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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新青年》在中国共产党创建中的地位与作用 

徐光寿 

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在 20世纪的中国历史长河中，《新青年》的作用是全面而又持久的。举凡思想、文化、文学、教育等方面，没

有任何一本刊物的影响力堪与《新青年》相比。凡当时追求进步之青年，无不视《新青年》为旗帜，以《新青年》

为明灯。蔡元培曾说：“《新青年》杂志为五四运动时代之急先锋。”一个杂志开启了一段历史，掀起了一场划时

代的思想解放运动。 

《新青年》是我国最早全面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期刊。《新青年》月刊从 1915年 9月创刊，至 1922年 7月停刊。其

出版发行期间，正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创建成立的历史时期。这本 20世纪中国极具影响力的名刊，

它所掀起的新文化运动，为中国共产党创建奠定了思想基础；由它推动而暴发的五四爱国运动，则为党的成立准备了干部条件。

具体而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与《新青年》杂志存在全面的直接的密切联系，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大多出自《新青年》作者群，

早期的中共党员大多来自《新青年》读者群，《新青年》编辑部成了党的发起组成立地，《新青年》杂志也变成了党的理论刊物。 

一、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大多来自《新青年》作者群 

《新青年》的作者群不仅包括其作者队伍，也包括编辑队伍，因为《新青年》的作者、编辑队伍历来都是身兼二任、融为

一体的。作为《新青年》作者群的标志性人物，陈独秀和李大钊都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即所谓“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陈独秀不仅是《新青年》的创办者和主编，也是最主要的作者。他早年从封建士子转变为资产阶级维新派后，思想上经历了三

次重要跨越，至五四以后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进而开始了创建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事业。在《新青年》这

出大剧中，陈独秀集编剧、导演和演员于一身，总是根据剧目的要求不断寻找演员、选择演员、更换演员。与《新青年》这种

长久、深厚的关系，“使他在各个阶段，都扮演了他人不能替代的重要角色。陈独秀的个人意志对《新青年》办刊理念的演变

和取向起有关键性作用，这一点在从同人刊物转变为中共机关刊物时尤为明显，过去人们对此似估计不足。”（欧阳哲生：《新

青年》编辑之历史考察——以 1920-1921年同人书信为中心的探讨，历史研究[J].2009年第 3期，第 102-103页.） 

作为向来主张直接行动、敢作敢当且富有牺牲精神的陈独秀，他的一生经爱国而革命，每个历史阶段大致都经历了办报刊-

办学校-建政党的实践路径，即从办报刊开局，建政党结局。辛亥革命前，他就经历过从办报刊（《安徽俗话报》）、办学校（安

徽公学）到建政党（革命团体岳王会），推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旧民主主义革命）。辛亥革命失败后，他从办报刊（创办《新

青年》）开局，经过办学校（北京大学和筹备中的西南大学），到创建中国共产党，继续推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新民主主义革

命）。“这是陈独秀独辟蹊径，是我国近代历史迂回发展在陈独秀身上的体现。”（沈寂：《陈独秀传论》，安徽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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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由创办并主编《新青年》而创建中国共产党，其价值和作用不仅得到指导和帮助中共创建的共产国际、俄共（布）

中央和苏俄政府的高度评价和特别认同，也得到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高度评价。首位来华的俄共（布）远东局代表维经斯基

在 1920年 6月首次向上级汇报工作时，就称赞陈独秀是“当地的一位享有很高声望和有很大影响的教授”“这是一位享有声望

的中国革命者”，并亲临《新青年》编辑部与陈独秀通宵长谈建党事宜。另一位长期在华从事地下工作的俄共（布）党员索科

洛夫-斯特拉霍夫 1921年 4月 21日在写给俄共（布）领导人的绝密报告中说：“我从上海动身前，中国共产党人在积极筹备召

开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会上要选举产生中央委员会。迄今党的实际领导权还在中央机关刊物《新青年》杂志编辑部手里。这

个杂志是由我们资助在上海用中文出版的，主编是陈独秀教授。当地人称他是‘中国的卢那察尔斯基’，即天才的政论家和善

于发动群众的宣传员”。（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卷，北京图

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 28、30、59页.）对陈独秀的建党工作和《新青年》的重要作用给予了充分的认可。 

2019年 10月，中共党史权威期刊发表长篇论文，该文“编者按”开宗明义地指出：“今年是陈独秀诞辰 140周年，我们发

表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二研究部撰写的《纪念陈独秀诞辰一百四十周年》一文，以志纪念。”文章尊称陈独秀是“新

文化运动的精神领袖”“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传播者”“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和“中国共产党早期

