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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知识分子对
“劳工神圣” 的认知与实践

熊秋良

【内容提要】 “劳工神圣” 思潮的风行ꎬ 引起了五四知识分子对劳工问题和社会问题的聚焦ꎮ 他

们在理论与现实的强烈反差中探求解决之道ꎬ 号召 “与劳工为伍”①ꎬ 开展深入的社会调查ꎬ 开始做

教育工人、 引导工人、 组织工人的实际工作ꎮ 在这一过程中ꎬ 他们将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接受

的观点、 学说和核心概念转化为自己的思考ꎬ 尝试对劳动者两种悖反的状态进行解读和中国化话语

的诠释ꎬ 并以劳工问题的解决为突破ꎬ 紧紧把握近代中国的基本国情ꎬ 从而在工人阶级与马克思主

义之间搭建起桥梁ꎬ 既为中国现代社会革命造就了先进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ꎬ 也使马克

思主义在中国的实践有了现实的本源和阶级载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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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ꎬ 为庆祝协约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 (以下简称: 一战) 中获胜ꎬ 蔡元培在北

京天安门前举行的演讲大会上喊出了 “劳工神圣” 的口号ꎬ 并迅速得到知识界和报界的积极响应ꎮ
五四运动后ꎬ 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通过各种形式礼赞劳工世界的到来ꎬ 或关注劳工风潮的涌动ꎬ 或尝

试劳工问题的解决ꎮ 考察他们对 “劳工神圣” 的接受、 认知及实践过程ꎬ 不仅可以清晰地呈现 “劳
工” 群体进入中国社会公共话语空间的图景ꎬ 而且折射出一个时代思想和社会心理的深层次变动ꎮ
正如有学者所说: “在 ‘劳工神圣’ 这一庞杂含混的口号中ꎬ 我们可以更为具体切实地探视到中国

现代革命的来临及其最初的思想发端ꎬ 它潜隐地标识了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基因变异和思想文化

的密码转换ꎮ”②

一、 “劳工神圣” 口号提出的多重向度

“劳工神圣” 口号经蔡元培提出后ꎬ 得到了全国各界的积极响应ꎬ 沈定一评说道ꎬ 蔡元培的一

篇演说 “居然把 ‘劳工神圣’ 底标语ꎬ 深印在觉悟者底脑筋中”③ꎮ “劳工” 开始成为社会公共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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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ꎬ 时为北京大学学生的许德珩说道: “天安门前 ‘劳工神圣’ 的公开讲演ꎬ 是破天荒的得着社会

上多少人的景仰和兴奋ꎮ”① 此后ꎬ “劳工神圣” 逐渐取代 “德先生” 与 “赛先生” 成为最响亮的口

号ꎬ 这让人似乎感觉在 “吾人最后之觉悟” 意犹未尽时ꎬ 突然被另一个新号角打断ꎬ 然而审慎地考

察就会发现ꎬ 历史的潜流已在悄然涌动ꎬ 只是在等待时机而已ꎮ
１. 欧战的结局及华工的影响

一战期间ꎬ １４ 万中国劳工 “以工代兵” 奔赴欧战ꎬ 当时国内外报刊都对华工为欧战服务的情况

进行了报道ꎬ 如 １９１８ 年的 «诚报» 以 “西欧战地之华工队” 为题刊载了多幅华工在战时的图片:
一些华工与英兵一起锯木以供造路之用ꎬ 一位强壮的华工举起大沙包ꎬ 甚至有一位华工展示了他所

制作的海船模型②ꎮ 这些画面改变了以往中国人 “东亚病夫” 的形象ꎬ 凸显了华工在欧战中努力、
积极的身影ꎮ 国外报刊称赞道: “凡工人之操作勤恳而秉性忠实者莫华工其办事之效能可无疑

问ꎮ”③ «远东评论» (Ｔｈｅ Ｆａｒ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Ｒｅｖｉｅｗ) 的一篇文章甚至说: “毫无疑问ꎬ 华工赴欧援战将对

世界历史产生深远的影响ꎬ 也许将成为这次欧洲大战史上最重要的一方面ꎮ”④

华工在欧战中的表现也得到了北洋政府的认可ꎬ 北京警厅侨工事务局同意北京工界首开侨工欢

迎会ꎬ 以表达对华工参与一战以及在战争中所取得成绩的敬意⑤ꎮ 华工的一战经历也影响了社会精

英对华工ꎬ 甚至劳工的态度ꎮ １９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ꎬ 蔡元培在喊出 “劳工神圣” 的同时ꎬ 在演说中还

说道: “我们四万万同胞ꎬ 直接加入的ꎬ 除了在法国的十五万华工ꎬ 还有什么人! 这不算怪事ꎬ 此

后的世界ꎬ 全是劳工的世界呵!”⑥ 鲁迅后来也写道: “欧战时候的参战儒者们引以为劳绩的ꎬ
倒是那大抵目不识丁的华工ꎮ”⑦ 康有为甚至致信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团长陆征祥ꎬ 强调: “吾国参

战之功ꎬ 惟工人最大ꎬ 则我国所争议约之事ꎬ 应以保护华工为最大事焉ꎮ”⑧ 正是鉴于华工在欧战中

所付出的努力以及积极作为ꎬ 社会各界开始重视劳工以及劳工问题ꎮ
２. 一战期间欧洲各地罢工运动风起云涌

一战使欧洲各国国内局势大为恶化ꎬ 人们不堪战争之重负ꎬ 开始奋起反抗ꎮ 如德国ꎬ １９１７ 年参

加罢工的人数已达 １４６ 万ꎬ １９１８ 年的罢工浪潮更是一个接着一个ꎬ 参与罢工的人数增至 ２５０ 多万ꎮ
同时ꎬ 各地纷纷效法俄国十月革命ꎬ 成立士兵苏维埃ꎮ 即使在一战中取得胜利的国家ꎬ 一些民众也

认为ꎬ “利益悉归于资本家阶级ꎬ 而劳动阶级ꎬ 乃一无所得”ꎮ 基于这样的认识ꎬ 各国的社会党人极

力反对战争ꎬ 组织工人罢工ꎬ 以至这些 “国家劳动者与社会主义者ꎬ 大起非战运动ꎬ 到处与帝国主

义之提携运动相冲突”⑨ꎮ 傅斯年在 «新潮» 上发文写道: “中欧各国起了社会革命了! 俄国式的革

命到了德意志了ꎮ 从此法国式的革命———政治革命———大半成了过往的事ꎻ 俄国式的革命———社会

革命———要到处散布了ꎮ”

