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要内容

• 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  

• 马克思主义进一步传播与中

国共产党诞生

• 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一、北洋军阀的统治：
       （1912年3月-1928年12月）

    北洋军阀形成于袁世凯时期。
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裂为直、
皖、奉三大派系。在西方列强的支
持下，各派军阀自立称雄，从而形
成了中国历史上特有的军阀割据和
军阀混战的局面。

  



    军阀是一种封建势力，但又有着异常的特点：

         一是在军阀手里，本是国家统治工具的武装、
军队变成了私有之物；

        二是私有的武装、军队又分割地方，形成了
私有的地盘，没有无军队和地盘的军阀。

       因此，军阀统治的实质是实力之下的武治，

它比寻常的封建统治带有更多的动乱性和黑暗性。

其特点：一支军队 一个地盘 一个靠山



袁世凯及其后的北洋军阀是封建买办的反动政治武装

集团，对内镇压革命，对外投靠帝国主义。

    军阀的专制统治和割据、纷争乃至混战，给人民带来

无穷灾难，使经济遭受极大破坏。

农户减少    1914—1918年    减少1500多户

耕地减少    1914—1918年    减少2600多万亩

荒地增加    1914—1918年    增加4900多万亩

陆军增加   1914—1919年      增加92万多人

军费增加   1914—1918年     增加5000多万元

    军阀割据混战造成的一些后果



   孙中山目击身受，
他说：“夫去一满洲
之专制，特生出无数
强盗之专制，其为毒
之烈，较前尤甚。于
是而民愈不聊生矣！ ”



       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在失望、苦闷和痛苦中反思辛
亥革命失败的教训，广大民众对革命“若观对崖之火,
熟视而无所容心”是失败的根本原因,认定要建立名副
其实的共和国，必须根本改造国民性。

       陈独秀认为，这是因为“我们中国
多数国民口中虽然是不反对共和，脑
子里实在装满了帝制时代的旧思想。” 
“今要巩固共和，非先将国民脑子里
所有反对共和的旧思想，一一洗刷干
净不可。”

   
中国的出路是什么？



•     曾让人无限向往的共和理想已经从成

为了镜花水月；爱国烈士为国尽瘁，万死

不辞，为袁世凯做了嫁衣裳，而此人正把

国家引向专制的旧路。

• 这样的国家，有什么值得我们去爱？

•                           ---陈独秀



• 辛亥革命给长期黑暗的无际的中国带来了

一线光明，当时人们是多么的欢欣鼓舞啊

！但是，转瞬之间，袁世凯窃取国柄，把

中国重新投入黑暗的深渊，人们的痛苦和

失望，真是达于极点，因此有的便走上了

自杀的道路。

•                             ---吴玉章



•      “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

健壮，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

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

必以为不幸的”

•                            --------鲁迅 



       先进的中国人决心发动一场启蒙运动，
以期廓清蒙昧，启发理智，使人们从封建
思想的束缚中即蒙昧状态中解放出来，
 这个运动被称为“新文化运动”。



标志：         



新文化运动的主阵地：



陈独秀（1880-1942）
安徽怀宁人

胡适（1891-1952）
安徽绩溪人

李大钊（1889-1927）直
隶乐亭人

鲁迅（1881-1936）
浙江绍兴人

蔡元培（1868-1940）
浙江绍兴人

钱玄同（1887-1939 ）浙
江吴兴人 



 “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

仕在北洋”。精通英、法、德、拉丁、

希腊、马来亚等9种语言，获13个博士

学位，第一个将中国的《论语》、《中

庸》用英文和德文翻译到西方。凭三寸

不烂之舌，向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大讲孔

学，与文学大师列夫·托尔斯泰书信来

往，讨论世界文化和政坛局势，被印度

圣雄甘地称为“最尊贵的中国人”。

辜鸿铭



  



提倡民主，反对独裁专制；

提倡科学，反对迷信盲从；

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

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





      五四前新文化运动把批判矛头集中指向封建

主义的正统思想——孔学。因而排孔，反孔成为

观念形态革命的起点。

      孔学提倡的是“封建时代之道德、礼教、生

活、政治”与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们提出的“建设

西洋式之新国家”的目标不相适应。

      所以，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大声疾呼：

“儒教不革命、儒学不转轮，吾国遂无新思想、新学说，

何以造新国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已吁！”



•   

意义

      毛泽东评价：“这个运动是生动活泼的， 前
进的，革命的。”
       “自从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
而彻底的文化革命。”



• 新思想启蒙运动就把两条路线鲜明地对立起来：

•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人权说——共和立宪——

资本主义；

• 儒家学说——纲常名教——帝制政治——封建主

义。



局限性



北京的游行学生



五四运动具有狭义和广义之分：

狭义的：1919年5月以巴黎和会中的山东

问题为导火索的五四爱国运动；

广义的：从1915年开始的初期的新文化运

动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前夜





为雪心头恨  而今作楚囚

被拘三十二  无一怕杀头

痛恨卖国贼  火烧赵家楼

锄奸不惜死   来把中国救



为什么说五四运动
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对“彻底性”的理解：

    一是“彻底性”不是指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务，
而是指斗争的坚决性、不妥协性。

          毛泽东指出：“在于它带着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
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彻底地不
妥协地反对封建主义。”

     二是从感性的排外到理性地认识到帝国主义的内部
和外部的各种矛盾，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势力的联合。



毛泽东说：

“五四运动时中国无产阶级开始有了觉悟，五四运

动发生在1919年，1921年便产生了中国共产党。”



    从前我们搞革命虽然也看到过一些群众运

动的场面，但是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席卷全国的

雄壮浩大的声势……在人民群众中所蕴藏的力

量一旦得到解放，那才真正是惊天动地、无坚

不摧的。

                       --------吴玉章



• 第一、五四运动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学生、工人

和广大市民发动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不仅规模大

且斗争方式是新式的。

• 第二，在五四运动中，爱国的青年学生起到了先锋作用。

• 第三、在五四运动中，中国无产阶级开始作为独立的政

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

对五四运动的评价



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不同点:

第一、革命的领导不同
第二、指导思想不同
第三、革命的前途不同
第四、与世界革命的关系不同
第五、动员群众的深度广度不同

 



请思考：

       对西方的怀疑只是说明了
转向的必然性，为什么转向
东方、转向马克思主义？



    “世界革命的新纪元，
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
好比在沉沉深夜中得一小小的明星，
照见新人生的路”

李
大
钊
说
：



   “受十月革命的影响，当时也只听说苏联

是没有阶级，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我们很

向往这种光明的社会……我们平常交谈的范

围很广，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都接

触到了，但对这些我们没有明确的认识，也

不了解什么是马克思主义”

                     --------邓颖超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工人运动实践基础上而创

立的理论体系；

马克思主义主要以唯物主义角度所编写而成；

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包括三部分，即马克思主义哲

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



     五四运动前，十月革命是怎样推动李大钊，从资产阶
级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

条件：留学日本，使李大钊初步打下了社会主义  
的思想基础。

推动：非常关注，潜心研究和热情宣传十月革命

实践：李大钊成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研
究、宣传马克思主义。



“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一叶落而天下惊秋，听鹃声而知气运。



       第一仗 打败了帝国主义的走狗北洋军阀；    

    第二仗 打败了帝国主义的又一名走狗蒋介石在二万五

千里长征路上对于中国红军的阻拦；     

    第三仗 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汪精，

    第四仗 最后地结束了美国和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

治及其走狗蒋介石等一切反动派的统治”。 

                                  ----毛泽东 

                                                                                                                       

（三）中国先进分子举起马克思主义
      旗帜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