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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史》

内容概要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史(1918-1922)》讲述了马克思主义在我国传播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前所
未有的思想革命，是近代中国继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启蒙之后的又一次伟大的思想启蒙运动。它在中国
有一个极其复杂的由西方文化到东方文化的转场过程，迄今已有130多年了。它经历了若干阶段，不同
阶段所发挥的历史作用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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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田子渝，四川泸洲人，1946年生。1947年毕业于武汉市第一师范学校中文科。现任湖北大学政治系教
授、博士生导师、湖北省人民政府参事、武汉市文史研完馆馆员，享受湖北省政府专项津贴。长期从
事中共党史、中国现代史、毛泽东思想研究，著有《恽代英传记》（合著）、《李汉俊》、《武汉五
四运动史》、《湖北通史·民国巷》（合著）等，主编《中国近代军阀史词典》、《中国抗日战争大
词典》、《八十年来中共党史研究》、《武汉国民政府史料》、《武汉抗战史料》、《武汉解放战争
史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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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 第一章马克思主义初期传播大幕的开启 第一节初期传播的主力军：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
识分子群体 第二节初期传播主要大众媒介 第三节初期传播主要渠道 第二章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与马克
思主义传播 第一节中国共产党的创立 第二节传播机构、杂志、重要著作 第三节传播主要内容 第四节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最初结合 第三章马克思主义初期传播过程中的思想交锋 第一节问题与主义
的论争 第二节与基尔特社会主义的论争 第三节与无政府主义的论争 第四节新村、工读运动失败后的
觉醒 第四章在苏俄、共产国际指导下的马克思主义初期传播与影响 第一节传播马克思主义是共产国
际的基本任务之一 第二节苏俄、共产国际对华初期传播的媒介与渠道 第三节在共产国际指导下初期
传播的内容与影响 第五章国民党人士与马克思主义初期传播 第一节主要传播者与传播媒体 第二节主
要内容介绍 第三节对国民党人士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评价 第六章马克思主义初期传播的历史性跨越 第
一节中共二大前夕共产党人对民主革命规律的探索 第二节中共二大革命纲领的制定 第三节中共二大
前后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刊物 结束语 主要参考文献 附件：1919—1922年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书目 
人物简历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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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三、对社会主义问题讨论的再认识 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学人用当代语境对发生在80
年前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与中国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的这场大论争作了新探讨，提出一些新观点，
得出一些新结论，并且将其作为解放思想的新成果，对此笔者提出自己的看法，求教学人，以推动该
问题的研究。 第一，当今在评论社会主义论争时，有一种似是而非的观点较为流行，即张东荪、梁启
超等人对国情的分析，对在中国发展实业，对中国资产阶级的认识等方面，给我们留下了某些有益的
思想资料或启示，甚至为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提供了一些资料。这样一来，至少涉
及了两个问题。 其一，这场论争的实质是什么？本来这个问题很清楚，是中国走什么样的道路才能复
兴国家。简言之：中国基尔特社会主义者企图将资本主义与协社调和起来使国家复兴，按照张东荪的
话就是“盖协社即以资本主义之方法，而贯彻社会主义之精神者也”。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则旗帜鲜明
地主张走科学社会主义道路使国家复兴，按照李达的话说就是“采用劳农主义的直。接行动，达到社
会革命的目的”。两条道路，两种途径，泾渭分明。 至于中国基尔特社会主义者提出的中国贫乏、现
代工业落后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早就认识到了这些问题，并且极端赞成增加富力，发展生产力，发
展实业非增加资本不可；对发展合作社（协社）、工会（组合），劳动者参加管理等，他们并不反对
，反对的是把中国主要社会矛盾说成是贫乏，中国的出路是发展资本主义与协社，一针见血地指出在
不改变旧的经济、政治制度的情况下，采用协社、工会等作为复兴国家的方法不仅是空想，而且还伪
善。 诚然，张东荪等强调研究、实验任何主义、政策必须与“国情”（笔者注：张氏用“本土情形”
、“国内情形”来表述）相结合，曾指出采用彼辈主义、政策一定要与国内情形相比较，“若将本土
情形完全忘却，则纵考察得彼中办法与主义，亦止适于彼地而已，未必遽能移用我也。”从认识论的
角度看，张东荪这个立场值得肯定，但问题在于他所说的“国情”只是一些表面的现象，如贫穷、实
业落后等，而他开出的解决中国问题的药方即基尔特社会主义，则根本不适合国情。对此他自己都缺
乏信心，在回答友人的信中曾清楚表白：“弟向倾心于同业公会的社会主义，近则以为，人类原理而
普泛言之固属最善，而在中国则不知须俟何年何月始能实行。”他承认在中国实现基尔特社会主义还
为期甚远，目前第一步只是宣传原理，第二步是“择业实验”。因此，同样从认识论的角度，可以看
出张东荪的认识是脱离实际的，是唯心的，没有多少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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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史(1918-1922)》分为四大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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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这本书对我来说很有价值，因为我是学习这方面的学生，了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初步传播对自
己的专业很有必要，而且这本书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所以为觉得这本书很有拥有的价值，强烈
推荐大家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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