的主要领导人”。这些评价也是对《新青年》历史地位的充分认可。 

李大钊既是《新青年》的作者，也是《新青年》的北京同人。他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主要论文，都是在《新

青年》发表的。他在《新青年》首次发表的《青年与老人》一文，倡导青年与老年“协力”“调和”，以共同“负此再造国家

民族之责任”。意在激发青年一代焕发出朝气蓬勃的进取精神。 

十月革命胜利后，经过观察、比较，李大钊发表了《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两个演讲并在《新青年》第 5卷第

5 号发表。他以敏锐的眼光，深刻认识到这场革命将对 20 世纪世界历史进程产生划时代的影响，也从中洞察到中华民族争取独

立和中国人民求得解放的希望。在五四运动过程中及以后，他更加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研究，做了大量工作。尤其是他

在《新青年》第 6 卷第 5、6 号连载《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被誉为中国共产党理论史的奠基之

作。在《新青年》第 7卷 2号发表的《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是运用唯物史观阐释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发展缓

慢原因的马克思主义重要著作。在第 7卷 6号“劳动节纪念号”发表的《五一（MayDay）运动史》，则全面梳理了五一国际劳动

节的产生和由来。而 1920年 12月 1日在《新青年》第 8卷 4号发表的《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对唯物史观的基本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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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做了全面的阐释。1920 年 3 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率先发起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开始了向建立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方向发

展。同年 10月，他积极响应陈独秀上海建党，领导建立了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和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并积极推动建立全国

范围的共产党组织。至此，李大钊完成了从思想宣传到实践建党的重要升华。他特别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紧跟时代潮流，当之

无愧地是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实际的先驱。 

由于陈独秀、李大钊在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的巨大贡献与影响，他们赢得了进步知识界的尊崇，被誉为“南

陈北李”。陈独秀、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和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这种示范引领作用，推动了一大批有志青年迅速走上

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革命道路。毛泽东就是在陈独秀、李大钊影响下走向马克思主义的杰出代表。 

二、早期中共党员大多来自《新青年》读者群 

《新青年》创刊尤其是迁至北大后，迅速吸引了一批进步青年，逐步形成了一个《新青年》读者群，进而形成一个特有的

新青年群体。他们对于五四运动的暴发和发展，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都发挥了主体性作用。其中

又以毛泽东、周恩来、蔡和森等为主要代表。这个群体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主要力量。 

毛泽东曾是《新青年》的忠实读者，《新青年》也是青年毛泽东投身革命、信仰马克思主义、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导师。

延安时期他曾不止一次深情地回忆起当年的情景：“有很长一段时间，每天除上课、阅报以外，看书，看《新青年》；谈话，谈

《新青年》；思考，也思考《新青年》上所提出的问题。”当 1920 年 5 月拜访《新青年》编辑部，与陈独秀进行彻夜长谈，16

年后毛泽东回忆道：“陈独秀谈他自己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坚

定地认为到 1920年夏，在理论和这样程度的行动上，他已经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 

周恩来也是受到《新青年》的启发而走上革命道路的。在他 1918 年到日本留学前后，曾读到过《新青年》，并深受其中所

写的内容和所宣传的思想的感染，促使其思想觉悟大提升。1920年他赴法国勤工俭学后，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坚定了马克

思主义的理想信念。 

此外，受到《新青年》教育走上革命道路的，不仅是一代青年，还包括一些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吴玉章、林伯渠和董必武

都是从老同盟会员转变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的代表。吴玉章曾说，我找了将近三十年，经过失败、胜利、再失败，直到十月革命，

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以后，我才找到了真理，踏上了一条光明的大道…… 

一批老革命家也以《新青年》作为启蒙课本。李一氓回忆自己早年“先后就读于上海浦东中学、大同中学、沪江大学、东

吴大学。在这期间，他花了很多时间研读《新青年》《向导》《共产主义 ABC》《共产党宣言》等书刊，首先从理论上接受了共产

主义思想。”他在上海和苏州求学期间参加反帝爱国的进步学生运动，1925 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即投笔从戎，参加国民革

命和北伐战争。彭德怀早年也曾受到《新青年》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刊物的思想引领。1926 年彭德怀随部队编入国民革命军，参

加北伐战争，结识共产党人段德昌，开始接受共产主义思想。宋时轮 1923年进入军阀吴佩孚的军官教导团学习，“与左权、蔡

申熙等同学发起成立了‘社会主义研究社’，开始阅读《新青年》《共产主义 ABC》等进步书刊，逐步萌生了共产主义思想。”

此后宋时轮思想进步很快，1926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五期，并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转为中国共产党。 