一战期间欧洲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ꎬ 中国报界予以高度关注ꎮ １９１７—１９１８ 年间ꎬ «华工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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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战事报» «兴华» «银行周报» «欧战实报» 等报刊大量报道了德奥罢工风潮、 法国铁路、 纺织

工人罢工运动、 日本罢工风潮、 俄国工人罢工运动以及伦敦纺织工人罢工运动等等ꎮ 时人已敏锐地

观察到世界劳工风潮的到来: “欧战以还ꎬ 世界资本制度之国家ꎬ 无一不受社会革命之风潮所激

荡ꎮ”① 世界工潮的风起云涌ꎬ 通过国内报刊的传播ꎬ 知识界自然受到影响ꎮ
３. 中国劳工阶级的壮大与罢工

一战期间ꎬ 既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ꎬ 也是工人阶级队伍迅速壮大的时期ꎮ 据统

计ꎬ １９１９ 年五四运动前夕ꎬ 中国产业工人有 ２００ 多万ꎬ 大多数集中于东南地区和沿海城市的大企业

里ꎮ 此外ꎬ 还有城市手工业工人和店员约 １２００ 万人ꎮ 随着工人阶级的成长ꎬ 他们不仅为了改善劳动

条件和增加工资待遇不断进行反抗ꎬ 而且为了反对西方列强对中国主权的侵犯进行斗争ꎮ １９１４ 年至

１９１９ 年 ５ 月间ꎬ 工人举行的全国性罢工有 １０８ 次ꎬ 其中 １９１９ 年 １－５ 月就有 １９ 次ꎮ 如上海日华纺织

公司工人为撤换日籍工头、 增加工资、 反对日籍经理调整规章ꎬ 分别在 １９１８ 年 ８ 月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日、 ９ 月 １８、 ２０、 ２１、 ２２ 日、 １０ 月 ２４、 ２７、 ３１ 日举行大罢工②ꎮ 面对日益高涨的罢工运动ꎬ 陈望道

称颂道: “我们所谓争斗是阶级的争斗我们决不反对这意义的争斗ꎮ 不但不反对ꎬ 而且赞成ꎬ
而且主张ꎬ 而且顽强地、 热烈地主张ꎮ”③ 随着工人运动的发展ꎬ 工人组织也开始出现ꎬ 逐步显示强

大的影响力ꎬ 为五四运动时期无产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影响中国未来政治的发展做了准备ꎮ
４. 无政府主义者提倡 “劳动主义” 的影响

“劳工神圣” 口号的流行与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对 “劳动主义” 的宣传密切相关ꎮ 中国无政府主

义者提倡 “劳动神圣”ꎬ 他们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第一个弘扬 “劳动”ꎬ 第一个组织劳动工会ꎬ 第一

个出版以 “劳动” 命名的期刊ꎬ 甚至第一个举办劳动大学ꎮ
无政府主义者在中国首次明确张扬 “劳动为人生之天职” 的思想ꎬ 重视劳动的生产意义ꎬ 认为

“人之所以贵乎劳动者ꎬ 将以博得生产物也”ꎮ １９１８ 年 ３ 月ꎬ 吴稚晖、 梁冰铉、 刘石心等人在上海创

办 «劳动» 月刊ꎬ 这是中国第一个以 “劳动” 命名的杂志ꎮ 吴稚晖将 «劳动» 月刊的宗旨确定为:
尊重劳动ꎻ 提倡劳动主义ꎻ 维持正当之劳动ꎬ 排除不正当之劳动促进我国劳动者与世界劳动者

一致解决社会问题④ꎮ 他们认为ꎬ 中国最大的社会问题便是劳动问题ꎬ 而劳动问题不仅由于雇佣制

度的存在ꎬ 而且还因寄生阶级对劳动者的剥削而引起ꎬ 其实质是 “阶级战争”ꎬ 因此ꎬ 劳动是神圣

的ꎬ 劳工也是神圣的ꎮ 受无政府主义影响的黄璧魂甚至将开办的印刷厂取名为 “劳工神圣社”ꎬ 因

而在上海名噪一时ꎮ
虽然无政府主义者对 “劳动” “劳工” 的解读与马克思主义从社会经济学、 阶级关系的角度进

行考察具有显著差距ꎬ 但在当时整个社会轻视劳动和劳工的氛围下ꎬ 无政府主义者凭借他们的影响ꎬ
对 “劳动” “劳工” 的肯定无疑对一战后 “劳工神圣” 思潮的兴起起到了积极作用ꎮ

总之ꎬ “劳工神圣” 口号反映了国际、 国内社会的变动ꎬ 程度不同地体现并汇集了当时各色各

样的社会思潮和观念ꎬ 它以极其浅显通俗的形式提供了一个人人都能理解和接受的启蒙口号ꎮ 当时

有一则评论恰如其分地指出: “这难道是认蔡元培作偶像ꎬ 才把 ‘劳工神圣’ 深入人心? ———想来

蔡元培一个人ꎬ 哪里能够凭空造出 ‘劳工神圣’ 这句话ꎬ 他不过将众人脑筋里深深地藏着的 ‘劳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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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圣’ꎬ 一声叫破了出来ꎬ 于是众人都被他喊着ꎬ 就回答一声 ‘劳工神圣’ꎮ”①

二、 启蒙中的悖反: 对 “劳工神圣” 的问与答

“劳工神圣” 思潮的逐渐风行ꎬ 使五四知识分子对观念建构和中国社会问题思考的视阈明显发

生了转换ꎮ １９２０ 年 ６ 月 １７ 日发行的 «民国日报» 副刊 «觉悟» 评论道: “劳工神圣! 劳工神圣! 与

劳工为伍! 与劳工为伍! 这种声浪在杂志界和报章也闹得够高了ꎬ 一般讲新文化的青年ꎬ 都免不掉

要讲几声!”② 可见这个口号强烈吸引着五四知识分子ꎮ 然而ꎬ 一位学生却用诗歌写道: “ ‘劳工神

圣’ꎬ 这话真的吗? 呸! 劳工———神圣怎样劳工就是神圣呢? 简直是实业家ꎬ 资本家的牛马

呵!”③ 面对这样的斥问ꎬ 五四知识分子必须做出回应ꎮ
１. 劳工何以神圣?
在五四运动推动下ꎬ 一些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学说有初步了解的五四知识分子ꎬ 尝试运用马克

思主义的劳动观从物质财富的生产者和创造者的角度解释劳工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ꎬ 肯定劳动是

推动历史发展的主体和动力ꎬ 从而向社会宣传劳工为什么是神圣的ꎮ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ꎬ 李大钊在 «新青年» 上发表了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ꎮ 他说: “从前的

