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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知识运动到社会改造：新民学会的

实践形态转变及革命未完成性

付洪１，２，舒高磊１，２

（１．南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 ３００３５０；

２．天津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联盟，天津 ３００３５０）

摘　要：新民学会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初始组织形态，在近代社会变革中探索救民强国新道路，实现了从知识运动到
思想解放再到社会改造的实践逻辑转变：起初秉持工读主义发起青年知识运动，在修学储能中拓展视野和场域、讲求联

合与互助；后来沿循道德改良主义组织思想解放运动，批判旧理念、推介新文化、增进人格权利觉悟；继而在教育改制、地

方自治等改造实践中探问民族解放路径，由道德理想主义转向政治现实主义。新民学会选择指导思想过程中所潜存的

主义演进规律、实践转变逻辑中所内蕴的革命未完成性问题，在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语境中得到确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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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封建帝制在辛亥革命后终结，但军阀混
战、外强掳掠的社会形势依然严峻，思想混沌、风

气朽败的社会积弊难以根除，新的政治、文化秩序

仍未建立。新民学会秉持“革新学术，砥砺品行，

改良人心风俗”①的宗旨探索救民强国道路，在修

学理论知识、开化德性民风、推动社会改造的青年

群体行动中为社会注入新元素，唤醒诸多有志民

众的思想觉悟，以及潜藏心底的爱国热情。新民

学会由组织运动到从事改造的实践转型顺应历史

演进的总趋势，并且在破除旧文化藩篱、建立新社

会形态的改革尝试中取得一定成效，但却潜藏着

革命行动缺位的隐患，因而最终在倾向“温和改

良”抑或是“政治革命”的抉择分歧中走向解体，

并未实现由思想运动向社会革命的彻底转型。

新民学会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初始组织形态，

历来是中共党史和社会组织研究所关注的重点课

题，特别在其会员群体分析、建会史实梳理、实践

活动考察等方面取得成果，贡献了诸多细节性历

史认识②。只是目前学界研究仍存在些许缺憾：

未根据新民学会从知识运动转向社会改造的实践

规律，挖潜其在主义选择中的内蕴性思想要素，更

未在唯物史观视域中继续考察新民学会革命未完

成性的根源问题。因而本文将着眼以上重要却存

在缺位的理论点，通过整体回溯新民学会的实践

转型逻辑，考察其在改造社会的集体行动中，尝试

将制度匹配现实的探索历程，以及革命未完成性

的历史唯物主义根源。

一　修学与知识运动肇始：以工读主
义牢筑理论知识根基

辛亥革命以降，封建权威的瞬时崩溃和儒学

中心地位的渐趋旁落，改变了中国社会的超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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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各思想流派、政治集团为在新格局中占得先

