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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藏)中国编共四部' $%"7 年 (马藏)第一部出版%收录的是 "678*"7%5 年间出版的著作+译著类文献共 $6

册%约合 5!% 万字'

"

(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传播通考)收集整理了 "787 年以前在中国翻译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重要著作中

文版本%是国内第一套比较全面+系统地考证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传播的大型主题图书'

清末民初马克思主义在
中国的早期传播研究!2344"2425#

程早霞!姜华帅

!浙江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杭州 5"%%96#

摘&要!清末民初出版业态的变革引发思想文化传播的革命性变化"马克思主义开始在

中国传播$日本和法国是清末民初马克思主义向国内传播的两个重要渠道$马克思主义在中

国的早期传播历经了从零碎译介到选择性传播的转变"部分马克思主义术语实现了跨语境

转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主体是多元的"传播者因政治立场和目标不同"在传播

内容的选择上有差异$总的来看"阶级斗争学说和政治经济学说被译介的要早一些"马克思

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因此存在%梯次传播&的现象$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促进了

先进知识分子主体意识的觉醒"为中华民族历史命运的改变孕育了新动力$

关键词!清末民初'马克思主义'传播'译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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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7年广学会发行的(大同学)一书对马克思的主张有所介绍%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

的起始'"7%6年(天义)报第"9期到第"7期对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献(共产党宣言)序言和第一章的

内容做了较为完整的翻译介绍'此外%(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 (社会主义大家马儿克之学说)等文

章对马克思及其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中的地位和影响也做了较为完整的介绍'

近些年来%国内学者在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研究中产出了(回溯历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

国的传播前史)(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史!"7"6*"7$$")等研究成果'特别是近两年(马藏)

!

(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传播通考)

"等典藏资料的出版%为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提供了重

要的文献资料'目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研究还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在文本的解读

上%多是基于历史记载的表征性描述%系统分析和研究还不足'二是对马克思主义术语的跨语境转换



和再造缺乏深度分析'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对清末民初社会观念的革新和社会变革的

推动作用研究不深'总的来看%清末民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的传播研究散落在各种文献中%通常

都是学者研究的一部分甚至是一小部分%还未能系统呈现出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整体

脉络'

一"清末民初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国内出版机构和报刊爬梳

出版机构和报刊是推动清末民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重要物质力量'清末民初商务印书馆+

广智书局等出版机构及(东方杂志)(社会世界) (新世界) (民生日报)等报刊都曾参与过马克思主义

传播'

#一$ 清末民初参与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出版机构概观

商务印书馆创办于"67#年%其在国内的汉口+济南和广州等地成立了多家分馆%除此之外它还通

过邮购处来销售图书%较早地建立了遍布全国的图书销售网络'商务印书馆"7"$年出版的(泰西民法

志)用长达$%余页的篇幅对马克思作了介绍'另外%其创办的(东方杂志)仅"7""年至"7"$年间就有(社

会主义神髓)(社会主义商兑)等多篇文章涉及马克思主义介绍'广智书局在"7%5年出版了(近世社会

主义)(社会党)等多部与社会主义有关的著作'(近世社会主义)被称为#近代中国系统介绍马克思主

义的第一部译著$

-". $6#1$66

%该书在第二编(第二期之社会主义)中对马克思的生平+主张和其创立的第

一国际作了长篇幅介绍'(社会党)中也有多处内容涉及马克思主义介绍%归纳起来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马克思主义对欧洲各国社会党及拉萨尔等人的影响&二是对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村社社会

主义等其他社会主义流派的斗争情况也作了介绍'

#二$ 清末民初参与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主要报刊介绍

(东方杂志)创刊于"7%8年%曾连载了高劳!翻译的(社会主义神髓)一书'书中第三章称马克思为

近世社会主义祖师%认为马克思所言的#一切社会之所以组织%无不以经济上生产及交换方法为根

柢$

-$.

道破了人类社会组织的本质'作者认为(资本论)一书对#如何经过诸种历史之阶级%以达乎所

谓/近世工业0之域$

-$.

作了详细的介绍'作者在文中将剩余价值翻译为剩余价格%称资本家扩大再生

产的资本#无非从劳动者掠夺此剩余价格$

-$.