经济学ꎬ 是以资本为本位ꎬ 以资本家为本位ꎮ 以后的经济学ꎬ 要以劳动为本位ꎬ 以劳动者为本位

了ꎮ”④ 陈独秀切身感受到工人阶级的强大力量ꎬ 认识到劳动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前提ꎬ 他在 «劳动

者底觉悟» 中明确指出: “若是没做工的人ꎬ 我们便没有衣食住和交通ꎬ 我们便不能生存我所

以说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ꎮ” “可见社会上各项人ꎬ 只有做工的是台柱子ꎬ 因为有他们的力量

才把社会撑住ꎮ”⑤ 同样受到五四工人运动影响的毛泽东直截了当地喊出: “劳工是社会的台柱

子ꎮ”⑥ 甚至胡适也说道: “世界人类的文明和幸福ꎬ 惟工人所创造ꎮ”⑦ 五四知识分子对劳工群体的

认同ꎬ 也反映了中共建党前后进步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的认知和接受程度ꎮ 他们指出ꎬ 社

会上的生产制度无一不依靠广大劳工ꎬ “假使没有他们ꎬ 社会上的生产制度ꎬ 一定会破产的ꎮ 那人

类生活就会绝望哪”⑧ꎮ 因此ꎬ 应该 “来提倡那神圣的 ‘劳动主义’ ”⑨ꎮ 为了让广大劳工也懂得他们

何以神圣这个道理ꎬ 五四知识分子创办了 «劳动者» «劳动音» «劳动界» «劳动与妇女» «劳动周刊»
«工人周刊» «上海伙友» 等一系列刊物ꎬ 讴歌劳动伟大、 劳工神圣ꎮ 如 «劳动界» 的发刊词说道:
“我们印这个报ꎬ 就是要教我们中国工人晓得他们应该晓得他们的事情ꎮ”

２. 中国的劳工神圣吗?
虽然五四知识分子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劳动观从社会财富创造者和人类历史推动者的角度礼

赞劳工神圣ꎬ 但社会现实是广大劳工过着悲苦的生活ꎮ
在日本人开办的纱厂里ꎬ 女工不仅工作时间达 １２ 小时ꎬ 而且工作环境极差ꎬ 容易患肺结核ꎮ 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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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庐: « “劳工神圣” 底意义»ꎬ «民国日报觉悟» １９２０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ꎮ
义璋: «讨论怎样过我们的暑假生活»ꎬ «民国日报觉悟» １９２０ 年 ６ 月 １７ 日ꎮ
张劭英: «劳工神圣»ꎬ «学生文艺丛刊汇编» １９２０ 第 １ 卷第 ３ 期ꎮ
李大钊: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上)ꎬ «新青年» 第 ６ 卷第 ５ 号ꎬ １９１９ 年 ５ 月ꎮ
陈独秀: «劳动者底觉悟»ꎬ «新青年» 第 ７ 卷第 ６ 号 (劳动节纪念号)ꎬ １９２０ 年 ５ 月 １ 日ꎮ
泽人: «怎样做去才有真正的劳工团体出现»ꎬ «大公报» (长沙) １９２０ 年 １２ 月 ５ 日ꎮ
稻丰: «工人神圣»ꎬ «兴华» １９２１ 年第 １８ 卷第 １７ 期ꎮ
戬初: «劳工为革命的原动力»ꎬ «半月» １９２１ 年第 ２１ 号ꎮ
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工人运动史研究室编: «中国工运史料» (上)ꎬ 北京: 工人出版社ꎬ １９８４ 年ꎬ 第 ２７８ 页ꎮ
汉俊: «为什么要印这个报?»ꎬ «劳动界» 第 １ 期ꎬ １９２０ 年 ８ 月 １５ 日ꎮ



观者写道: “我们就可知道机械的粮食ꎬ 不是煤炭ꎬ 是工人! 资本家所掠夺的工资剩余ꎬ 不是金钱ꎬ
是工人的血肉ꎮ”① 有人在调查沪西工人的劳动状况时指出: “工人稍有懈怠ꎬ 随意脚踏口骂ꎻ 大便

时间过长ꎬ 这要罚工钱ꎮ” “孤身的工友他们劳苦过度ꎬ 多一病就死ꎮ”② «每周评论» 刊载的调

查文章形容唐山煤厂工人 “尚不如骡马的生命”③ꎮ 王秀水编辑的 «上海工人运动史» 对 ２０ 世纪

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工人运动进行了考察ꎬ 他指出: “被国际帝国主义作为公共殖民地的中国ꎬ 工人

生活ꎬ 简直比牛马不如ꎮ”④ 鲁农在 «劳动界» 刊文指出ꎬ 在资本家眼里ꎬ “做工的生命ꎬ 还不如那

资本家底一只疯狗!”⑤ 可见ꎬ 中国的劳工是神圣不起来的ꎮ
３. 劳工进入文学

劳工是神圣的ꎬ 这样的公共话题也迅速以文学的形式得到表达ꎮ 最初一些文学作品大多讴歌劳

工的伟力和创造ꎬ 体裁以诗歌为主ꎮ 如一位作者在 «星期评论» 发表的 «劳动歌» 中写道: “你种

田ꎬ 我织布ꎬ 他烧砖瓦盖房子作工八点钟! 休息八点钟! 教育八点钟! 大家要求生活才劳

动槐树绿ꎬ 石榴红ꎬ 薄薄衣衫软软风休息八点钟! 教育八点钟! 作工八点钟! 大家要求休

息才劳动ꎮ”⑥ １９２１ 年五一劳动节时ꎬ 渊白为这首诗歌谱了曲ꎬ 发表在 «民国日报» 副刊 «觉悟»
“五一纪念号” 上ꎮ 显然ꎬ 这首诗歌受到当时世界工人运动和中国工人运动的影响ꎬ 根据工人运动

中提出的 “三八制”ꎬ 即 “做工八小时、 教育八小时、 休息八小时”ꎬ 唱出了工人的诉求ꎮ
为纪念五一劳动节ꎬ １９２１ 年 ５ 月 １ 日ꎬ «民国日报» 副刊 «觉悟» 出版了 “五一纪念号”ꎬ 刘

大白发表了两首有关劳动和劳动者的诗歌ꎬ 一首为 «劳动节歌»: “ (一) 世界ꎬ 世界ꎬ 谁能创造世

界? 不是耶和华ꎬ 只是劳动者ꎮ 世界ꎬ 世界ꎬ 劳动者底世界”⑦ꎮ 另一首为 «五一运动歌»:
“ (一) 五一运动ꎬ 五一运动ꎬ 劳动者第一步成功ꎬ 虽则成功ꎬ 也难免几回飞溅血花红ꎮ 断头如上ꎬ
枪弹丛中ꎬ 有多少牺牲者曾经断送! 五一运动ꎬ 悲壮啊! 成功底历史多么惨痛! 五一运动ꎬ 光荣啊!
成功底代价多么珍贵”⑧ꎮ 这两首诗歌都称赞劳动者创造了世界ꎬ 同时讴歌了五一劳动节在欧美

