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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时期“主义”传播与中国式现代化
道路的开启

孙  珊

摘要：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开启于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条件，其在经历多重探索后与马克思主义建立了

本质性联系。五四时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日益流行并广泛传播的时代，亦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转折期

和孕育新范式的关键期，这一时期“主义”传播彰显了中国社会现代化历史发展的总体性趋势。作为历史过

程的中国式现代化因“主义”的传播而开启，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语境中得以发展，规制于马克

思主义有关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的“质的规定性”。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发生学”意蕴，应着眼

于民族复兴的大历史观以把握中国式现代化开启的历史境遇，追溯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与中国式现代化

之间的逻辑关联，深入考察“主义”的传播何以规制并培育中国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方向、“革命—现代化”

路径、领导力量和根本动力，进而从整体性角度揭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开启的必然逻辑和历史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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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明了中国式现代化的范畴定位和使命要求，阐发了“以中国式

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a的光荣使命。作为动态的过程性存在，中国式现代化集中体现运用

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和解决中国走向现代化道路的实际问题，表征了思想理论和社会实践的辩

证统一。五四时期是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历史起点，亦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转折期和孕育新范式的

关键期，“到‘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比较明确地讨论中国现代化的道路问题”b，“到 20
世纪初叶，中国人已强烈地意识到现代化的重要性”c，而这一转折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密切相

关，即作为历史过程的中国式现代化因“主义”的传播而开启，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语境中

得以发展。本文从探寻本源出发，基于大历史观视域将思想史与社会史相结合，分析作为“主义”的马

克思主义在五四时期的传播进路与发展态势及其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影响，进而对中国式现代化开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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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性逻辑予以考察。

一、“主义”传播中的价值意蕴与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方向

社会主义方向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最本质特征，亦是其与西方现代化的根本区别。中国现代化的开启

是本土因素与外来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既源自内部中华民族对改变自身命运的渴望以及实现自身复兴

的追求，又源于外部现代性的挑战以及对资本主义道路不可能性的确证。鸦片战争后，面对“国家蒙辱、

人民蒙难、文明蒙尘”a的现实中国，众多仁人志士从西方引进新的社会思潮以寻求救亡图存出路，在不

断学习、比较和试验中探求现代化道路。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推动下，马克思主义在琳琅满目的

思潮中脱颖而出并在“社会改造”语境下日趋建立话语权，成为先进分子救国救民的崭新选择，引领中

国社会从“效法欧美”转向“以俄为师”的进路，中国的现代化迈入新的方向——社会主义，由此建立

了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联系，即“主义”传播引领中国社会确立以社会主义为前途的现

代化方向。

（一）“主义”传播表征现代化的世界历史视域

现代化作为一种世界现象表征出人类社会向现代方向发展的态势，意味着中国现代化任务是历史发

展的必然。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体系，马克思主义作出以社会主义为导向的人类现代化道路的判

断，其世界历史性特征集中体现为致力于人类解放的社会主义逻辑旨归。马克思恩格斯强调非工业国家

将不可避免地由于世界交往被卷入工业化行列的历史趋势，且“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彻底，历

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b，为包括中国在内的落后国家探索现代化道路提供更为宽广的世界视域。鸦

片战争后，中国因陷入灾难重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被动汇入世界发展潮流，被迫纳入资本主义开

创的世界历史体系中，由此被动开启现代化的探索。此后，有关“中国向何处去”的讨论此起彼伏，或

主张全盘西化，或主张保守复古，其共同特征表现为脱离中国国情、缺少先进理论指引和领导核心力量等。

而马克思主义传入激发了先进分子群体的世界意识，在思想上报以“世界主义”态度探索中国从传统社

会向现代社会的范式转变，力求“使中国人民具有适合改革的能力以及中国改革能与世界保持同步”c，

继而在世界历史进程中思索“中国向何处去”问题。

十月革命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运用，其基本特征和经验体现世界历史的普遍意义，引导中国早

期先进分子在“世界主义”框架下思索中国现代化道路。李大钊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中肯定十月革

命的世界性意义，强调研究中国社会问题应注意观察世界资本主义问题，“中国的经济情形，实不能超

出于世界经济势力之外”d，在《新纪元》中赞颂十月革命是人类进步的曙光，认为应趁着光明，“努力

前去为人类活动，做出一点有益人类的工作”e，从世界角度将中国社会变革与世界革命新纪元相联系。

毛泽东在 1920 年致蔡和森等人的信中阐发了社会主义的国际性，“这种世界主义，就是四海同胞主义，

就是愿意自己好也愿意别人好的主义，也就是所谓社会主义”f。蔡和森于 1921 年致陈独秀的信中，强

调“马克思社会主义乃是国际的社会主义”g，主张中国社会改造应具有世界性视域。周恩来在法勤工俭

学时提出中国社会变革须面向世界，认定共产主义是解决世界问题和改造中国社会良方，应积极分担“全

世界无产阶级为创造新社会所共负的艰难责任”h，体现变革中国社会的世界眼光。1919 年创刊于福州的

a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年，第 4 页。

b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168 页。

c　李璜：《破坏与建设及其预备工夫》，《少年中国》第 3 卷第 8 期，1922 年 6 月 1 日。

d　《李大钊全集》（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年，第 359 页。

e　《新纪元》，《每周评论》第 3 期，1919 年 1 月 5 日。

f　《毛泽东致蔡和森、萧旭东和在法诸会友的信》，《新民学会资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年，第 144 页。

g　《蔡和森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年，第 78 页。

h　伍豪：《共产主义与中国》，《少年》第 2 号，1922 年 9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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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星》具有社会主义倾向，刊载《现代俄罗斯的研究》等文章介绍苏俄革命状况，在发刊词指出：“我