机，纷纷提出各自的理论主张。他们看中青年是

人类发展成为具备成熟政治意义的社会成员的重

要阶段，普遍将青年作为重点拉拢的目标对象，向

其争取思想认同。而毛泽东等新民学会会员愈益

认识到，绝对多数国民的“脑子饥荒实在过于肚

子饥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①，更为严重的是

“青年界研究兴味不大浓厚……思想学术，节节

僵化”②，并未表现出摆脱封建思想困境、克服民

族文化焦虑的革新趋向，青年人的知识理论尚不

完备、情感心理尚不成熟、价值观念尚未成型等问

题，在中国现代转型的历史图景中愈发暴露出来。

新民学会指认青年的知识觉悟相较于政治觉悟、

伦理觉悟最先达成，因而将修学储能视作青年维

护权益的公共行为，将“热切求学”作为结合起来

的首要目标和组织运动的重要基础，强调“今日

言救国，非各人广求知识，高尚道德，储蓄才能不

可”③。由此，新民学会便首先具备了较为明确的

学术团体意义，成为秉持朴素求学理想、应对紧迫

知识需要的生活体，这是整合会员思想认知的基

础前提，更为开创近代青年教育运动的新局面做

出有益探索。

一方面，新民学会注意拓展求学运动的视野

和场域，在知识觉悟的现代叙事中兼顾外源要素

和本土资源。新文化运动提振了近代青年的奋斗

志向，激励着新民学会不断突破传统求学方式的

固有界限，尝试对知识考察、理论进修的地域和内

容作“合宜的分配”④，遣使会员分别承担研习知

识和发展文化的不同任务，杜绝理论学习脱离实

际运动的空谈。一方面，留洋是近代学者普遍信

任并颇多采用的治学方式，“‘向西方国家寻找真

理’尤其是那时许多青年所向往的事”⑤，蔡和森

就曾提出“走遍各洲，通其语文，读其书报，察其

情实”⑥的外向发展办法。因而新民学会甫一成

立，便着手组织赴法勤工俭学和南洋留学运动，秉

承“勤于工作、俭以求学”理念，出国汲取先进科

学技术、思想理论和运动经验：赴法会员在工余时

间阅读经典文献书刊、研究时兴思潮、揽收工运资

讯，散于南洋求学的会员则从事华侨教育、文化普

及和世界主义精神传播等社会运动。另一方面，

暂居国内的会员热忱迎受世界先进思想（理性、

人道等等），在输入新学的同时择要深刻探讨：通

过健学会等进步社团邀请留学及名望人士讲演，

定期组织学术教育讲堂，围绕“正确健全之学说，

而为澈底之研究”⑦；从事基层思想启蒙和社会教

育事业，通过搜寻新式书籍报刊、函托海外同志调

查等方式，介绍世界革命运动新形势和学术研究

新材料。求学视野和场域的扩展使青年人的“思

想脑筋志趣因受了那洋潮海水惊涛骇浪猛烈的涤

荡，已觉清洁新鲜了许多”⑧，政治大变动、思想大

冲突时代的知识运动成为促进青年思想觉悟的利

好。而在青年求学运动中确需注意的是，中华传

统文明的暂时衰弱并非是确证欧美现代文明的整

体优势的直接依据，反之，后者所暴露的现代弊病

也不能验证前者的本源合理性，知识教育必须要

理性看待外源文化要素和本土思想资源的融合

关系。

另一方面，新民学会注重知识研学的联合与

互助，尝试建构稳定自洽、合营共处的群学模式。

民国初期的青年发展有着更广阔的交往空间、更

多样的生活形态，但新民学会作为交换知识、精进

学问的“新村”，始终未改变其学术共同体的功能

定位，即使某些时期会员们存在行动上的分散，也

没有排斥思想上和联络上的集合。新民学会指证

“世风为学风所左右，要改造世风，先要有很完善

的学风”⑨，而生成良序学风的关键就在于协同研

学，像毛泽东等会员在主持第一师范校友会和工

人夜学工作时，就邀集同志青年、底层工农探索组

团求学形式，避免知识研究的“自营散处”。后来

新民学会创造汇集新家庭与新学校的公共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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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遇会友多人便组织学术谈话会，并创办有交流