的成功ꎬ 期望中国的工人懂得成功是要付出代价的ꎬ 要紧跟世界劳动潮流而奋勇前进ꎮ
如果说以上的诗歌只是对劳工运动抽象的一种表达ꎬ 尚未触及中国劳工的具体生活的话ꎬ 那么

«起劲» «浙江路口的一个人力车夫» «一个黑夜的车夫» 等诗歌不仅描述了劳工的悲苦生活ꎬ 而且

鼓励工人起来斗争ꎬ 做自觉的阶级: “ ‘从此更起劲! 起劲做工ꎮ’ 切断工人颈子上的锁链ꎬ 打破资

本家所建筑的牢笼ꎮ”⑨ “苦力的朋友呀ꎬ 我狠诚恳地祝你一句: ‘啦过了黑暗危险之地ꎬ 前途还有极

大光明之路ꎮ’ ”

除了诗歌外ꎬ 劳工话题还出现在一些写实叙事的戏剧、 小说中ꎬ 如竹生的 «拉车夫» 通过对话

呈现人力车夫生活的艰辛与无奈ꎮ 车夫说道: “这生活简直是牛马不如ꎮ” 他呐喊道: “难道我们不

是一个人吗? 甚么人都不拿我们当人类看待ꎮ” 在 «五一纪念» 的独幕短剧中ꎬ 通过烟草公司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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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 «参观两纱厂后的劳动节感想»ꎬ «民国日报觉悟» (劳动纪念号) １９２１ 年 ５ 月 １ 日ꎮ
黄舜融: «沪西劳动状况»ꎬ «民国日报觉悟» １９２２ 年 ５ 月 １ 日ꎮ
明明: «唐山煤厂的工人生活»ꎬ «每周评论» １９１９ 年 ３ 月 ９ 日ꎮ
王秀水编: «上海工人运动史»ꎬ 民国图书ꎬ 出版时间和出版地不详ꎬ 第 ３４、 ３７ 页ꎮ
鲁农: «人命不及狗命»ꎬ «劳动界» 第 １０ 期ꎬ １９２０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ꎮ
«劳动歌»ꎬ «星期评论» 第 ４７ 期ꎬ １９２０ 年 ４ 月 ２５ 日ꎮ
大白: «劳动节歌»ꎬ «民国日报觉悟» (劳动纪念号) １９２１ 年 ５ 月 １ 日ꎮ
大白: «五一运动歌»ꎬ «民国日报觉悟» (劳动纪念号) １９２１ 年 ５ 月 １ 日ꎮ
玄庐: «起劲»ꎬ «星期评论» 第 ４５ 期ꎬ １９２０ 年 ４ 月 １１ 日ꎮ
刘顺初: «一个黑夜的车夫»ꎬ «学生文艺丛刊汇编» １９２０ 年第 １ 卷第 ３ 期ꎮ
竹生: «拉车夫»ꎬ «小说月报» １９２０ 年第 １１ 卷第 ６ 期ꎮ



人阿方与妻子的对话ꎬ 反映出资本家对工人的压迫ꎬ 并借五一节纪念ꎬ 唤醒工人起来斗争ꎬ 正如剧

中人物阿方所说: “我们做人的道理如此: 这一天我们苦工人得胜的纪念日ꎬ 全世界都要纪念ꎬ 难

道我一个人还为一天工钱么?”①

随着 “劳工神圣” 思潮的兴起ꎬ 以及五四运动后工人阶级力量的壮大ꎬ 五四先进知识分子在

«新青年» «晨报» «新潮» «觉悟» «星期评论» 等报刊上发表的这类文学作品猛增ꎮ 这些作品的主

人公有洋车夫、 铁匠、 校役、 农夫、 学徒、 店员、 纺织女工、 烟草公司工人等等ꎬ 他们基本上都是

首次进入文学作品ꎬ 这显然与当时 “劳工神圣” 思潮的影响分不开ꎮ 劳工群体的镜像通过文学作品

的形式进一步扩散ꎬ 与之相关的劳工问题逐渐成为公共话题ꎬ 影响着五四知识分子的思想和行动ꎮ

三、 坐而言不如起而行: “与劳工为伍”

