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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采用中国传统文学章回演义的体裁，将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想史、社会主义运动史、中国共产党历
史和中国近现代史的有关内容熔于一炉，既有对重大历史事件客观中肯的阐述，对重要历史人物生动
形象的刻画，又有作者精辟深刻的思想评述。
形式新颖生动，文笔简洁流畅。

本书时间跨度自1919年五四运动至1965年“文化大革命”前夕，把这段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及与中国国情相结合，逐步形成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以及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实
践与发展，以开阔的历史视野和敏锐的时代眼光作了细致的描述。
尤其是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国情和革命实践相结合，创
立了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社会思想在内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经
济文化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度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道路，进行系统的回顾与思考，冷静
客观地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以求镜古自悟，资政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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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于幼军，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毕业，在职研究生学历，哲学博士。
现任国务院南水北调办党组成员、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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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十月革命炮响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 北李南陈相约中国共产党应运诞生 话说中国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
动的领军人物陈独秀，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集结一批忧国忧民的志士仁人和热血青年，以《新青
年》杂志为阵地，向封建思想文化发起猛烈冲击。
恰在此时，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取得成功，犹如漆黑夜空一道闪电，震撼了中国新文化运动风云
人物的心灵；而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更是给正在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先行者们，送上认识世
界和改造世界的崭新思想武器，促使他们以崭新的视野思考中国的前途命运，在新的斗争实践中逐渐
成长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毅然创建中国共产党，肩负起救国救民的历史使命。
 1919年6月11日下午，北京城南新世界游艺场人潮如涌，热闹嘈杂。
在一僻静茶室的靠墙角处，三位教授学者装束的人在喝茶聊天。
突然，其中一位头戴礼帽、身着白西装的40岁左右的中年男子，从上衣怀里拿出一沓传单向周围茶桌
散发。
传单标题为“北京市民宣言”，内容有收回山东主权、罢免卖国官僚、给予市民集会和言论自由等五
项要求。
顿时，茶房热闹起来，茶客们争相阅读传单，有人面露惊诧，有人大声叫好。
 三人相视而笑，起身离开茶室。
时天色已晚，三人中的北大教授李大钊和高一涵与中年男子握别，那中年男子则继续在游艺场各处游
逛。
晚上十时许，他来到游艺场楼顶花园，看见下一层露台正在放映电影，就拿出一卷传单从上面撒了下
去。
他转身离开刚走几步，就被两个警察抓住。
中年男子被押到警察局，一名警官开堂审讯，拍桌喝问：“姓名？
” 中年男子神情自若，冷冷答道：“陈独秀。
” 警官一听心里打了个颤，这可是叱咤风云的人物啊！
于是便放低声调问道：“可是北京大学的陈独秀？
” 陈独秀傲然道：“正是。
” 警官愣了一下说：“为何在公共场所散发过激言论的传单？
前一阵学生的不法行为是不是受你指使？
”警官所指斥的“不法”行为，显然是指五四爱国运动。
 陈独秀大义凛然：“何为过激？
何为不法？
难道爱国是过激？
救国是不法？
” 警官无言以对，他心中暗忖：这陈独秀是个名人，还是报上去由上司审理，别给自己惹麻烦。
于是对手下人说：“先把此人关进监狱，听候处置。
” 在狱中，陈独秀面对铁窗心潮起伏，回顾反思自己这些年走过的道路，审视当下时局与革命形势。
 康有为、梁启超维新变法失败后，陈独秀东渡日本，潜心研究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接受了资产阶
级民主主义思想，积极参加留学生革命活动。
回国后，他先是在家乡安徽创办报纸，宣传民主革命思想，后建立反清秘密组织“岳王会”，任总会
长。
辛亥革命时，他参加了安徽和浙江的革命斗争。
安徽光复后，他出任都督府秘书长，推行激烈的改革措施，因遭到守旧派的反对而受挫，后来参加安
徽地区的反袁世凯斗争又告失败。
 那时的陈独秀陷入困惑和苦闷。
救国救民之路究竟在何方？
不学西方没有出路-洪秀全想走农业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之路，失败了；义和团凭借封建迷信和人多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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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抵抗不了西方列强的洋枪洋炮。
可是想学西方又学不成-洋务运动以为师夷长技可制夷，学习西方的军事、科技、工业可以强国制胜，
结果失败了；康有为、梁启超维新变法，企图学习借鉴西方的政治制度，改良封建统治制度，也失败
了；辛亥革命赶跑了清朝皇帝，推翻了封建王朝，祈望建立类似西方国家的共和制度，结果革命成果
被军阀篡夺，所建立的共和国名不副实；辛亥革命后至五四时期，国内一些学者、思想家，轮番传播
和介绍从西方引进来的各种主义、思潮，进行名目繁多的各种社会实验，结果都一一草草收场，引不
起国人注意。
救国救民的根本之道在何方？
他冥思苦想，终于豁然开朗：中国的出路，当务之急在于实现国民性的改造和文化的转化，有了新文
化，才能有新国民、新社会，新的政治制度才能得以实行和巩固。
 怀揣这一理想抱负，陈独秀全力投入思想文化战场。
1915年9月，他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第二期起改名为《新青年》)，由此拉开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
序幕。
1917年，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提倡学术兼容并蓄，延揽全国许多具有新思想的学者来校任教，
聘请陈独秀为文科学长。
《新青年》编辑部也迁到北京，胡适、李大钊、鲁迅、钱玄同、刘半农等参加了编辑部并充任主要撰
稿人。
这样，《新青年》和北京大学就成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
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口号是“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 (Science)，即民主与科学，其目的是“