专用书报和通信集，约定每年通函“报告己身及

所在地状况与研究心得，以资互益”①；赴法勤工

俭学会员更是采用合居共学的活动形态，建立工

学励进会、工读互助团等青年进步组织，联络学友

“共同及分工读书作事”②并相互规过，开展有组

织的合作研究。在公共领域的集体行动中，新民

学会通过重组湖南学生联合会来倡导“研究学

术、促进文明”③，创办文化书社和俄罗斯研究会

探求有益于国家、人类进步的学问，召集更多青年

团体来研究哲学伦理学等科学术业、文化类群，以

及国民性改造等社会实存问题、思想信念等终极

本源问题。

新民学会的知识运动存在着工读烙印，而实

际上，以生活体形态创建的新民学会本有地信奉

工读主义。因察觉到知识分子同社会实践相疏离

的现象，毛泽东、蔡和森等会员曾尝试以游学活动

和新村试验克服之，在家庭改革与劳工互助中隐

逸传统伦理束缚，既作技艺储蓄又赚取物质资料

来维持基本生活，意图借此消除知识分子与劳动

者的群体隔膜。后来新民学会以勤工俭学谋求

“体力工作与脑力工作兼营并进”④，号召青年“以

工学的精神与方法，谋世界的改造与进步”⑤，表

现出小资产阶级的工学主义幻想和无政府主义倾

向；还参与建设教育与职业合一、学问与生计合一

的工读互助团与工学同志会，邀集青年人试行融

合自主劳动与生活救助的半工半读，借以在文化

教育领域实现新家庭形态、新学校形态、新社会形

态的交互结合，在生产关系和思想观念方面“解

除旧社会旧家庭种种经济上、意志上的束缚”⑥。

这种从纯粹道德理想迈向新村实践的工读行动，

是新民学会对恶浊旧社会的拯救方案以及趋向理

想新世界的情感寄托，只是它因残存着封建本性

与小农思维而把“工读”泛化为新生活，因而不能

在旧生产关系的包围中实现经济独立，反而在现

代城乡分离中撕裂、切割着社会空间。新民学会

的工读试验终究没有超出经济改造的范畴而上升

为政治革命运动，北京、上海等地的工读互助团在

１９２０年夏接连失败，留法勤工俭学生发起的工读
活动也无力为继，以治学修身为基础事业、以工读

主义为指导理念的知识运动并不是解救中华民族

的恰切道路。

二　开智与思想解放高潮：以道德改
良主义破除价值文化桎梏

新民学会并非看重个体利益而忽视政治传

统、社会意志的青年团体，在学习新知识的热潮被

广泛发起时，会员们所着力鼓策的思想解放运动

也随之展开。马克思曾痛斥德国无产阶级“缺乏

鼓舞物质力量去实行政治暴力的天赋”⑦，也没有

组织革命运动的朴素觉悟和大无畏精神；同样地，

近代中国民众也全然保持着皇权专制时期的道德

恭顺和政治愚忠，未敢同封建思想作彻底决裂。

面对这种普遍缺乏内生解放意识的国民实存状

态，毛泽东洞见中国社会“可谓危险极了……危

险在全国人民思想界空虚腐败到十二分”，“国民

性惰，虚伪相崇，奴隶性成，思想狭隘”⑧，因而改

造公众品性、改良人心风俗便成为新民学会的创

建初衷之一。在政治秩序转型意义上，以现代国

家制度更替封建王权统治的过程，也需要变革国

民的传统文化心理和思想形态，从而造就一批具

备现代理念和科学素质的新国民。所以新民学会

决意主动做启迪民智的先锋，借鉴中国传统新民

思想和近代学者“新民说”来培养建设新社会的

存续力量，以忧时爱国的情怀锤炼现代公民素质、

重塑清朗文化风气。

一方面，新民学会发起批判旧理念、推介新思

想的文化传播运动，引导群众更新政治认知、凝聚

集体共识。新文化运动时期的长沙被称为“周刊

的世界”，各类新报新刊、现代学校和研究团体如

雨后春笋般纷纷建立，新民学会也借此形势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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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宣传舆论运动，领导湖南各校学生发行报刊