面对理论与现实的强烈反差ꎬ 五四知识分子关注的重心开始由文化向政治、 社会变焦ꎬ 并在新的

意义上强调坐而言不如起而行ꎮ 他们反思道: “我想我这拿笔在白纸上写黑字的人ꎬ 够不上叫劳工ꎮ 我

不敢说违心话ꎬ 我还是穿着长衫在ꎬ 我的手不是很硬的ꎬ 我的手掌上并没有长起很厚的皮ꎬ 所以我不

是劳工ꎮ”② 施存统说: “我很惭愧ꎬ 我现在还不是一个工人ꎮ”③ 俞秀松在 « ‹浙江新潮› 发刊词» 中

号召: “凡智识阶级里面觉悟的人ꎬ 应该打破 ‘智识阶级’ 的观念ꎬ 投身劳动界中ꎬ 和劳动者联合一

致ꎮ”④ 以上言论反映了五四青年知识分子共同的心声ꎬ 他们跳出知识分子的圈子走向民间ꎬ 开展实践

活动ꎬ 极力使自己走近劳工或变成一个真正的劳工ꎮ 正如李立三所说: “在五四运动以前几乎没有认识

群众力量ꎬ 到了五四运动以后一般进步青年ꎬ 便受了这个浪潮的冲击ꎬ 认识国民革命前途ꎬ 必须唤起

广大的群众来参加ꎬ 尤其是工人群众ꎮ 所以到工人中去ꎬ 成为当时一部分革命青年的口号ꎮ”⑤

１. 开展社会调查

五四知识分子要走近劳工ꎬ 首先必须了解他们的劳动状况ꎮ «觉悟» １９２０ 年第 ７ 卷第 ４ 期发表

了光涛的 «社会调查»ꎬ 作者说ꎬ 暑假已在眼前ꎬ 有一件事很要紧ꎬ 就是社会调查ꎬ 而且这个社会

调查专指调查劳动界ꎮ 作者认为ꎬ 这样做的益处ꎬ “关于中国将来的、 社会主义实现底预备ꎮ 关于

中国现在的、 揭破工厂和资本家底黑幕ꎬ 促他们底改良”⑥ꎮ 可以说ꎬ 早期五四知识分子践行 “与劳

工为伍” 口号的重要路径就是走进工厂ꎬ 进行社会调查ꎮ 他们的实践不仅提供了关于劳工状况的具

体资料ꎬ 而且揭示了中国社会的深层问题ꎮ 因此ꎬ 他们的社会实践调查报告得到了报界的积极支持ꎬ
予以大量刊载ꎮ

以 «新青年» １９２０ 年第 ７ 卷第 ６ 号为例ꎬ 这一期为 “五一” 劳动节纪念专号ꎬ 刊发了大量关于

工人的调查报告ꎬ 兹列表如下:
这些调查报告大都列出了调查的具体事项ꎬ 如工人的年龄、 家室、 工作时长、 工资、 工作环境、

居住条件、 生活消费、 包工ꎬ 甚至出生死亡率ꎬ 通过大量表格的对比ꎬ 详实的数据解读ꎬ 给读者呈现

了工人苦难的生存场景ꎮ 如调查报告指出ꎬ 长沙的劳工界 “在这资本制度以下ꎬ 劳动者为资本势力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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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底: «五一纪念»ꎬ «民国日报觉悟» (劳动纪念号) １９２１ 年 ５ 月 １ 日ꎮ
光佛: «谁是劳工? 谁是智识阶级?»ꎬ «民国日报觉悟» １９１９ 年 １１ 月 ８ 日ꎮ
张允侯等编: «五四时期的社团» (二)ꎬ 北京: 三联书店ꎬ １９７９ 年ꎬ 第 ４２２ 页ꎮ
«俞秀松纪念文集»ꎬ 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ꎬ １９９９ 年ꎬ 第 １９４ 页ꎮ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中国工人运动史教研室编: «中国工人运动史参考资料» 第 １ 集ꎬ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ꎬ １９５９

年ꎬ 第 ２３－２４ 页ꎮ
光涛: «我们怎样度暑假 (六) 社会调查»ꎬ «民国日报觉悟» １９２０ 年 ７ 月 ４ 日ꎮ



屈服ꎬ 完全处于被压迫的地位”ꎬ 他们的劳动 “是被压迫而且黑暗的状况”①ꎮ 据不完全统计ꎬ «新青

年» 在 １９１９—１９２１ 年间设置的 “社会调查” “人口问题” “工读互助团问题” “劳动问题” 等专栏和专

号上ꎬ 大约发表了 １４０ 篇政论、 报道和通信ꎬ 对当时中国突出的劳工和劳动问题进行了大规模调查、
研讨ꎬ 反映劳工的生活实况ꎬ 探讨如何动员他们改造自身并参加到社会改造甚至社会革命中来ꎮ

作者 篇名 作者 篇名

陈独秀 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 野 长沙劳动状况

记者 香港罢工纪略 高语罕 芜湖劳动状况

莫如 南京劳动状况 李崑 无锡各工厂劳动调查表

无我 唐山劳动状况 (一) 李幽影 北京劳动状况

许元启 唐山劳动状况 (二) 李次山 上海劳动状况

高君宇 山西劳动状况 李少穆 皖豫鄂浙冶铁工人状况

铁民 江苏江都劳动调查表 杨赓陶 天津造币总厂底工人状况

除 «新青年» 外ꎬ 由少年中国学会创办的 «少年世界» 月刊同样注重社会的实际调查ꎬ 专辟

“劳动世界” 和 “工厂调查” 栏目ꎬ “专载国内外工厂内容的调查”②ꎮ 国内工厂调查以武汉为主ꎬ
包括武汉造币厂、 粤汉铁路机器厂、 财政部造纸厂、 京汉铁路机器厂、 汉阳铁厂等ꎮ 此外ꎬ «民国

日报» 副刊 «觉悟» 和 «每周评论» «星期评论» «实业杂志» «东方杂志» «北京实业周刊» «上
海伙友» «劳动界» 等也都开设 “劳动问题” “社会调查” 专栏ꎬ 报道 “天津劳动者底状况” “大连

底劳动界” “徐州底劳动界” “广州劳工状况调查录” “广东实业之状况” “松江实业状况” 等等ꎮ
五四知识分子开展的社会调查ꎬ 一方面使他们对中国的劳工问题有了切实的体悟ꎬ 另一方面使

一些工人受到启发ꎬ 他们结合自己的劳动状况ꎬ 写下了 «一个拣丝头的工人自述» «一个排字工人

的苦话» «我做学徒时底苦况» «我做学徒时候底景况» «我们流出的血汗到哪去了» 等短文ꎮ 一些

觉悟较高的工人希望知识界不只是高唱 “劳工解放” “劳工神圣”ꎬ 而应通过知识的引导和灌输ꎬ 帮

助他们 “共除那种不平等的事”ꎬ 使他们 “脱离这苦海”ꎬ “都成功有人格的工人”③ꎮ
２. 创办夜校

一些五四知识分子也深感要使劳动者有彻底的觉悟ꎬ 必须进行劳工教育ꎮ 陈开懋说: “劳动界

还在混沌中ꎬ 还在大梦里ꎮ 什么 ‘五一纪念’ 呀ꎬ 什么 ‘资本主义’ 呀ꎬ 什么 ‘劳动神圣’ 呀ꎬ 都

是一无所知的过着奴隶的生活不晓得觉悟ꎬ 起来奋斗ꎬ 而与世界潮流适应ꎮ” 如何能达到

解放之目的、 改造之目的呢? 他认为ꎬ “必须从 ‘从灌输新思想到工人的脑袋里去’ 入手ꎬ 要 ‘灌
输新思想到工人脑袋里去’ꎬ 非 ‘去与劳工为伍’ 不可ꎬ 所以这个 ‘去与劳工为伍’ 问题乃是最紧

要的问题ꎮ” 因此ꎬ 他认为设立劳工夜校的办法较为完美ꎬ 并付诸行动ꎬ 与志同道合的朋友在沪江

大学校门外办起了学校ꎬ 每周一、 三、 五为授课时间ꎬ 除教课本知识外ꎬ 还教写字、 算法ꎬ “并与

他们讲到 ‘人格’ ‘平等’ ‘自由’ ‘自决’ꎬ 和资本主义之万恶ꎬ 劳动家之神圣”④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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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ꎬ 包惠僧在对武汉劳动界进行调查后说ꎬ 要使工人产生阶级的觉悟ꎬ 惟有劳工教育四字ꎮ
那怎么做呢? 他提出: 第一ꎬ 劳动界有觉悟的人ꎬ 自己发起ꎬ 设立劳动学校ꎬ 像长辛店的工人补习