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即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发展资本主义。
 想到这里，陈独秀不禁摇头苦笑。
原以为从西方国家找到了救国救民的良方，却被现实击得粉碎。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弊端突出暴露，引起国人对西方文明价值的怀疑。
特别是西方列强在“巴黎和会”上，不但拒绝同为战胜国的中国提出的合理要求，如废除外国在中国
的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在中国的军队、取消日本强迫中国签订的“二十一条”等，而且还竟然作出决
定，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特权转交给日本。
“老师”一再欺负“学生”，给国人以彻底打击。
西方之梦已破灭，新的道路在哪里？
陈独秀不由想起了挚友李大钊在俄国十月革命后提出走俄国人路的主张，这条路行得通吗？
陈独秀陷入深深的沉思。
 如同陈独秀一样，当时中国一批先进知识分子都在苦苦思索中国的前途命运，孜孜探求改造中国社会
的道路。
五四运动前后，他们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纷纷撰写文章、著书立说、创办刊物或建立社团，热衷于研
究、介绍和传播国外形形色色的新思潮，提出各种改造中国社会的方案。
那时的中国，呈现百家争鸣的景象，鼓吹新思潮的报刊如同雨后春笋，一下子冒出来四百多种；新成
立的各种社团组织数不胜数，仅北京在1919年注册成立的社团就有281个。
 在进行社会改造的方式、道路问题上，当时的思想文化界存在较大的分歧争议，主要有三类主张：第
一类主张继续学习西方，走资本主义道路。
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社会虽然暴露出不少弊端，但仍然是比中国更为先进的思想文化和社会制度。
第二类主张中西合璧，企图寻求一种由中国的精神文化与西方的物质文明互补、化合而成的新文明。
但究竟如何把两者结合起来，他们或者拿不出切实可行的方案，或者又回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
老路上去。
第三类则力主效法苏俄走社会主义道路，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这第三类主张日渐成为当时中国新思潮的主流。
 然而，当时被中国人当作新思潮传播的社会主义学说十分庞杂，五光十色。
其中既有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又有形形色色自称或被称为“社会主义”的各种资产阶级
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流派，如无政府主义、无政府工团主义、互助主义、新村主义、合作主义、泛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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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伯恩施坦主义等等。
面对众多的“社会主义”，大多数进步青年弄不清楚哪一种才是改造中国社会的良方妙药，只是对社
会主义抱着朦胧的向往摸索前行。
 在此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以其思想理论的科学性和革命性，并凭借俄国十月
革命成功的示范作用，在各种社会主义思潮中脱颖而出。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第一次把社会主义从思想学说和社会理想变为现实的社会制度，建立起
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与资本主义国家迥然不同的新型国家，给正在黑暗中摸索徘徊的中国人民，尤其是
一批首先觉醒的知识分子提供了方向、道路和方法的启迪，使他们看到了新的出路和光明前景。
1919年7月，列宁领导的苏俄政府发表宣言，宣布废弃沙俄过去与中国政府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以及
在中国境内享有的一切特权，更是使长期饱受帝国主义列强欺凌的中国人民大喜过望，奔走相告。
 李大钊是最早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并主张向俄国学习的播火者之一。
他早年留学日本，通过河上肇等日本学者的译作，阅读了一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逐步接受了马
克思主义。
五四运动中，李大钊与陈独秀同是领军和核心人物，当时流传一首嵌名诗盛赞两人曰：“北大红楼两
巨人，纷传北李与南陈；孤松独秀如椽笔，日月双星照古今。
”(李大钊曾用笔名“孤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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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该书采取中国传统文学章回小说的形式，把社会主义的理论原理和实践活动融合起来写，文字生动活
泼，蕴含深刻思想，有助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社会主义大众化。
--高放(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原副会长)作者通俗地讲述了数十年发生在中国
的历史事件，讲述了一代又一代革命志士、社会主义者、共产党人的奋斗历程与个中的酸甜苦辣，拉
近了历史与读者、社会主义理念与老百姓之间的距离。
非常可贵的是，作者对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反右派斗争、“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庐山会议
”反右倾等重大事件，既讲得直截了当，并不遮遮掩掩，又始终能以平常心态、以理解与拥戴社会主
义事业的心态来写，道出社会主义在中国绝非一帆风顺的道理。
--王蒙(原国家文化部部长、著名作家) 该书是系统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思想运动和社会主义制度演进的
一部好书，思想内涵丰富，大量应用史料，文笔简洁流畅，可读性和感染力比较强。
--李君如(原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该书的思辨性、理论性非常强，又用
很通俗的文字表述出来。
作者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的述评，有不少新鲜的、精辟的见解；对建国以后的历史写得非常精彩，
国内同类出版物很少能够达到这种境界，是同类书当中最好的。
作者确实做到了《后记》所言的写作宗旨：实事求是，独立思考，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对自己
的良知负责。
--陈铁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中国现代史学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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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在中国共产党诞生90周年前夕，本套丛书的第三卷及第一、第二卷增订版的面世，对广大党员干部、
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学习研究中共党史，学习中国和世界社会主义思想史和运动史，从中吸取思想智
慧，反思历史经验教训，从而以史为鉴，资政育人，坚持和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发展道路，
大有裨益，是一部思想深刻精辟、文笔活泼流畅、可以给人启迪、发人深思的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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