以期唤醒国人①：将《湘江评论》作为湖南学生联

合会的机关刊物，参与编辑《新湖南》《岳麓周刊》

等通俗杂志，在《大公报》《女界钟》等诸多报刊发

表时评文章，直接引起“社会对于新出版物的需

要骤然迫切起来，受了新思潮的正面激刺和旧思

潮的反面激刺，一时感发兴起，尽力购读”②。新

民学会通过这些思想旗帜和宣传阵地，协助湖南

报界冲破新闻封锁，体现着新文化运动狂飙突进

的革新意识和时代精神，一方面揭露封建军阀祸

乡殃民的罪恶行径、政客财阀腐败专利的贪婪做

派和买办劣绅假正义的丑陋面目，痛斥中国人心

麻木、人性堕落的现实积弊，鼓励民众批评社会问

题、参与国家建制，进而联合起来为争取彻底解放

而向强权统治作斗争；另一方面，介绍世界革命运

动新形势以及革命民主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

新思潮，批判帝国主义资本家和强权者盘剥公共

权益、进行殖民称霸的阴诡图谋，宣传国家意识、

民族自决、社会改革等民主思想，唤醒基层群众的

政治觉悟和救国热忱。与此同时，新民学会积极

从事反帝反封建的市民运动（主要立于舆论地

位），通过组织讲演、鼓吹新学、贴示公告、散发传

单、排演剧目等方式，控诉封建军阀和资本列强的

高压政策，教育民众培树科学理性精神而非迷信

神鬼、命运，呼吁民众爱国抗虏“力行救国之职

责，誓为外交之后盾”③。由此可见，具有意识形

态属性的话语传播、仪式宣传等教化方式，已经进

入新民学会政治动员的价值视野，这种日常生活

的政治化正塑造着全新的社会文化形态，为克服

传统儒教文明中非理性的虚妄观念提供实践

验证。

另一方面，新民学会发起象征男女平权的伦

理解放运动，鼓励女性争取人生价值与发展权利。

近代国民因长久驯良成性而不具备独立人格、不

承认实践真理，其中妇女群众受封建束缚、资本压

迫最严重，所以妇女解放成为文化除旧布新的极

重要部分。保守滞重的礼教观念、父命男权的伦

理秩序、家长统治的封建婚制使近代女性无法遵

从自由意志，向警予等女会员认识到“非求社会

的均齐发展，不能达到人生的共同幸福”④，因而

努力冲破封建思想的深闺牢笼，积极储备学问技

能、参与民主运动、争取女子经济独立和权利革

命。周敦祥等会员组织编辑《女界钟》杂志，以唤

醒妇女的钟声发出了湖南女界学知识、争平等、求

解放的怒吼，号召被生活奴役、无舆论后援的妇女

联合起来，推翻吃人的旧礼教和万恶的旧社会。

毛泽东等会员围绕长沙城新娘赵五贞因反对封建

包办婚姻而自杀的极端事件，在《大公报》《湘江

评论》等报刊发表多篇评论文章，将控诉矛头直

指“婚姻制度的腐败，社会制度的黑暗，意想的不

能独立，恋爱不能自由”⑤，鼓励妇女脱离孔孟纲

常的礼教枷锁、神鬼命定的迷信藩篱以及蓄婢缠

足的落后陋习。在新民学会的策动和助力下，湖

南妇女求解放的呼声日益高涨，一代新型妇女群

体在运动中觉醒，成为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坚力量，

甚至成长为坚强的无产阶级战士和妇女领袖。社

会结构急剧变革中的国民个体从家庭、氏族等伦

理实体中脱离出来，在近代思想启蒙中批判儒教

传统和宗族观念，在更新社会道德价值体系的同

时并没有脱离基本的善性规范。

新民学会秉承道德改良主义教化民智、祛除

破败的运动实践，冲击着辛亥革命以来并未弥散

的封建文化环境。在更深刻意义上，新民学会不

仅要打破限制民族解放的表象性桎梏，还要清除

大众头脑里的旧人格、旧主义、旧精神、旧思想，正

如其在驱张运动中所要推翻的“不是具体的张敬

尧，是抽象的张敬尧”⑥。其实在初创时期，新民

学会就把严控会员的思想品格与精神素质作为

“改良人心风俗”的先手棋，将爱国热情、能耐艰

苦、有志进步作为接纳会员的重要标准和改造国

民性的重要目标，还特别提出青年国民宜具有纯

洁诚恳、人格光明、勇于奋斗的气质，应“头脑清

新……没有陈腐气，能容纳新的思想”⑦，体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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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朴素的道德教化、文化改良趋向。也正是对封

建道德的不满激发了新民学会创造新人格的设

想，甚至欲将世间恶人“神而化之使成美质之原

子，新而明之，使成优秀之国民”①，意图用道德理

想主义启发青年的主体意识和自然人性，进而将

社会思想界导之正轨。总之，新民学会呼唤国民

的精神自省和奋斗志向，敦促他们解除传统价值

观念的封印，冲决家庭、社会的一切封建网罗；只

是它轻视了传统奴性文化的滞重与长久专制下民

众反抗意识的薄弱，这一并不完全契合国情的美

好愿望终究难以在近代中国实现。

三　改制与社会改造转型：以民治主
义探问济世救民路径

当破除思想积弊的改革运动未现彻底成效，

立制改造就迎来历史出场，在新文化运动渐趋由

破而立、由文化领域延展至政治领域的特殊历史

时期，新民学会的治世救民探索正经历着由思想

运动向社会改造的实践转型。虽然思想解放运动

本就内蕴着对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重建、文化

改造问题的回应，但在“五四运动过后，中国的社

会趋向改变了”，“为着混乱政治的反响，种下了

一个根本大改造的萌芽”，“以后是社会改造运动

的时代”②，逐渐由抽象的公民塑造转变为行动的

建制改造。新民学会留存着兼爱、济世的道义理

想，推进知识教育、思想解放仅是其实践逻辑的基

础层面，终极目标则是彻底实现社会再造（再组

织化）以谋求中国政治、文化面貌的根本改变，因

而这些觉悟较早的青年会员被道德理想和时代形

势呼唤出来，成为开拓中国改革道路的生力军。

他们在经历过工读互助、道德改良的实践探索后，

又将改造社会的理想寄托于教育改制、地方自治

的治理尝试，将先进文明的现代化要素嵌入新的

道德体系和组织制度，逐渐在“人和感情的聚集”