学校那样ꎻ 第二ꎬ 知识阶级的人本着良心上的主张ꎬ 去援助劳动阶级ꎬ 或组织劳工学校ꎬ 或向劳工

演讲ꎬ 增进他们的知识ꎬ 促醒他们的觉悟①ꎮ 包惠僧所说的北京长辛店工人补习学校是中国共产主

义小组建立的最早的工人补习学校ꎬ 由邓中夏、 张太雷、 张国焘等人于 １９２０ 年 １２ 月筹办ꎮ 它以

“增进 ‘劳动者’ 和 ‘劳动者的子弟’ 完全知识ꎻ 养成 ‘劳动者’ ‘和劳动者子弟’ 高尚人格为宗

旨”②ꎮ 教员用通俗的语言讲述什么是做工、 劳动ꎬ 工人为什么受苦受穷ꎬ 为什么要与军阀、 资本家

作斗争ꎬ 工人深受教育ꎮ 长辛店工人补习学校不仅大大提高了工人的知识水平ꎬ 而且提升了他们的

阶级意识ꎬ “不愧乎北方劳动界的一颗明星”③ꎮ
３. 发动五一节纪念

由于工人阶级的壮大和十月革命的影响ꎬ 五四先进知识分子已经认识到劳动在社会生产中的重

要性和工人阶级在社会革命中的重要使命ꎮ 五一劳动节的传入无疑进一步增强了他们与工人群体的

联系ꎮ
１９２０ 年的五一劳动节ꎬ 五四先进知识分子积极组织和发动工人开展各种纪念活动ꎮ 如在北京ꎬ

李大钊主持的北京大学五一劳动节纪念大会ꎬ 有校役、 夜班工友和学生 ５００ 多人参加ꎬ 会上散发的

传单阐述了纪念五一劳动节的原因: “希望诸位常常纪念五一节ꎬ 把全世界人人纪念的五一节当作

我们一盏引路的明灯ꎮ 我们本着劳工神圣的信条ꎬ 跟着这个明灯走向光明的地方去ꎮ”④ 工读互助团

出动了两辆汽车ꎬ 车上插着写有 “劳工神圣” “五月一日万岁” “资本家之末日” 等字样的红旗ꎬ 沿

街散发 «五月一日北京劳工宣言»ꎮ 一部分北京学生坐火车到长辛店铁厂散发传单和发表演说ꎮ 工

人听后说: “你们要是昨天来ꎬ 我们今天便能罢工了ꎮ”⑤

为了通过五一节纪念来促进中国劳动界的觉悟ꎬ 使中国工人运动与世界工人运动联系起来ꎬ 李

大钊发表了 « “五一” Ｍａｙ Ｄａｙ 运动史»ꎬ 这篇近 ３ 万字的宏文详细地考察了五一节纪念在西方工人

运动发展中的历程ꎬ 以及不同阶段五一节纪念的斗争目标ꎬ 并期望中国的劳工同胞 “认今年的 ‘五
一’ 纪念日作一个觉醒的日期”⑥ꎮ «星期评论» «东方杂志» «民国日报觉悟» «建设» «新青年»
«少年世界» 等报刊同时刊载了李大钊的这篇文章ꎬ 可见舆论界对劳工问题的高度关注ꎮ

在上海ꎬ 陈独秀等人联合中华工会总会、 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等 ７ 个团体组织工人召开

五一节庆祝会ꎬ 到会的有三四千余人ꎬ 高呼 “劳工万岁” 等口号⑦ꎮ 广州的女子职业、 铁路专门学

校等学生发起召开五一节庆祝会ꎬ 到会的有广州各学校和劳动团体等大约几万人ꎬ 其中工人占大半ꎬ
会场挂着 “劳工神圣” “资本家末日” “打破阶级制度” “奋斗” “牺牲” 等标语ꎮ 学生发表了“五一

劳动史” 的演说ꎬ 并表示了对今后劳动节的希望ꎬ 听众 “拍掌之声如雷动”ꎮ 时人著文称赞说: “诚
广州空前未有的劳工纪念会ꎬ 真中国劳工的好现象了ꎮ”⑧ 此外ꎬ 长沙、 九江、 唐山、 汕头、 漳州、
哈尔滨等地也有工人集会和散发传单等活动ꎮ 在这些纪念活动中ꎬ 工人不再局限于增加工资ꎬ 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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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八小时劳动ꎬ 八小时休息ꎬ 八小时教育”ꎬ 显示了工人阶级对自身价值的深刻认识ꎬ 知识界

认为ꎬ 这是中国工人阶级 “空前的觉悟”ꎬ “他们所要求的是人的生活”①ꎮ 李大钊寄语中国劳工同

胞ꎬ 将 １９２０ 年的五一纪念日作为一个 “觉醒的日期”②ꎬ 努力争取本阶级的权利ꎮ 正如当时舆论所

言: “今年五月一日ꎬ 可算是劳动问题在中国发生实际运动的第一日ꎮ”③

四、 变焦与转换: 让劳工神圣起来

如果说由 “劳工神圣” 引发五四知识分子对劳工问题、 社会问题的聚焦是自然演进过程的话ꎬ
那么随着他们对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理论的接受和认知ꎬ 一个社会学视角下的 “社会问题” 在性质

上便开始发生变焦ꎬ 转换为世界共产主义思想下的 “社会革命”ꎬ 成为 “劳工解放” 的逻辑起点ꎮ
１. 劳工要做世界的主人ꎬ 必须在政治上赢得更多的权利

受欧战的影响ꎬ 蔡元培喊出 “劳工神圣”ꎬ 李大钊倡言 “须知今后的世界ꎬ 变成劳工的世界”④ꎬ
渐渐认识到劳动者地位之重要ꎬ 在言论上对于劳动者 “都知道表示同情的心理”⑤ꎮ 在走近劳工的实

践中ꎬ 在唤起劳工觉悟的行动中ꎬ 中国劳工界困苦的境况使他们不可能回避、 也不得不思考如何让

劳工神圣起来ꎬ 也就是走向解放ꎮ 去吾写道: “近来工人的进步ꎬ 非常敏速ꎬ 我们恰应该想出法子ꎬ
去保护他们ꎬ 优视他们ꎮ”⑥

办法是什么呢? 从政治方面着手ꎬ 成为五四知识分子共同的心声ꎮ 有人认识到ꎬ 仅仅指导工人

为了增加工资、 改善生活待遇进行斗争是不够的ꎬ 这只是解决暂时的和眼前的问题ꎬ 因此除了从经

济上考虑ꎬ 还要从政治方面去思考和努力ꎮ 陈独秀在演说中肯定做工的人是最贵重的ꎬ 是社会的台

柱子时ꎬ 便期望他们在实现待遇改良后ꎬ 努力争取管理权ꎬ 即 “做工的劳力者起来管理政治、 军

事、 产业ꎬ 居于治人的地位”⑦ꎮ 有人认为ꎬ 正是因为劳工没有政治的保障才被 “恶政治来鱼肉”ꎬ
所以劳工运动若不涉及政治ꎬ 是不彻底的ꎬ “希望中国的劳动者赶快实行参与政治运动ꎬ 做政

