设

马克思主义课程的先驱。他本人开设的课程最主要的有《唯

物史观》《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在当时，国内并没有现

成的课本，于是在《唯物史观》课上，为了让同学们更好地

学习，李大钊还组织印发了一套讲义。而这套讲义即使从今

天的角度看，也是比较系统的。目前已知的讲义内容主要有

七个部分，包括唯物史观在史学上的价值，经济历史观等内

容。除了下发讲义之外，李大钊还会组织考核，翻阅档案，

1923年北大政治系贺廷珊《唯物史观》试卷可以佐证这一点。

从这份档案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当时马克思主义在当时的北

大，是作为一门学科开设的课程，且当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

的研究划分得很具体。除此之外，观察 1921—1923年间北

京大学的课程设置情况，可以发现这一阶段北大关注社会主

义、共产主义的政治系、哲学系、经济系教师亦不在少数。

例如，陈启修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概论》、杜国痒的《政

党论》、顾孟余的《社会主义理论及其统系》。可以说，马

克思主义已经在北京大学的课程体系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在

学生中的影响力也因课程的设置而不断扩大。

最后，通过论争扩大影响。五四时期，资产阶级右翼代

表如胡适等人，对研究会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行为表达了深深的

不满，甚至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污蔑。梁启超、张君劢等人虽

然态度并不恶劣，但也认为中国的产业发展还达不到谈社会主

义的程度，并且他们表现出唯心主义的倾向，认为精神决定物

质。为破除疑虑、不满和旁人的污蔑，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

决心举办大辩论会，邀请各路人士就“社会主义是否适宜于中

国？”一题展开辩论。会上辩论异常激烈，会后老师及学生们

仍不舍离去 [2]。与此同时，作为辩论会评委的李大钊巧妙地运

用唯物史观回应了各方质疑，解答了问题。这场大辩论及李大

钊的发言激发了在场人士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

4 马克思主义在北京大学传播的主要内容
第一，①唯物史观。李大钊开设唯物史观课程，通过

这个课程不断向北大的学生宣传唯物史观这一人生的、物质

的、社会的、进步的新历史观。他始终坚持用唯物史观批判

唯心史观，认为唯心史观是“循环的、退落的”的历史观，

只会以“心之力”解释历史，事实上不过是对当权者的讨好，

是对天命的顺应，是“权势阶级愚民的器具”罢了。②阶级

斗争的重要性以及历史发展的动力是人民群众，认为我们的

新时代全靠我们去创造。

第二，科学社会主义。李大钊除了对唯物史观进行了

深入的研究之外，还对科学社会主义进行了探索，他开设了

《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一课，并编撰了讲义，主要讲述关

于社会主义三个方面的问题：①什么是社会主义；②如何认

识社会主义；③怎样实现社会主义。我们可以发现，虽然当

时北大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的认知还是粗浅的，但是大体上

已有框架，其他人可在这样的框架下进行进一步的探索。

5 马克思主义在北京大学传播的主要成就
第一，深化了北大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推

动了广泛传播。1923年，在李大钊等人于北大开设马克思

主义课程的五年之后，为考察马克思主义在北大传播的效

果，曾有人对北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调查的主要内容为：

现代中国流行的各种主义你相信哪一种？接受问卷调查的

学生总计 456人，选择社会主义的学生有 225名，这充分表

明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思潮在北大的影响力之广，学生

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认可程度之深。而这么多信仰马克思主

义的学生再四散到祖国的各处，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全国范

围的广泛传播，点燃起了星星之火 [3]。

第二，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输送干部、人才。北京大学，

是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重要的人才基地。首先，中国共产党

早期两个领袖——南陈北李，都在北京大学任教。其次，出

席党的一大的 13名代表，有 5人在北大工作学习过。最后，

二大中北大人的比例不仅没有降低，反而增加了。充分说明

了北大人在党创立之时的重要作用。

第三，为中国革命的发展方向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

在各种改良运动，资产阶级革命纷纷失败的时候，十月革命

的胜利，为苦难中的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北大的知

识分子们希冀用马克思主义开启“新纪元”，因此积极学习、

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将其推向全国各地，马克思主义开

始在中国大地上广泛传播，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引领

中国人民获得了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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