趋向“主义的结合”中，实现由道德理想主义向政

治现实主义的逻辑转变。只是近代中国面临着复

杂的制度试验环境，地方割据、政党纷争以及传统

文化没落、政权更替失衡都在加剧着社会离心效

应，动荡、离散的基层要素导致社会制度因失去民

众而存在空心化现象，如要调试政治体制与公民

实存的洽适状态，一是要提高基层民众素质使其

不再缺席公共议程，二是要完善上层政治建筑使

其保持合理权威。

一方面，新民学会改革学校教育的传统体制，

发散会员以个人或小团体名义推进教育革新、提

高民众基础素质。传统社会结构解体撕裂着中国

集权统治秩序和儒学道统功能，社会因处于脱嵌

状态而面临整合危机，毛泽东等会员深刻意识到，

“我国今日要务，莫急于图强，而图强根本，莫要

于教育”③，并且取得社会普遍进步、良序运行所

“归根结底的希望，仍离不脱教育”④。但彼时长

沙各学校“既不重视培养学生参加生产、服务社

会的智能，也不抓紧提高学生科学文化水平”⑤，

只是进行封建道德训练和文论知识灌输，因而新

民学会在制定“会友进行计划”时，多选择文化教

育改革或现代学校建设事业，尝试将传统的贵族

世袭教育变革为平民普及教育。像毛泽东、何叔

衡等会员致力于学校体制革新和通俗教育，意在

“灌输常识于社会”⑥：倡导校务管理的民主作风，

支持学生参与学校行政会议中关于教师进退、经

费使用、纪律执行等议题的研讨；鼓励学生成立自

治会，注重培育其自学风气与精神个性；支持青年

爱国活动与政治事务的自由进行，不干涉学生集

会、结社、发行刊物；取消对男女关系存在固化认

知的传统谬妄教育，推动“建设一种平民式两性

式的大学之普遍精神”⑦。还有向警予等会员创

办女校、平民学校和补习学校来向社会各领域群

众劝学，为适应现代化需要而普及科学知识，提倡

公共道德和新生活风尚；同时施行革命的思想教

育，对束缚他们的封建桎梏和陈规旧俗宣战，使之

成为“五四运动前后进步的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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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种普通形式”①，消解蹈常守旧、安于习俗的