治运动中的中坚”⑧ꎮ 罗豁指出ꎬ 世界上的一切文明都是劳动者创造的ꎬ 却不能受国家法律的保护ꎬ
所谓安宁、 幸福、 平等、 言论、 集会和结社自由都是资本家和官僚的专有物ꎬ 因此他呼吁劳动者觉

悟起来ꎬ 做 “世界底主人”ꎬ “共同努力取还我们劳动者底血汗结晶ꎬ 这就是阶级觉悟的必要”⑨ꎮ 显

然ꎬ 他也从政治层面提出了具体的要求ꎬ 希望劳动者觉悟起来ꎮ
在五四知识分子看来ꎬ 劳工要做世界的主人ꎬ 必须在政治上赢得更多的权利ꎮ 五四知识分子自

我认识的提升ꎬ 也为他们的奋斗寻找到了新的目标ꎬ 即要赋予工人新的历史使命ꎬ 通过革命谋解决

之道ꎮ 他们明确宣布ꎬ “劳工问题ꎬ 实为二十世纪革命的原动力”ꎬ 工人作为社会组织的骨干ꎬ 革

命分子的中坚ꎬ 政治上的解决就是唤起他们 “来做工运之唯一法门”ꎮ 要让工人懂得ꎬ 要推翻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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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ꎬ 必须推翻保障他们的政府不可ꎬ 而且他们完全有力量进行反抗ꎮ 他们急切呼吁劳动界 “赶快起

来举行大示威运动ꎬ 争回你们的人格ꎬ 推翻那万恶的政府和那万恶资本阶级”①ꎮ “快快觉悟ꎬ 起来

革命”ꎬ 即使牺牲生命也不顾ꎬ “因为没有相当的牺牲ꎬ 决不容易得到效果的”②ꎮ
２. “无产阶级要实行革命ꎬ 必有一个共产党从中指导”
马克思学说尽管较早从日本和欧洲传入中国ꎬ 但只是在十月革命之后ꎬ 五四先进知识分子才开

始认真研究ꎮ 在尝试以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来检视中国劳工、 社会问题时ꎬ 他们借助俄国十月革命的

影响ꎬ 从政党的角度考察其成功的原因ꎬ 借鉴其经验ꎬ 并以此思考中国的社会革命ꎮ 李达在 «评第

四国际» 中总结了俄国十月革命和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ꎬ 阐述了建党的必要性和重大意义ꎬ 明确指

出: “无产阶级要实行革命ꎬ 必有一个共产党从中指导ꎬ 才有胜利之可言ꎮ 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之

所以成功ꎬ 与一八七一年巴黎共产团之所以失败ꎬ 就是因为一个有共产党任指挥而一个没有ꎮ”③ 李

大钊也指出: “俄罗斯共产党ꎬ 党员六十万人ꎬ 以六十万人之活跃ꎬ 而建设一个赤色国家ꎮ 这种团

体的组织与训练ꎬ 真正可骇ꎮ” 由此他呼吁道: “中国 Ｃ 派的朋友ꎬ 那好不赶快组织一个大团体以与

各国 Ｃ 派的朋友相呼应呢?”④ 明确表示希望尽快建立中国共产主义的政党ꎮ
正在国外苦苦探索改造中国社会的蔡和森也认为ꎬ 要推动工人运动ꎬ 需要四种利器ꎬ 其中之一

就是建立共产党ꎬ 因为它是革命运动的神经中枢ꎬ 是发动者、 宣传者、 先锋队、 作战部ꎬ “以中国

现在的情形来看ꎬ 须先组织他ꎬ 然后工团、 合作社ꎬ 才能发生有力的组织ꎮ 革命运动、 劳动运动ꎬ
才有神经中枢”ꎮ 在对加入共产国际的各国共产党考察的基础上ꎬ 他希望 “中国于二年内成立一主

义明确ꎬ 方法得当和俄一致的党”ꎮ 因此ꎬ 他建议毛泽东 “准备做俄国的十月革命”ꎬ 并自信 “有九

分对”⑤ꎮ 这说明ꎬ 蔡和森已经对中国共产党与工人阶级革命之间的关系有了非常清晰的认知ꎮ
陈独秀和李达在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中都认为ꎬ 工人阶级革命的目的是通过阶级

斗争ꎬ 实行劳工专政ꎬ 而要实行劳工专政ꎬ 归根结底必然要 “有一个强大的共产党做无产阶级的先

锋队与指导者不可”⑥ꎮ “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柱石ꎬ 是无产阶级的头脑ꎬ 共产党人散布到全体中间

宣传革命ꎬ 实行革命ꎮ”⑦ 也就是说ꎬ 共产党应该由无产阶级中最有觉悟、 对历史使命具有自觉担当

精神的优秀分子组成ꎮ
３. “有一个最大的根本解决方法ꎬ 就是社会主义”
面对工人的艰辛生活ꎬ 五四知识分子将初步了解的马克思学说中劳动创造价值这一核心命题ꎬ

结合工人的劳动实践ꎬ 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释他们受压迫的命运不是天注定的ꎬ 而是 “资本家生产

制” 造成的ꎬ 从而为 “社会革命” 及其目标提供理论的支撑ꎮ 如陈独秀运用马克思的 “资本私有”
和 “剩余价值”⑧ 概念解释红利为何就是剩余价值ꎬ 他说ꎬ 资本私有是指有资本的人拥有工具ꎬ 并

雇人做工生产ꎬ 自己还可以不做工ꎬ 没有资本的人只能出卖劳力给有资本的人做工生产ꎮ 同时工人

用血汗所生产所应得的ꎬ 被资本家用红利的名义掠夺而去ꎬ 这个红利就是剩余价值ꎬ 这就是劳动者

苦命的原因ꎮ 毛泽东在启发工人觉悟时ꎬ 向他们赠送 «劳动界»ꎬ 湖南黑铅炼厂一位钳工罗谷荪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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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劳动界» 以后ꎬ 懂得了被压迫被剥削的原因ꎬ 他呼唤道: “黑暗ꎬ 黑暗ꎬ 黑暗! 这是甚么世界