们既然要为世界努力，便先当从改造中国做起，改造中国，又要先从思想界改造起，这就是我们努力世

界问题的一个步骤了。”a五四时期《共产党宣言》传播范围较广，其中有关无产阶级实现解放等问题给

进步人士带来极大影响，使更多人认识到代表绝大多数人利益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及其现代化道路应是

人类现代化道路的最佳方案。

在马克思主义“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宽广视域下，一方面中国被迫加入世界现代化体系，传统

天下主义和华夏中心主义观念破产，开始产生近代新型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观念，这就要求在世界性视

野之下谋求本民族生存与发展，且在政治上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另一方面五四时期“主义”

传播使先进分子关注到中国社会改造及其现代化与世界形势发展紧密联系，并主动在世界性进程中整体

思考中国出路问题，初步形成追寻世界潮流并产生世界性认识视域的基本共识，且这种共识贯穿并渗透

于先进分子对“中国向何处去”问题的思索中，为中国现代化道路抉择创造了条件。

（二）“主义”传播彰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价值定向

中国现代化道路开启于特定的社会条件，且与五四时期社会环境密切相关。进言之，五四时期中国

社会发展呈现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选择性趋向，而马克思主义传播引发的社会主义论战正是这两种趋

向相互斗争的表现，其进程伴随与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思潮的交锋辩驳，产生“思想大碰撞和大清

洗”b的效果。马克思主义在与各种主义“交锋”中树立话语权势，以激烈辩驳推动影响力提升和认识深化，

初步形成马克思主义框架下有关现代化的认识，在探求比较中明晰了中国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价值定向。

就内容而言，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围绕“要不要主义”“要不要社会革命”和“要不要无产阶级专政”

等命题，参与“问题与主义”“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与基尔特社会主义”等论争，

以唯物史观等武器就“点滴改良和根本革命”“社会革命和社会主义何以可能”和“无产阶级专政取舍”

等核心问题展开激烈交锋，使马克思主义在与非马克思主义激战中彰显真理要义，提升社会主义在现代

化路径抉择中的影响力。

就成效而言，论争基本围绕以下问题达成共识：（1）要解决中国问题，离不开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

如与基尔特社会主义论战关乎改良道路和革命道路抉择的思想争论，双方分歧在于讨论中国是否具有实

行社会主义的阶级基础、以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发展实业以及对待资本家态度问题等。为此，蔡和森

主张结合中国实际进行社会革命，从“唯物史观、资本论、阶级斗争说”角度阐发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

真谛，认为“社会革命完全为无产阶级的革命”c，明晰向社会主义进发的态度。（2）选择俄国十月革

命夺取政权作为中国的根本出路。“问题与主义”之争基于新文化阵营内不同派别对中国社会改造方法

的讨论，双方聚焦于社会革命与社会改良问题展开驳斥，厘清了马克思主义视域“革命”与资产阶级视

域“改良”的本质区别。李大钊等人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可能性，阐释了中国社会何以革命

的必要性，在推动国人在思考以革命手段实现社会根本改造以及现代化道路方面产生积极效应。（3）必

须通过无产阶级专政，建立马克思主义新型政党。陈独秀等认为改良之路不适合中国国情，且“在政治、

经济两方面，都是走不通的路”d，提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通过阶级斗争手段获取无产阶级政权，逐步

解决中国社会贫穷落后等问题，明确中国出路在于放弃资本主义而选择社会主义。

简言之，就五四时期而言，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范式经受第一次世界大战洗礼后暴露严重危机，西

方形象和模式在中国人心中被改变，更多进步人士意识到发展资本主义虽有必要但无可能。而社会主义

作为美好理想且具有广泛发展前景和实现可能，故而马克思主义作为解决中国现代化出路问题在论争中

a　《发刊词》，《闽星》创刊号，1919 年 12 月 1 日。

b　唐宝林主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100 年》，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7 年，第 120 页。

c　《蔡和森文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年，第 79 页。

d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 2 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35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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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广泛传播，且每次论战均在最后“到达马克思主义胜利”a。激烈的思想论争唤起早期马克思主义者

积极行动，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思想方法对非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批驳反击，提升了社会主义在中国的

影响力并导引现代化的发展趋向，为确立以社会主义为前途的现代化方向创造了条件。

（三）“主义”传播成就现代化的民族国家目标

作为世界性发展潮流，现代化是近代以来先进中国人的不懈追求，由于不同民族的现代化进程由其

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条件决定的，故而中国的现代化探索必然带有自身的民族性特征，正如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的，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充分表明现代

化具有共性与个性并存、普遍性与特殊性统一的特质。马克思主义重视民族多样性，针对俄国实际提出

通过农村公社的方法摆脱其农业处境，而英国资本主义租佃制度则不适用于俄国，原因在于这种制度与“俄

国整个社会条件相抵触的”b，为东方民族自主选择现代化道路指明方向。就此问题，列宁亦指出马克思

主义并非一成不变，应根据民族实际独立探讨马克思主义，“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

些原理的应用具体来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c，阐明不同国

家应结合自身民族特征开辟现代化道路。基于此，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主义传播进程中结合民族实际，