顽固思想，促进湖南社会的文明开化。

另一方面，新民学会以民治主义解决分省建

设问题，助益地方政府建构合理政治体制，在湖南

自治运动中促进民权觉悟。湖南在脱离清政府独

立后，相继发动长沙起义、湘军援鄂以巩固湘省革

命政权，但封建割据军阀多是用自治名义装潢门

面、麻痹民心，以包办官治取代民治民决，致使基

层民众看不到任何民主的影子。因而新民学会尝

试将“各省人民自决主义”作为解决全国总建设

的最好办法，认为先有健全的地方政治组织才能

建设好中国社会，于是组织成立湖南改造促成会

开展政论宣传工作，提出“由‘湖南革命政府’召

集‘湖南人民宪法会议’制定‘湖南宪法’以建设

‘新湖南’之建议”②：由现行政府组织全省公民选

举人民宪法会议代表，通过召开人民宪法会议制

定宪法，再根据宪法产生正式的湖南议会、湖南政

府以及县区乡自治机关与工会农会，“完全保障

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之自由”③。新民学会

还通过领导游行请愿、动员全民讨论来呼吁“革

新民治”“尊重公权”，站在最基层群众的生存利

益角度发声，一方面警告政府、推行自治，另一方

面唤醒同胞、促进联合；鼓策知识分子宣传“民主

新政治”，推动民治主义、社会主义精神的传播普

及，实现由武人割据、官僚垄断向人民自治转变，

在民众心里深深栽种维权意识和渴望变革的萌

芽。只是这种粗糙移植而来的共和体制始终面临

着存废危机，新制度权威尚未完全建立便因异变

为私利工具而趋向崩解，后来执政的谭延政府

罔顾市民对人民宪法会议的请愿建议，组建起由

官僚士绅包办的“省议会”继续推行独裁专制，湖

南自治运动因此宣告失败。

新民学会“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以工会合

社为改革之方法”④，虽在一定程度上唤醒群众觉

悟，但也将根本缺陷暴露无遗：依靠体制补缀和封

建阶级、资产阶级的自我变革，并不能从根本上解

决国家忧患进而带领中华民族走向独立解放，反

而会使改造实践残留延续封建文化的惯性心理，

甚至排斥民众联合而沾染上资本弊病。难能可贵

的是，新民学会在思想解放运动后继之以具体的

制度革新工作，既保持着运动精神又表征着改造

趋向：既保留有宣传鼓策等民主运动的普遍手段，

又衍生出推翻官僚统治、创建共和政体等社会改

造新形式；既满足民众的知识学习、思想觉悟等现

实需求，又谋划教育改革、道路探索等深远图景。

新民学会推动实现公共政治与群众改造的批判性

联结，但社会改造或治理的现代化是着眼于社会

矛盾的解决向度，需要调试社会生产、政治运动、

文化建构、价值传播等多要素的互动状态，而这又

是根植深厚、牵涉颇广的宏大历史问题，非以彻底

革命不能完成社会形态转型。

四　革命行动缺位：历史唯物主义视
域中新民学会社会改造的未完成性

新民学会认识到改造社会“要有一班刻苦励

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

义”⑤，并历经工读主义、改良主义、社会民主主义

甚至空想社会主义的深刻抉择，来寻找真正符合

国情民意、贴合历史规律的民族解放道路，但践行

工读、道德教化、地方自治等所谓温和革命的行动

终究无法实现希望愿景。因而新民学会在实践挫

败的反思和五四运动的洗礼中接触到马克思主义

后，就已觉察到它势将成为不可遏抑的潮流，并热

切搜寻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文本和讯息，“就寻

求革命真理和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问题展开了无

所不包的热烈的讨论”⑥，客观推动着社会大众对

劳农专政制度的认知深化。新民学会更是发起俄

罗斯研究会、共产主义小组来专门“研究俄国学

术精神及其事情”⑦，发行《俄罗斯丛刊》介绍劳农

政府和第三国际的共运经验，但遗憾的是，其改造

社会的实践探索却未更进一步，在革命“前夜”戛

然而止。在历史唯物认识论视域中，新民学会选

择指导思想过程中所潜存的主义演进规律，在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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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３卷 付洪，等：从知识运动到社会改造：新民学会的实践形态转变及革命未完成性