到了ꎬ 马格斯呀! 你到我们中国来吗? 这种十重地狱里面的日子实在难过呢ꎮ”① 李达在解读马克思

的社会主义学说时ꎬ 也予以解释: “资本家利用收集生产物的剩余价值ꎬ 坐致巨富ꎬ 劳动者仅赖工

钱以谋生ꎮ 富者愈富ꎬ 贫者愈贫ꎬ 遂划分社会为有产者、 无产者两大阶级ꎮ”② 因此ꎬ 劳动者千辛万

苦仅能维持生活ꎬ 如不能做工ꎬ 则非饿死、 冻死不可ꎮ
那么劳动者怎么才能不饿死、 不冻死? 怎样才不受资本家的剥削? 李大钊立足于世界社会主义

潮流的发展趋势ꎬ 认为只有铲除国内的掠夺阶级ꎬ 抵抗世界的资本主义ꎬ “依社会主义的组织经营

实业不可”③ꎮ 李达给出明确的答案: “这里有一个最大的根本解决方法ꎬ 就是社会主义ꎮ” “社会主

义主张推倒资本主义ꎬ 废止财产私有ꎬ 把一切工厂一切原料都归劳动者手中管理这是劳动问题

的根本解决方法ꎬ 所以劳动者非信奉社会主义ꎬ 实行社会革命把资本家完全铲除不可ꎮ”④

１９２１ 年 １ 月 ２ 日ꎬ 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开会讨论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ꎮ 毛泽东指出: 共产主义ꎬ
即所谓劳农主义ꎬ 用阶级专政的方法ꎬ 是可以预计效果的ꎬ 故最宜采用ꎮ 他明确地否定了改良主义ꎬ
他说: “我对于绝对的自由主义、 无政府主义ꎬ 以及德谟克拉西主义ꎬ 依我现在的看法ꎬ 都只认为

理论上说得好听ꎬ 事实上是做不到的ꎮ”⑤ 施存统对一些人认为中国不能实行共产主义进行了驳斥ꎬ
旗帜鲜明地说: “所以我们必须阶级对争ꎬ 必须采用劳工专政总之ꎬ 马克思底共产主义ꎬ 一定

可以在中国实行的ꎮ”⑥ 对于这一时期五四知识分子对共产主义理想目标的确定ꎬ 毛泽东在 «新民主

主义论» 中指出: “在 ‘五四’ 以后ꎬ 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

和社会革命论ꎮ”⑦

五、 余　 　 论

由 “劳工神圣” 引发的劳工问题和社会问题ꎬ 使五四新文化运动出现了裂变ꎬ 陶希圣在谈到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前后一些运动的影响时说道: “五四运动对于中国一般青年知识分子ꎬ 唤起了个人的觉

醒ꎮ 各种社会思想和政治学说在学生大众中如风起云涌ꎬ 并行不悖社会问题的主流的劳工问题

亦渐从知识分子的空想转入社会的实际生活ꎮ”⑧ “劳工神圣” 作为一个社会现实和思想关注点大大

迥异于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概念游戏和新旧思想的对垒ꎬ 五四知识分子使其远离文化讨论的学理层面ꎬ
有了更明确和直接的意蕴ꎬ 表达了更为具体的社会内容ꎬ 即由 “劳工神圣” 推衍出中国的劳工问

题、 社会问题的解决ꎮ 他们探求解决之道ꎬ 走入民间ꎬ “与劳工为伍”ꎬ 开展深入的社会调查ꎬ 做起

了教育工人、 引导工人、 组织工人的实际工作ꎮ 在这一过程中ꎬ 他们将从 «共产党宣言» «资本论»
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接受的观点、 学说和核心概念转化为自己的思考ꎬ 并与中国的劳工问题结

合起来ꎬ 尝试解释、 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ꎮ 在提出社会革命时ꎬ 马克思主义彰显出相当的理论诠释

力和实践动力ꎮ 正如德里克所说: “在 ２０ 年代政治岁月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中国知识分子ꎬ 较他们的

６６

«马克思主义研究» ２０１９ 年第 ４ 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罗谷荪: «工头的黑暗»ꎬ «大公报» (湖南)ꎬ １９２１ 年 ２ 月 ２８ 日ꎮ
«李达文集» 第 １ 卷ꎬ 北京: 人民出版社ꎬ １９８０ 年ꎬ 第 ３０ 页ꎮ
李大钊: «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ꎬ «评论之评论» １９２１ 年第 １ 卷第 ２ 期ꎮ
立达: «劳动者与社会主义»ꎬ «劳动界» 第 １６ 期ꎬ １９２０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ꎮ
«毛泽东年谱» (１８９３－１９４９) 上卷ꎬ 北京: 人民出版社、 中央文献出版社ꎬ １９９３ 年ꎬ 第 ７４ 页ꎮ
存统: «马克思底共产主义»ꎬ «新青年» 第 ９ 卷第 ４ 期ꎬ １９２１ 年 ８ 月 １ 日ꎮ
«毛泽东选集» 第 ２ 卷ꎬ 北京: 人民出版社ꎬ １９９１ 年ꎬ 第 ６９７ 页ꎮ
陶希圣: «潮流与点滴»ꎬ 转引自 〔美〕 阿里夫德里克: «革命与历史: 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ꎬ １９１９－１９３７»ꎬ 翁

贺凯译ꎬ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１８ 年ꎬ 第 ４３ 页ꎮ



前辈更为关心社会的变革ꎬ 其结果ꎬ 与马克思主义的要旨也更为合拍ꎮ 正是通过这一代人ꎬ 马克思

主义理论融入了中国社会思想ꎮ”①

当李大钊把政治的 “民主主义战胜” 与社会的 “劳工主义战胜” 作为欧战的两个不同结果加以

区别ꎬ 并强调社会主义的胜利是 ２０ 世纪的世界精神和潮流时ꎬ 五四知识分子对 “劳工神圣” 思想

的启蒙、 传播和社会改造的实践至少在两个层面上对启动现代革命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一个层面上ꎬ
他们塑造了两个完全相反的劳工群体社会形象ꎬ 即世界的主人翁、 文明社会创造者的劳工和受掠夺、
生活不如牛马的劳工ꎬ 通过应然状态和实然状态的强烈对比ꎬ 确定劳工身份归属ꎬ 使劳动者的社会

身份和地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ꎻ 在另一个层面上ꎬ 更为重要的是ꎬ 当他们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劳

动者两种悖反的状态进行解读和中国化话语诠释时ꎬ 实际上在工人阶级与马克思主义之间搭建起了

桥梁ꎬ 既为中国现代社会革命造就了先进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ꎬ 又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的实践有了现实的本源和阶级载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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