初步确立获取民族独立、建立民族国家的现代化目标。

首先，马克思主义传播激发了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意识，为争取民族独立提供精神层面启蒙。

一方面，西方的入侵使得中国陷入国势渐衰的局面，阻碍了民族工业的生长空间并消解了自主现代化建

设的可能，催生了进步人士的忧患意识以及国人的民族意识且民族独立愿望日趋强烈，对“排除民族压

迫是一切健康而自由的发展的基本条件”d的认识更为深刻。另一方面，五四运动乃是“中国现代历史和

民族主义的里程碑”e，这一时期“人人都从梦中惊醒起来，晓得中国将亡。所以大家都奔来奔去，极力

地嚷着救国。发传单啦，抵制日货啦，种种的爱国举动，真算是四千年来，从没有过的事情”f，民众爱

国主义和现代民族主义意识得以极大升华，为提出现代化民族国家目标作出思想铺垫。

其次，马克思主义传播点燃探索现代化道路的思想曙光，推动国人对帝国主义的认识从感性阶段开

始上升到理性阶段，引领先进分子逐渐认识到对外扩张、殖民掠夺是帝国主义的本质，为确立民族国家

的现代化目标奠定基础。李大钊在《新纪元》中揭示帝国主义压迫的本质和目的，“拿他一国的资本家

的政府去支配全世界”g；在《秘密外交》中揭露帝国主义的罪恶，“因为世间一切罪恶，都包藏在秘

密的中间”h，显现李大钊等人抛弃对帝国主义幻想，追求民族独立、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目标意识更为

强烈。

最后，苏俄建立民族国家的范例极大鼓舞国人，激发先进分子对现代民族国家的憧憬。早期马克思

主义者趋向学习苏俄模式，倡导民主政治和民族自决，主张建立新型民族国家，李大钊在 1918年发表的《雪

地冰天两少年》小说中表达对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愿望，“予以为吾中华若欲成一统一之国家，非基于

新民族主义不可。新民族主义云者？即合汉、满、蒙、回、藏镕成一个民族的精神而成新中华民族”i。

综上可见，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直面中华民族危亡之际多重挑战，将马克思主义与自身中华文明特质

相结合、与中国社会变迁的特定历史需要相结合，初步显现以获取民族独立、建立民族国家的现代化目标，

a　[美 ]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上卷），杨品泉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 423页。

b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830 页。

c　《列宁专题文集 • 论马克思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96 页。

d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0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472 页。

e　[ 美 ] 吉尔伯特 • 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第 443 页。

f　锡麟：《我们为什么要出“通俗丛刊”？》，《上海学生联合会通俗丛刊》第 1 期，1920 年 1 月 1 日。

g　《李大钊全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年，第 376 页。

h　《李大钊全集》（第 2 卷），第 420 页。

i　《李大钊全集》（第 2 卷），第 33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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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这一目标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呈现新的特征，由此开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民族国家”的现代化

道路探索。

二、“主义”传播中的社会变革模式与“革命—现代化”路径的形塑

现代化作为普遍的世界现象，本身乃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其由于内外条件的差异而选择不同的

实现路径。20 世纪初叶，各种社会思潮传入中国，试图从开启民智出发引导传统中国学习西方进而寻求

现代性这一新的价值观，而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崛起”，尤其是“以俄为师”的社会主义

现代化学习路向影响先进分子对现代化道路的抉择，仿效了俄国激进式社会革命道路，接受并认同社会

主义作为理想社会形态的存在是实现现代化的最佳方案，这就构建了社会革命与现代化的本质关联，继

而开辟了“革命—现代化”路径，正如罗荣渠所言“中国通过革命化走向现代化的独特道路”a。

（一）“主义”传播导引现代化由改良向革命路径的转换

现代化进程需要特定的社会基础，而这一基础需要特定的社会革命加以实现。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下，

社会革命乃是生产关系的变革，即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手段推进现代化，而不是西方在既有制度中

发展生产力的模式。马克思主义揭示了现代化运动规律及发展趋势，阐明生产力、生产关系与社会革命

的关系，认为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引起生产关系变革，社会革命是社会形态转变的必经过程，即“于

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b，为中国摆脱落

后局面、迈向现代化征程提供理论支撑。

就五四时期而言，李大钊、陈独秀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从唯物史观出发，宣扬生产关系变革的重要

性，从生产力角度分析中国衰败根源以及难以实现现代化的原因，并从社会革命角度提供对策，为现代

化从改良转向革命创造了条件。李大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回应“问题与主义”之争，运用唯物史

观阐释主义指导与问题解决之间关系，主张以革命方式实现问题的“根本解决”。李达提出社会革命目

的在于变革旧社会生产关系，组织无阶级无特权的新社会，而这一新社会“生产机关为真正的生活机关，

为社会全体的所共有，个人和全体都能够自由发达”c。陈独秀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理论为指导，阐述