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语境里得到验证，而它实

践转变逻辑中所内蕴着的革命行动缺位或革命未

完成性问题，也在马克思主义阶级革命理论与青

年理论中得到确证。

新民学会选择指导思想过程中所潜存的主义

演变规律，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语境里得

到验证。社会转型时期的“主义是一种新的道德

药方，是个人或团体政治人格的保险”①，为集体

行动提供可依循的价值标准。马克思主义将社会

变革归基于人民实践而非虚假教义，批判封建意

志及其道德规约如同“人民的鸦片”，应使民众抛

弃改良幻想、采取理智行动来重建现实世界，预言

着新民学会早期残存有封建属性的工读主义或改

良主义试验的流产；马克思主义批判资产阶级政

制隐含着统治者的狭隘利益和意识形态偏见，认

为资本主义对封建制度的直接否定，并未实现人

民解放与社会革命的联结，预言着新民学会后期

体现资本精神的宪政民治主义的失败；马克思主

义还指认市民社会的局部民主远未达到普遍革命

的程度，在“无产阶级对社会普遍改造的最初的

本能的渴望”②中产生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缺乏

对实际物质条件、社会阶级基础、历史发展规律的

客观认知，因而空想社会主义在新民学会的改造

实践中甫一启动便宣告破产。观照近代中国阴郁

滞重的忧患国情，一方面封建余孽及其儒教伦理

难以在短时间内除弊去旧，另一方面资本势力与

帝国主义侵略者相互勾结、与民争利，使中华民族

面临亡国绝种的深重危机，这正是马克思所指认

的封建弊端与资本矛盾的集中显现场景，可见新

民学会实行改良主义或民主主义的保守试验只能

是缓解而非根治社会问题，因而注定不能成功。

新民学会从知识运动到社会改造的实践转变

逻辑中所内蕴着的革命缺位问题，在马克思主义

阶级革命理论中得到确证。在阶级社会中，相同

阶级的社会成员承担着共同的发展任务，那就是

革命推翻剥削阶级的压迫统治。马克思阐证实现

社会解放的可能性在于形成彻底戴上锁链的阶

级，以及普遍表明人的完全丧失的领域，在封建地

主和资本家为占有剩余价值、维护统治地位而极

尽剥削的时候，无产者则成为与自主活动、自由意

志相分离的物性工具，在雇佣劳动、金钱关系中走

向疾苦生活和赤贫现象，并因其被压迫地位、普遍

解放需要而成为真正革命的阶级，因而旨在实现

社会根本改造的无产阶级革命将不可避免地发

生，甚至那些“由于社会的急剧解体，特别是由于

中间等级的解体而产生的群众”③都将投入革命

运动。在正义废弛的中国近代社会，底层无产群

众同封建地主、资本家的阶级对立日益尖锐并成

为社会主要矛盾，封建军阀、官僚政客、买办势力

都对劳动群众施行多重盘剥，导致后者的革命解

放诉求异常强烈。然而身处此境的新民学会虽已

发现民众联合的光明前景，却仍在坚持“向强权

者为持续的‘忠告运动’”④，进行呼声革命、无血

革命和平民主义（民本主义、庶民主义）的请愿运

动，终因其改良实践中的革命行动缺位问题，而未

实质推动社会形态的过渡转型。

新民学会作为无产阶级青年群体组织有着革

命未完成性，并在马克思主义青年理论中得到确

证。人类赓续、文明嬗递终将经由一代代青年接

力实现，探讨社会演进规律应坚持分析青年问题

的无产阶级立场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经典作家

着眼青年推动历史进步的接续作用，认为青年并

非混沌的人类原料，而是具有经济史、政治史与文

化史意义的事实性群体，工农青年“构成为国际

无产阶级大军的决定性的突击队”⑤，将以科学严

整的共产主义世界观、刚烈蓬勃的革命首创精神

投身社会主义运动，摆脱超人类和超阶级的民主

成见、道德愚弄与教义禁锢，将自身教育训练过程

同反对资本剥削、封建压迫的革命事业结合起来，

推翻资产阶级和封建王权的统治，进而掌管国家

政治机器和全部社会生产，夺取身体与精神正常

发展的权益，成为变革生产关系与社会形态的革

命力量。新民学会作为无产阶级青年组建的“高

尚纯粹勇猛精进的同志团体”⑥，与国际青年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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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除封建束缚、抵抗资本压迫、争取民主权利、谋

求社会解放的方向基本一致，但在英俄法等国青

年投身推翻集权政治、殖民统治的革命运动时，新

民学会却并未表现出同旧生产关系彻底决裂的革

命情感，虽然后来它将宗旨修定为“改造中国与

世界”，却始终抱以妥协改良的幻想而拒斥革命，

导致其实践开展难以为继，最终在１９２１年后逐渐
停止了活动。

结语

一再改制失败曾使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陷入

政治冷漠，但新民学会却热忱地为民族解放探索

现代化改革方案，历经知识运动、思想解放、社会

改造的实践形态演进，实现由工读主义向道德改

良主义再向民治主义的思想转型，在不断试验试

错中最终选定马克思主义，连接起现代化图景的

深远空间和政治性实践的群众主体，体现着探寻

新民主主义道路的前进历程和理想表征。新民学

会在运动实践中揭露帝国主义的贪婪侵略面貌和

军阀政府的封建反动本性，反映了全国革命协同

共进、政治体制深刻变革、思想文化激烈碰撞的特

定历史形态，其团体生活、思想传播与群众运动相

结合的建构模式，更具有超越地域和事件的普遍

方法论意义。历史表明，新民学会选择指导思想

过程中所潜存的主义演进规律、实践转变逻辑中

所内蕴的革命未完成性问题，在历史唯物主义认

识论语境中得到确证———新民学会在思想运动中

开化文明、在社会改造中革新制度，却未将运动实

践继续推进至彻底革命，新民学会的革命行动缺

位问题导致其实践逻辑存在着革命未完成性。

Ｆｒｏｍ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ｔｏＳｏｃｉａｌ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ＦｏｒｍａｎｄｔｈｅＵｎｆｉｎｉｓｈｅｄＮａｔｕｒｅｏｆ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Ｘｉｎｍｉｎ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ＵＨｏｎｇ１，２＆ＳＨＵＧａｏｌｅｉ１，２

