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两个阶段

五四运动第一阶段是 1919年五四

运动爆发前

另一阶段是五四运动以后

的时期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 



五四运动后，在新思潮大量涌现、诸多学说流派争鸣斗胜的形势下，马克思主义

以其高度的科学性和革命性逐渐吸引着越来越多的进步青年，得到广泛深入的传播。

1918 年 《法俄革命之比较观》

1918 年 《庶民的胜利》

1918 年 《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

1919 年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 

• 是新文化运动的著

名左翼人士
• 是在中国大地上举

起十月社会主义革

命旗帜的第一人

李大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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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

这篇文章的发表，标志着李大钊由一个爱国的民主主义者已转变为一个

马克思主义者，也对毛泽东、周恩来、邓恩铭、王尽美、李汉俊等一大批先

进青年了解并接受马克思主义起了重大启蒙作用。

是李大钊在中国率先传播马克思主

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突出表现，文章中

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



新文化运动的精神领

袖陈独秀也是中国的马克

思主义先驱者和擎旗人。

以毛泽东等为代表的五四运动的左翼骨干

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队伍的主体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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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

毛泽东 杨匏安 蔡和森 周恩来



董必武 吴玉章 林伯渠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队伍，还包

括原中国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时期

的活动家。

这些有着不同经历的先进分子

殊途同归的事实表明，抛弃资本主

义的救国方案，走马克思主义指引

的道路，是相当多的中国先进分子

共同作出的历史性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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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五四以后新文化运动最基

本的特征。



马克思主义在传播过程中的论战
l 问题与主义的论战

l 社会主义的论战
l 无政府主义的论战

最终，抛弃资产阶级改良主义

和无政府主义，选择科学社会主

义。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 

陈望道翻译了《共产党宣言》
第一个中文全译本



1
重视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学习，明确地同第二国际
的社会民主主义划清界限

2
注意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

3
开始提出知识分子应当同劳动群众相结合的思想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 

早期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的特点



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一批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先进

分子的出现，在中国成立共产党组织的思想和干部条件就具备了。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 

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

五四运动后，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中国

得到广泛传播并被中国的先进分子所选择？

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
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

先进知识分子与工人
群众相结合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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