了革命在生产关系变革以及历史进化中的地位作用，认为革命之所以被称为神圣事业，在于其“是推进

人类社会组织进化之最有力的方法”d。蔡和森亦结合中国实际论述了选择革命道路的必然性，认为彼时

中国“恐怕有点遏制社会革命的自然力不住”e。江西的改造社于五四时期日渐趋向革命态度，其成员认

为改造中国只有“一条大路——革命”f。

不难看出，五四时期时人们对新的现代社会的期待以及将革命与新社会的追求紧密联系，认识到中

国的现代化进程须经历彻底的社会革命为之奠基，将社会主义革命作为“改造现实世界对症之方”g和通

往现代化的重要途径，进而通过创立无产阶级政党取得革命领导权而走上“革命—现代化”道路。

（二）“主义”传播探索现代化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向苏俄文明转换

十月革命使社会主义从理想转化为现实，印证了落后国家通过社会革命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现实性，

所开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范式不仅标志着俄国现代化的转折，还吸引更多中国人愈发意识到“物质文

a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中国的现代化之路》，第 198 页。

b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2—3 页。

c　《社会革命的商榷（1920 年）》，《李达文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年，第 52 页。

d　《革命与反革命（1923 年 1 月）》，《陈独秀著作选》（第 2 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402—403 页。

e　《蔡和森文集》，第 77 页。

f　张允侯、殷叙彝等：《五四时期的社团》（第 3 册），北京：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1979 年，第 287 页。

g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 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第 44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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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不高，不足阻社会主义之行”a的道理，继而转向“以俄为师”的现代化范式，实质性影响中国社会现

代化进程，而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向苏俄文明的转向与五四时期十月革命的宣传联系紧密。

一是对苏俄革命的讴歌与赞扬，为“以俄为师”转向营造良好氛围。李大钊率先宣传俄国十月革命，

称赞其“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b，“足为世界和平之曙光”c，肯定了布尔什维克党通过革命推

翻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的贡献，强调“他们的主义，就是革命的社会主义；他们的党，就是革命的

社会党”d。陈独秀盛赞俄国革命与法兰西革命都是人类社会变动和进步的关键，强调政治史意义上的十

月革命是“顶有价值的事件”e。国民党理论家胡汉民认为十月革命作为 20 世纪首件大事，是将马克思

主义理论成功付诸实践的首次尝试，赞扬其为“人类真正历史开始的第一篇”f。由此可见，早期先进分

子对十月革命持讴歌与赞扬态度，为学习苏俄文明奠定思想基础。

二是对苏俄建设状况的介绍，引发对苏俄模式的认同。（1）《新青年》《先驱》等报刊介绍苏俄政

府经济政策、苏俄实业等，宣传苏俄社会主义现代化具体路径，为中国的现代化提供实景借鉴，列宁有

关现代化的阐述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所认同，强调实现全国电气化对于苏维埃政权的重要性，即“共产

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g。（2）发表有关苏俄状况的阐释类文章，表达对苏俄现代化模式

的认同感。李大钊以“人道”“自由”等描述社会主义现代化特征，“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

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h，表达对苏俄现代化模式的认可。曾鼓吹西方现代化模式可以救中

国的陈独秀在十月革命影响下转而信仰马克思主义，认为“最近的将来，不但封建要让共和，就是共和

也要让社会主义”i。周恩来在对比英国和俄国革命之后亦偏向学习苏俄，认为“若在吾国，则积弊既深，

似非效法俄式之革命，不易收改革之效”j，可见其对苏俄现代化路径的倾向。（3）《苏俄政府第一次

对华宣言》标志着沙皇政府在中国侵略政策的废除，推动民众对苏俄革命正向态度的转变走向高潮，这

一做法被沈仲九赞赏“为谋人类全体幸福的精神”k，被《新青年》《星期评论》《申报》《民国日报》

和《时事新报》等多家报刊称赞为“实足为国际史上开一新纪元，无任欣慰”l，“自有人类以来空前的

美举”m，继而掀起讨论苏俄道路新高潮，引导国人更为认可苏俄“革命式—现代化”路径。

基于上述依据可见，十月革命的宣传为在中国引进新的现代化模式铺就基础，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

义与中国现代化叙事的历史关联。究其原因，一者中俄地理位置相连，历史与经济发展落后的相似性使

中国人容易注目俄国；二者俄国通过革命由后进变先进道路的案例，启迪了中国人强烈的跨越式发展意

识和激进的革命情绪；三者俄国宣布废除对华一切不平等条约，使国人在心理层面更易认同俄国模式。

进言之，早期先进分子在马克思主义影响下批判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对俄国革命世界性意义的肯定以

及运用革命手段开辟社会主义发展新范式的阐发等对于中国社会变革以及现代化路径抉择具有突出的借

鉴意义。在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努力下，“走俄国人的路”这一新的现代化范式日渐明晰，即在“以俄为师”

a　《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 2 号，1921 年 1 月。参见张模超主编：《中国现代史》，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1996 年，

第 23 页。 
b　《李大钊全集》（第 2 卷），第 359 页。

c　李大钊：《法俄革命之比较观》，《言治》季刊第 3 册，1918 年 7 月 1 日。

d　《李大钊全集》（第 2 卷），第 364 页。

e　陈独秀：《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每周评论》第 18 期，1919 年 4 月 20 日。参见康文龙主编：《列宁主义在中