（１．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ＭａｒｘｉｓｍＳｔｕｄｉｅｓ，Ｎａｎｋａ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Ｔｉａｎｊｉｎ３００３５０，Ｃｈｉｎａ；

２．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ｏａｌｉｔｉｏｎｏｆＸｉＪｉｎｐｉｎｇＴｈｏｕｇｈｔｏｎ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ｗｉｔｈ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ｆｏｒａＮｅｗＥｒａ，Ｔｉａｎｊｉｎ３００３５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ｓｔｈｅｉｎｉｔｉａｌ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ｆｏｒｍｏｆｔｈ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ＰａｒｔｙｏｆＣｈｉｎａ，ｔｈｅＸｉｎｍｉｎＳｏｃｉｅｔｙｅｘ
ｐｌｏｒｅｄｔｈｅｎｅｗｗａｙｏｆｓａｖｉｎｇ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ａｎｄ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ｔｈｅｃｏｕｎｔｒｙｉｎｔｈｅｍｏｄｅｒｎｓｏｃｉａｌ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ｒｅａｌｉｚｅｄｔｈｅ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ｌｏｇｉｃ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ｔｏ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ｍａｎｃｉｐａｔｉｏｎｔｏｓｏｃｉａｌｔｒａｎｓ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ｔｆｉｒｓｔ，ｉｔｉｎｉｔｉａｔｅｄｔｈｅｙｏｕｔｈｓｔｕｄｙ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ｂｙａｄｈｅｒｉｎｇｔｏｗｏｒｋｓｔｕｄｙ，ｅｘｐａｎｄｅｄｉｔｓｖｉｓｉｏｎａｎｄ
ｆｉｅｌｄ，ａｎｄ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ｄｕｎｉｔｙａｎｄｍｕｔｕａｌ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ａｎｄｅｎｅｒｇｙｓｔｏｒａｇｅ；ｌａｔｅｒ，ｉｔｆｏｌｌｏｗｅｄｔｈｅｍｏｒ
ａｌｒｅｆｏｒｍｉｓｍｔｏｏｒｇａｎｉｚｅｔｈｅ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ｍａｎｃｉｐａｔｉｏｎ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ｃｒｉｔｉｃｉｚｅｄｔｈｅｏｌｄｉｄｅａｓ，ｐｒｏｍｏｔｅｄｔｈｅｎｅｗ
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ｄｐｒｏｍｏｔｅｄｔｈｅ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ｏｆ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ｒｉｇｈｔｓ；ｔｈｅｎｉｔｅｘｐｌｏｒｅｄｔｈｅｐａｔｈｏｆ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ｒｅｆｏｒｍａｎｄｌｏｃａｌａｕｔｏｎｏｍｙ，ａｎｄｔｕｒｎｅｄｉｔｓｅｌｆｆｒｏｍｍｏｒａｌｉｄｅａｌｉｓｍｔｏｐｏｌｉｔｉ
ｃａｌｒｅａｌｉｓｍ．Ｔｈｅ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ｌａｗｉｎｔｈ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ｃｈｏｏｓｉｎｇｉｄｅ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ｔｈｅｕｎｆｉｎｉｓｈｅｄ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ｉｓｓｕｅｓｉｎｔｈｅ
ｌｏｇｉｃｏｆ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ＸｉｎｍｉｎＳｏｃｉｅｔｙｈａｖｅｂｅｅｎｃｏｎｆｉｒｍｅｄ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ｅｘｔｏｆ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ｉｓｍｅｐｉｓｔｅｍｏｌｏｇ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ｔｈｅＸｉｎｍｉｎＳｏｃｉｅｔｙ；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ｍａｎｃｉｐａｔｉｏｎ；ｓｏｃｉａｌ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ｕｎｆｉｎｉｓｈｅｄｎａｔｕｒｅｏｆ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责任校对　钟丽）

８５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