不仅如此，《新青年》对其他进步青年的影响也很大。《新青年》在当时思想界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当时全国青年几乎

把编辑《新青年》的几位先生当做“圣哲”来崇拜。《新青年》出版到第 2卷时，就有读者来信抒发读后感，这正是陈独秀所期

盼的。对于读者来信，他有问必答，并作选择性刊登。浙江青年毕云程读了《新青年》第 1 卷，即给陈独秀写信，是五四新文

化运动期间与陈独秀通信最多的青年读者之一，读后自称“如获至宝”“语语深入我心，神经感奋”“诚我青年界之明星。”

在《新青年》鼓励下，毕云程积极团结进步青年，组织学习活动，探索救国道理，传播民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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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正在湖北陆军第二预备学校攻读军事知识的青年叶挺给《新青年》写了一封长信，抒发了阅读《新青年》的感想，

提出了拯救社会的主张，表达了“振污世，起衰溺”的革命理想和对《新青年》的感激之情。陈独秀以《新青年》记者名义给

予了热情肯定和客观指正，令叶挺十分感动。1919 年叶挺从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后即投身革命，并参加援闽粤军后加入国民党。

1922年 12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信仰三民主义转而信仰共产主义。此外，著名翻译家、国务院原参事、觉悟社成员谌小岑

回忆第一次学习李大钊发表在《新青年》第 6卷第 5、6号的理论长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时说：“当我第一次读了李大钊写

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时，受到很大启发，就同黄正品谈论，在中国的阶级对立，主要是少数外国鬼子和中国工人的对立。” 

因此，史学家丁守和指出：“《新青年》作为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主要宣传阵地，在中国发生了巨大影响，它

唤醒了广大知识青年，使他们投身到革命的洪流，它培养了整整一代革命家。”新青年社是名副其实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

成长的摇篮。纵观中共早期组织成员及早期著名活动家，几乎都与《新青年》杂志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其中与《新青年》有

直接联系（依是否在《新青年》上发表过文章）的就有毛泽东、恽代英、张申府、李达、李汉俊、袁振英、李季、杨明斋、陈

望道、沈雁冰、沈玄庐、施存统、沈泽民等人。以新青年社为依托，以“南陈北李”为核心逐渐形成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群体，

正是创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骨干力量和组织基础。 

三、党的发起组成立地就在《新青年》编辑部 

《新青年》月刊自创刊之时起，始终在上海、北京之间迁徙。《青年杂志》创刊伊始，编辑部设在上海法租界嵩山路吉谊里

21 号一楼一底砖木结构的旧式石库门楼房里，楼上住家，楼下就是编辑部，极其简陋。第 2 卷易名《新青年》后，编辑部仍设

这里。 

1917年 1月陈独秀应邀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同年 3月迁往北京。虽然北大设有专门的文科学长办公室，

但为与北大区别开来，陈独秀继续将《新青年》编辑部设在自己寓所，即北京北池子箭杆胡同 20 号（旧门牌 9 号）。于是，北

京大学与《新青年》就形成了“一校一刊”的新文化格局，均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阵地。1920 年 2 月，陈独秀为防范再遭北

洋政府逮捕，在李大钊的护送下从北京来到天津，从天津坐轮船到达上海。同年 3月，陈独秀入住上海老渔阳里 2号，《新青年》

编辑部也随即迁入。从 1920 年 4 月 1 日第 7 卷 4 号起，至 1922 年 6 月《新青年》月刊实际上均在此出刊，至 9 卷 6号停办，

中间偶有延期，共出刊 15号（期）。这两年零四个月恰好经历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全部历史过程，《新青年》编辑部荣幸地成了

党的早期组织成立地和党的一大的筹备处。 

（一）《新青年》编辑部聚集了中国最早的一批共产党人 

关于老渔阳里 2 号的功能，楼上两间是陈独秀、高君曼夫妇及两个未成年孩子陈子美、陈鹤年的卧室，楼下右侧一间是陈

独秀的会客室，左侧一间堂屋是随着陈独秀迁来上海的《新青年》编辑部，同时也是“负责《新青年》编辑部事”“办理编辑

事务”陈望道的临时住所。1920年 8月 15日创刊的《劳动界》杂志，编辑部也设在这间。而面积较小的亭子间，从 1920年 11

月 7日起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共产党》月刊编辑部所在地及其主编李达的临时住所。 

根据陈独秀的安排，除陈望道、李达入住老渔阳里 2 号，应邀加入《新青年》编辑部的还有李汉俊、沈雁冰、袁振英和叶

天底等人。李汉俊是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原为《星期评论》编辑，曾校对《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停刊后应邀加盟《新