国早期传播史料长编（1917—1927）》（上册），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9 年，第 120 页。

f　胡汉民：《胡汉民先生在俄演讲录》（第 1 集），广州：民智书局，1927 年，第 1 页。

g 《列宁选集》（第 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364 页。

h 《李大钊文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246 页。

i  陈独秀：《国庆纪念的价值》，《新青年》第 8 卷第 3 号，1920 年 10 月 10 日。

j 《周恩来书信选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 年，第 24 页。

k 仲久：《为什么要赞同俄国劳农政府的通告？》，《星期评论》第 45 号，1920 年 4 月 11 日。

l 康文龙主编：《列宁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史料长编（1917—1927）》（上册），第 523 页。

m 季陶：《俄国劳农政府通告的真义》，《星期评论》第 45 号，1920 年 4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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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域下选择“革命”激进道路，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实现对现代化领导进而掌握现代化主动权，以社会主

义模式解决中国现代化问题。

（三）“主义”传播推动现代化在被动到主动的转向中起步

理论先进引发精神主动，精神主动引发实践能动。近代中国并非生发于自身生产方式而是遭遇西方

资本主义外来现代性挑战，进而被动卷入了世界现代化历史进程，社会发展由此积贫积弱，且“中国人

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的程度，是世界所少见的”a。为此，中国社会各阶级仁人志士“你方唱罢我登场”，

努力尝试多种现代化方案，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等探索均以失败而告终，主要原因在于对西

方现代化的形式模仿，在内容层面未能触及中华民族客观现实和主体特征，故而没有找到实现现代化的

正确出路，而“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b，

这一发现推动中国现代化事业从被动至主动的转向。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引发思想解放背景下，马克思主义日渐流行使得中国社会改造发生本质改观，丰

富了“主动”现代化的基本要素。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等理论的传播推动思想界深化对中国政治变革的

意义以及对社会革命道路的认同，李大钊等人阐释革命的重要性与必然性，将革命与追求新社会以及社

会制度变革紧密联结，倡导以革命手段开辟中国社会改造以及现代化新路径。剩余价值学说的介绍揭露

了劳苦大众受压迫根源，激发工人等受压迫群体斗争意识。李汉俊在《马格斯资本论入门》一书中阐发

了工人被资本家剥削的秘密所在。李达讲授《马克思社会主义》时介绍了剩余价值学说的实质，揭示了

商品及商品交换的本来面目，强调商品价值“与劳动生产力为反比例”c，阐发剩余价值是阶级斗争产生

的根源等。十月革命的宣传使“社会主义”“社会改造”“解放”“阶级斗争”“革命”和“唯物主义”

等观念深入人心，推动了民众阶级观念和革命意识的高涨。陈独秀运用唯物史观阐明了革命在社会历史

进化中的地位和作用，诠释社会阶级结构状况，阐发“压迫者”与“被压迫者”在中国的对立现象，鼓

舞了民众斗争意识和革命觉悟。马克思主义历经多次论争交锋后被更多人认同，并引领工人阶级以独立

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发挥其社会动员的功用，如《先驱》所报道的，在先进分子的艰辛努力下，马

克思主义在较短的时间内得以传播与发展，使得“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人日益增加起来”d，为社会主义“革

命—现代化”凝聚力量。

显然，正如毛泽东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中强调：“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

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e“五四”之前中国人有关现代化认识和探索处于被动地位，这一时

期的现代化观念虽契合中国自身发展需要，但主要为了应对西方侵略的挑战，故而称之为“被动”现代化。

而“五四”之后随着马克思主义流行，先进分子在“破旧立新”进程中对现代化认识日益深刻，在技术

现代化、制度现代化基础上提出文化现代化、人的现代化等新的议题，丰富并完善了有关社会主义现代

化观念，“主动”现代化进程由此起步，这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运动发展的必然，亦是世界范围内现代化

运动影响的结果。

三、“主义”传播中的政党演化格局与中国式现代化领导核心的确立

政党是现代化演进的历史产物，在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组织动员、价值引领和统筹协调等重要作用，

且“一个强大的政党对于后发现代化国家的稳定和发展至关重要”f。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

a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631 页。

b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796 页。

c　李达：《现代社会学》，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 145 页。

d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建立与青年共产国际的关系——录自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先驱》

第 8 号，1922 年 5 月 15 日。

e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516 页。

f　胡伟等：《现代化的模式选择：中国道路与中国经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年，第 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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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a，强调现代化事业中政党领导的重要性，亦凸显马克思主义政党

主导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的根本所在。近代中国现代化的艰辛探索表明，虽数百个政党悉数登场，但由

于缺乏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中华民族困境，因此对新型政党的呼唤无比迫切。然而，

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加速了现代化领导核心问题的破解，尤其是“中国先进分子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

真理中看到了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b。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结合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这一“开

天辟地的大事变”c塑造了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与进程，使现代化事业获得命运转折并提供坚实可靠的领导

力量，决定性标志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与马克思主义建立起本质的联系”d。

（一）“主义”传播培育推动现代化的骨干力量

五四时期社团的兴起为组织化传播马克思主义提供载体，肩负学术活动与革命实践的双重使命，在

引介现代化意识形态最高层次的马克思主义进程中聚合一批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为中国共产党创建以及

现代化道路开启培育了骨干力量。李大钊等人牵头成立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以“研究关于

马克思派的著述为目的”e，译介《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著作，在传播马克

思列宁主义以及培育青年马克思主义者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且通过社团组织前期运作，李大钊、陈独秀

等“对建党的步骤和方法也有了初步的考虑”f。新民学会是湖南新文化运动的有力支柱，不少会员成为

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的主要组织者和中坚力量，成员萧三在回忆时认为新民学会成为共产党前身并发挥

了“秘密党小组”g作用。天津的觉悟社积极宣传研究马克思主义，邀请李大钊赴津讲授马克思列宁主义

和苏俄革命，鼓励社员阅读《新青年》《少年中国》等报刊中马克思主义文章，并提议开展“分类研究

学术工作”h，培育了一批革命知识分子成长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举例来说，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李大钊、

新青年社陈独秀、新民学会毛泽东、国民杂志社邓中夏、觉悟社周恩来等均成长为共产党早期组织最初

成员以及中共早期活动家。

诚然，五四时期经由进步社团组织成长起来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是推动中国现代化的骨干力量，一

方面他们在社团组织的制度维系下接受民主和科学思想，在西学熏陶和影响下具有新颖的知识结构，具

备较强的现代化意识和集体意识；另一方面他们自幼接受中国传统文化滋养，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

在社团实践中自觉将爱国主义与社会现代化追求相结合。

（二）“主义”传播提升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现代化的自觉性

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在重要关头取得决定性胜利，则须“组成一个不同于其他所有政党并与它们对

立的特殊政党，一个自觉的阶级政党”i，阐发了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性。为了契合中国革命现代化需要，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介绍无产阶级政党学说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倡导创建无产阶级新型政党，激发了

思想界以及民众的现代政党意识。譬如，李大钊阐述了政党与国家间的关系，认为“党非必祸国者也。

且不惟非祸国者，用之得当，相为政竞，国且赖以昌焉”j，凸显政党在现代化事业中的作用。在《我的

马克思主义观》《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等文章中阐述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性并呼吁建立体现民众

a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

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 22 页。

b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3 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年，第 10 页。

c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514 页。

d　吴晓明：《世界历史与中国式现代化》，《学习与探索》2022 年第 9 期。

e　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 年，第 13 页。

f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共产主义小组》（上），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 年，第 6 页。

g　张允侯、殷叙彝、洪清祥、王云开：《五四时期的社团》（第 1 册），北京：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1979 年，第 85 页。

h　刘清扬：《五四运动回忆录》（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 年，第 554 页。

i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592 页。

j　《李大钊文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1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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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力且强固精密的组织，“那么中国彻底的大改革，或者有所依托”a，将中国社会变革寄希望于强有力

的政党组织。蔡和森主张用社会主义原理方法改造中国社会，指出“不趁此时加一番彻底的组织，将来

流血恐怖自然比有组织要狠些”b，于 1920 年致信毛泽东时提议成立共产党为中国革命运动、劳动运动

等提供神经中枢，“须先组织他，然后工团、合作社，才能发生有力的组织”c，发挥共产党在革命中宣传、

组织、作战等先锋作用，毛泽东对此表示“深切的赞同”d，可见他们对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视。陈望

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传播广泛，书中“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代资本家阶级”“现代国家政权”和“现

代工人阶级”等概念激发了读者的现代意识，且有关无产阶级政党肩负引导与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使命

等论述产生积极影响，如共产党具有先进性和革命性，“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

“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e等，介绍无产阶级政党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当然领导力量，

强化了无产阶级政党意识。

随着五四时期马克思列宁主义传播，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性及其在现代化

事业中作用的认识愈加深刻，现代政党意识在“社会改造”的语境中亦日益高涨，为此后无产阶级现代

化政党的创建奠定思想基础。

（三）“主义”传播助力中国共产党诞生

政党在现代化中担任组织、动员等多重职能，且“动员和组织是增强政党力量之路”f。列宁用理论

与实践勾连了马克思主义、政党与现代化之间的逻辑，即“马克思的学说直接为教育和组织现代社会的

先进阶级服务”g，且“至少在现代的文明国家内，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h。就五四时期话语而言，

通过建立共产党领导中国社会变革，指导劳动运动等，成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基本共识，如建党先驱

陈独秀认为共产党的创建乃是使无产阶级具有“强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的根本保证，阐明了共产党对

于中国社会改造中“实行无产阶级革命与专政”的重大责任，指出“实行无产阶级革命与专政，无产阶

级非有强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不可，要造成这样强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都非有一个强大的共产党做无

产阶级底先锋队与指导者不可”i。

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扩大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影响，启发了工人、农民等群体的阶级意识和革命

觉悟，促进了先进知识分子与工人运动的联结，推动了无产阶级新型政党的诞生。而中国共产党诞生伊

始便肩负开拓和领导现代化事业的历史重任，意识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是实现现代化的政治前提，应

诉诸社会革命来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从此“中国人民谋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

幸福的斗争就有了主心骨”j，中国现代化的命运亦迎来关键转折点和光明前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至中

共二大召开这一时期，早期共产党人拓宽马克思主义传播阵地，通过报刊、学校、纪念活动等多种方式

针对不同受众进行理论宣传，提出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纲领，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工人运动结合，为中

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国情、组织革命力量、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奠定基础。

a　《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曙光》1921 年第 2 卷，第 93 页。参见李忠杰、段东升主编：《中国共产党第一次