青年》编辑部。沈雁冰为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辑，思想进步，有丰富的编辑工作经验。袁振英毕业于北京大学俄语专业，受陈

独秀安排负责《新青年》第 8卷 1号起开辟的“俄罗斯研究”专栏。 

（二）出入陈独秀寓所和《新青年》编辑部的早期共产党人更多 

据不完全统计，在 1920年 4月至 1922年 6月《新青年》编辑部运转期间，出入老渔阳里 2号的早期共产党人有 51位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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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前文所述的几位外，还主要有张申府、俞秀松、施存统、李中、毛泽东、包惠僧、林伯渠、王会悟等人。 

张申府是陈独秀的北大同事，与李大钊、陈独秀共同创办《每周评论》，负责编辑事务，同时也担任《新青年》编辑，堪称

志同道合。1920 年 9 月，张申府来上海迎接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来华讲学，就住在《新青年》编辑部。双方谈论建党一事，一

致认为“既然组织起来了，就要发展，能入党的人最好都吸收到党内来”。同年 9 月下旬，张申府回到北京，向李大钊转告了

陈独秀要他们建党的意见。俞秀松、施存统也较早出入这里。1920 年 3 月俞秀松、施存统从北京转来上海，进入《星期评论》

社工作。俞秀松领导杭州五四运动，施存统因发表《非孝》一文，两人都引起了《新青年》陈独秀的关注，此次来沪就被留在

上海，在陈独秀等人安排下一边进工厂做工，一边协助筹备建党。 

1920 年 5 月，毛泽东从北京来到上海，在李中的陪同下，他曾多次拜访老渔阳里 2 号，与陈独秀畅谈马克思主义和湖南改

造问题。陈独秀委托毛泽东回湖南宣传马克思主义，并送给他《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史》和《阶级斗争》三本书，还向亚东

图书馆担保 300 大洋让毛泽东带回湖南开展新民学会并建立党团。此次长谈对青年毛泽东影响很大，在他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

的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林伯渠 1920 年 12 月间也曾光顾老渔阳里 2 号，他后来回忆：“我在日本时认识了李大钊，和他

很熟，我回国后，和他通信。1920年 12月我到上海会见陈独秀，遂加入当时上海的共产主义研究小组”。 

（三）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成立地和中共一大的筹备处在《新青年》编辑部 

由于史料的缺失，虽然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立的日期难以确定，但在《新青年》编辑部成立则毫无疑义。而且可以确

定的是，党的一大筹备工作也是在这里完成的。 

据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所著的《中国共产党上海史》记载，1920 年 6 月，陈独秀在老渔阳里 2 号寓所召集李汉俊、俞

秀松、施存统等人开会，决定成立共产党。会议明确建立“社会共产党”（简称“社会党”），选举陈独秀为书记。同年 8月，

陈独秀在征求李大钊的意见后，正式定名为“共产党”，党的上海早期组织正式成立。这个地点也得到了解密档案资料的证实。

据 1920年 8 月 17日维经斯基给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东方民族处的信，7月 19 日晚，被称为“最积极的中国同志”会议在

《新青年》编辑部召开，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等人出席会议，会上不仅坚决主张建立“上海革命局”，而且决定成立社会

主义研究社，出版社会主义小丛书。可见，1920 年 8 月在上海《新青年》编辑部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并被俄罗斯解密档案中

所记载，应是确切无疑的事实。 

党的一大筹备工作也在这里完成。党的上海早期组织成立后，主要工作地点在《新青年》编辑部。陈独秀南下广州后，作

为代理书记的李汉俊，其工作地点主要在《新青年》编辑部。接替李汉俊任代理书记的李达，就临时居住在《新青年》编辑部。

1921 年 6 月初，马林、尼克尔斯基来华推动召开党的一大，也是在《新青年》编辑部通过李达给各地党组织写信通知的。各地

代表来沪开会，首先也是赶到《新青年》编辑部报到后再被安排到博文女校住宿的。甚至 1921 年 7 月 30 日晚一大会场突遭破

坏、代表们临时商量转移开会地点的场所也是《新青年》编辑部，因为这里就是代表们心中的筹备处。 

总之，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新青年》始终是最主要的阵地和最重要的象征。《新青年》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尤其是上

海建党的历史进程中，起到了思想引领、培育骨干、组建队伍、推动建党的特殊作用，不愧“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摇篮。”而

且在中国共产党诞生后，《新青年》杂志又成了党的理论刊物，继续为建党伟业和党建事业发挥了举旗定向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