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 年，第 207 页。

b　《蔡和森文集》，第 70 页。

c　《蔡和森文集》（上册），第 57 页。

d　《毛泽东给萧旭东蔡林彬并在法诸会友信》，1920 年 12 月 1 日，《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 3 集，第 33 页。参见张允侯、

殷叙彝等：《五四时期的社团》（第 1 册），北京：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1979 年，第 626 页。

e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413 页。

f　［美］塞缪尔 •P. 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刘为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年，第 336 页。

g　《列宁选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 1 页。

h　《列宁选集》（第 4 卷），第 151 页。

i　《答黄凌霜（无产阶级专政）》，《陈独秀著作选》（第 2 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372 页。

j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 年 10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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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产物，中国共产党作为诞生于特殊条件下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组织，

其成长历程以工人阶级发展及其阶级意识增长为基础，且社会主义视域“革命—现代化”路径对无产阶

级新型政党的领导作用提出要求，故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思想、组织和骨干群体等层面为社会主义现

代化探索提供组织保障。

诚如毛泽东所言：“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

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a实践证明，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和

行动指南的无产阶级政党诞生，揭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进入崭新阶段的序幕，中国的现代化亦由

此迈入新的起点并成就其新的历史方位。

四、“主义”传播中的历史主动与中国式现代化动力的形成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亦是开创现代化的实践主力，“全部历史是为了使‘人’

成为感性意识的对象和使‘人作为人’的需要成为需要而做准备的历史”b，以上论断明确了人类现代化

的实质。作为一种表征社会文明进步的现代化，其核心在于人的现代化和人的文明进步，而马克思主义

在中国的传播将理论有效转化为现实力量，引领人民群众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等变革，推动民众历史主

动意识不断觉醒，促进无产阶级从自在转向自为状态，继而为中国的现代化造就根本动力。

（一）“主义”传播导引“向民间去”的现代化动员

马克思主义重视工农群众的地位与作用，强调社会主义现代化应聚焦社会绝大多数人民群众，是绝大

多数人参与的且服务于绝大多数人利益的现代化。列宁鼓励共产党人应以多重身份开展理论的宣传灌输工

作，尽可能“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c。为此，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不仅向“知识阶级作‘学理’的宣传”d，

还对“向民间去”抱以期待，尝试更大范围的现代化动员，对现代化根本动力产生价值建构和现实导向。

在“以俄为师”理念引领下，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觉察十月革命对工人、农民和士兵等底层民众的依靠，意

识到知识阶级与民众联合的重要性，其正是基于民众力量推翻了资产阶级政权并抵御帝国主义压迫，选择

“革命—现代化”路径联合起来斗争以推进社会主义方向的现代化发展。因此，启发无产阶级阶级意识，

将理论传播与民众实践相结合，争取“向民间去”的现代化动员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重要历史任务。

其一，着眼民众需求，通过刊物、夜校、演讲以及深入工厂等途径将马克思主义介绍至民间，激发

民众阶级意识和革命觉悟，为“革命—现代化”培育阶级基础。其二，围绕“劳动”“阶级”“压迫”和“解

放”等革命话语，推动知识阶层与民众联合，为现代化凝聚力量。

实践证明，为了现代化而革命成为五四时期动员民众的价值选择，而将革命手段与“向民间去”的

民众动员相结合对于带领中国劳苦大众在多重压迫之下寻求现代化新路径具有重要导向作用。且在十月

革命影响下广大进步知识分子、学生以及民众自觉参与青年运动、妇女运动等，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革

命—现代化”路径和“向民间去”的政治动员具有密切关系。

（二）“主义”传播确证了现代化的民众主体性

马克思在社会主义前景设计中描述了现代社会图景，“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

发展的条件”e，可见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是现代化的重要命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现代化的本

质是人的现代化”f。

a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1098 页。

b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194 页。

c 《列宁选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408 页。

d  心美：《我们为什么出版这个〈劳动音〉呢》，《劳动音》第 1 期，1920 年 11 月 7 日。

e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422 页。

f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年，第 59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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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时期进步思想界认识到，从事现代化事业固然要亲身参与其中，但须有依靠的社会力量，应“把

主义与思想影响深入到群众里面去”a，在现代化实践中彰显民众主体性。为此，早期先进分子在唯物史

观指导下，重视群众力量在“现代化”探索中主体性作用，将依靠“群众的势力”视为“社会革命”关键。

吴玉章认为历经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教育后应改变从前的老办法，日益明确“依靠下层人民，走俄

国人的道路”b的思想。恽代英强调群众反抗掠夺阶级是经济进化的必然，但由于这种反抗源于本能冲动

并具有盲目性，需要加以理性引导，呼吁掌握群众心理以“扶植群众、唤醒群众、指导群众”c，充分发

挥群众力量。谭平山强调革命乃是依靠于人民的革命，认为“如果人民真有彻底的觉悟，那么人民就会

有彻底的革命；人民真有自动的能力，那么人民就会有自动的革命”d。可见，进步人士对民众在社会革

命中主体地位的重视。无独有偶，中国共产党首部纲领明确党的名称、性质和任务，与马克思主义为人

类求解放的目标任务相契合，明晰了中国现代化的人民主体性。

简言之，马克思主义传播为中国现代化初步铺就了以人为本的轨道，初步解决现代化的依靠力量问题，

规避了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逻辑，推动坚持人民立场、依靠民众力量等理念成为现代化探索中的

重要价值取向。

（三）“主义”传播确保现代化的人民利益诉求

马克思恩格斯毕生致力于超越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追求，指出“共产主义不是教义，而是运动。它

不是从原则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e，强调马克思主义与客观现实结合的重要性。列宁强调马克思主义

并非一成不变且需在不同国家对之独立探讨，“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f，而这些原理在不

同国家的具体应用是不同的，这就要求马克思主义要与不同民族、国家实际结合，更好满足受压迫民众

利益诉求。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尝试探索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现实的呼应，努力结合中国实际阐发有关社

会改造主张，在主义传播进程中对现代化产生初步体认并呈现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样式叙事。李大钊

在回应“空谈主义”时强调马克思主义与“实境”结合，社会主义者需使其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

的实境”g，强调主义在中国实际问题中的运用。陈独秀深入工人中间“做实际的社会革命运动”h，认

为对于马克思主义，“不能仅仅研究其学说，还须将其学说实际去活动，干社会的革命”i，教育工人用

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实际问题。毛泽东重视调研中国实际问题，领导进步青年参加“五四运动”、勤工

俭学和自治运动等斗争，主张对中国地盘“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j。周恩来在致信李毅韬等

人的信中亦确定应相信共产主义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原理，但强调“实行的手段则当因地

制宜”k。《青年周刊》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的主张，倡导要解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的问题，强调“改造社会，应该以现实社会做对象”l；《先驱》在发刊词号召“努力研究中国的客观的

a　《上海区委组织部通告——关于推销党刊的具体条约（1926 年 6 月 21 日）》，中央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上海

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中共上海区委宣传部组织部等文件（1925.8—1927.4）》，1986 年 4 月，第 246 页。

b　胡乔木主编：《中国共产党七十年》，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 年，第 17 页。

c　《恽代英全集》（第 5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年，第 32 页。

d　《军阀亡国论（1920 年）》，《谭平山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 71 页。

e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291 页。

f　《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96 页。

g　《李大钊全集》（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年，第 51 页。

h　黄日葵：《在中国近代思想史演进中的北大》，《北京大学二十五周年纪念刊》，1923 年 12 月 17 日。参见张允侯、

殷叙彝等：《五四时期的社团》（第 2 册），北京：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1979 年，第 36 页。

i　《陈独秀文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年，第 250 页。

j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编：《中共一大代表早期文稿选编（1917.11—1923.7）》，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 872页。

k　《周恩来书信选集》，第 40—41 页。

l　《成立大会演说撮录》，《青年周刊》第 4 号，1922 年 3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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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情形，而求得一最合宜的实际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a，倡导对中国实际情形的把握应置于“社会

改造”的优先地位；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呼吁改造社会需深入了解实际状况，“改造社会，

要用急进的激烈的方法，钻进社会里去。从根本上谋全体的改造”b。

以上例证表明，马克思主义得以在现代化探索中发挥引领作用，一方面表明其理论本身契合具有特

殊阶级结构的中国社会需要；另一方面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将其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努力密不可分，初

步明晰了马克思主义早期中国化发展走向，为更好满足中国人民的利益诉求奠定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马克思主义指引中国成功走上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康庄大道”c，

实现现代化是中国社会历史变迁和社会进步的主题，亦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在近代中国特殊的

社会条件和历史背景下，中国的现代化在历经多重探索后与马克思主义建立了本质联系，这一联系彰显

了对资本逻辑下西方现代化道路及其弊病的洞察，表征了中国现代化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的突出特

点，亦彰显了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就现实起源意义而言，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为中华民

族的悲惨境遇走向句点提供可能，为中国现代化方向、路径、领导和动力等核心要素的孕育创造了条件，

初步为中国现代化规制社会主义方向、形塑“革命—现代化”路径、培育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力量并造就

无产阶级根本动力，推动中国人民的现代化追求与中华民族的现代化实践发生路径的根本转折并获得自

身转向的理论自觉和历史主动，进而迎来中国式现代化崭新的价值起点和历史起点。

The Spread of “Doctrine” and the Opening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during the May 
Fourth Period

SUN Shan
(School of Marxism, Shangha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Science, Shanghai, 201620)

Abstract: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was initiated in a specific historical context and social 
conditions, and it has established an essential connection with Marxism after multiple explorations. The May 
Fourth period stood for an era when Marxism was increasingly popular and widely disseminated in China, and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turning point in the process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and a critical phase for the birth 
of new paradigms. The spread of “doctrine” shows the general trend of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ocial modernization. As a historical process, Chinese modernization was motivated by the spread of “doctrine”, 
developed in the early dissemination context of Marxism in China and regulated by the “qualitative stipulation” of 
Marxist theory on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To explore the implication of “history genesis” of the path to Chinese 
moderniz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focus on the grand historical view of national rejuvenation to grasp the historical 
situation of the opening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and trace back the logical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spread of 
Marxism and Chinese modernization during the May Fourth period. An in-depth study of the spread of “doctrine” 
can regulate and cultivate the socialist direction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the path of “revolution-modernization”, 
the leading force and the fundamental driving force; and then reveal the inevitable logic and historical support of 
the opening of the path to Chinese modernization from a holistic perspective.

Keywords: May Fourth Period, Spread of Marxism, Chinese Moder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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