'书中第六章还介绍了(共产党宣言)的发表和第一国际

的情况%作者指出%(共产党宣言)详细介绍了阶级斗争的由来和宗旨%使社会主义摆脱了以往的空想%

变成了科学的教义'

(社会主义与社会政策)(社会主义)等文章中对马克思及其主张也有所介绍%在(社会主义与社

会政策)一文中钱智修称马克思为#近世社会主义之开山$

-5.

&在(社会主义)中欧阳溥存认为马克思

主义是#社会主义一大宗也$

-8.

%并指出,#麦克司!马克思"所著资本论11纯用科学为根%极确乎不

拔$

-8.

%认为马克思的资本论是社会主义的一大进步%在文中他对剩余价值一词的含义也做了解释%称

剩余价值为(资本论)一书的#精旨$'

(新世界)在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中颇具贡献%其第"+5+9+!+6期连载翻译了恩格斯的(理想社

会主义与实行社会主义)!今译作(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该译文翻译了原著的前两章及

第三章的绝大部分内容%是当时较为少见的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整个著作文本的翻译'文中施仁荣将

唯物史观翻译为#以物质思想观察历史$

-9.

%将剩余价值学说归纳为 #以余利所得维持资本生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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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9.

%并称马克思这两大发明使社会主义#始克成为一科学$

-9.

%施仁荣因此也成为国内介绍马克思

主义两大核心理论的早期代表人物'不仅如此%施仁荣还在文中多处提及马克思%使马克思呈现在读

者面前的人物形象越发饱满'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入门书%能被(新世界)所译介和发表%充

分表明了该著作在$%世纪初的影响力%也彰显了(新世界)报人群体较高的理论水平'另外%(新世界)

第$期还刊发了(社会主义大家马儿克之学说)%

!该文介绍了马克思的生平%对(共产党宣言)和(资本

论)两部经典著作也做了介绍'作者认为当时德国社会党势力蓬勃发展+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盛

行的原因在于马克思的思想精密+人格高尚和文辞敏妙'在绪论中作者还向中国社会党同志发出号

召%希望大家学习马克思历经百难而不改其志的精神'

(社会世界)是中国社会党创办的刊物%旨在鼓吹社会主义'(社会世界)连载了译自日本(社会主

义研究)的(万国社会党史)一文'(万国社会党史)在绪论中将资产阶级称为#绅士$%将工人阶级称为

#平民$%并引用了(共产党宣言)最后一段中#吾人之目的%一依颠覆现时一切之社会组织而达者%须

使权力阶级战栗恐惧于共产的革命之前%盖平民所决者%惟铁锁耳%而所得者%则全世界也$

-!.

%

"作为

介绍第二国际的引言'文中作者对第二国际及其内部马克思主义派与无政府主义等派别的斗争也做

了介绍'在国内发行的报纸中%(民生日报)是最早完整发表(共产党宣言)第一部分内容的报纸'陈振

飞将(共产党宣言)中第一部分资产者和无产者翻译为(绅士与平民阶级之争斗)%(民生日报)分七次

连载了该篇文章'与民鸣在(天义)报发表的(共产党宣言)第一部分的译文相比%#陈振飞的译文更准

确$

-#.

'

#三$ 清末民初出版物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译名有几十余个

音译是翻译中常见的形式'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名字的翻译并不固

定%有多个音译词'马克思有加尔马参+加尔孟古+加陆马陆科斯+加路麦古司+克豆麦鲁克斯+卡尔马

格+卡尔马尔克+喀路麦罗古氏+喀路马路古司+楷尔麦克+马儿克+马尔喀+马尔斯+马尔克斯+马克思+

玛尔克斯+禕鲁玛培斯+禕鲁玛古斯+麦喀士+麦喀+麦克斯+麦克司+麻克士+埋蛤司等多个音译名'恩

格斯有安格尔+弗勒得力淹2格尔+因格尔斯+音盖尔+烟改儿士+烟格尔士+嫣及尔等多个音译名'

"677*"7"$年间仅马克思在中国的音译词就有$%余个%这一方面反映了马克思及其著作在当时知识

分子中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五花八门的译名也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始传播的不易'

二" 日本和法国是清末民初马克思主义向国内传播的两个重要渠道

#一$ 日本是清末民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中转站

日本明治维新以后%资本主义迅速发展%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越发频繁%社会主义思

潮开始在日本兴起'因地理位置相近%又同属东亚文化圈%日本成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中转站'

"7%"*"7"$年间国内译自日文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共"!本
-6.

%其中资本+阶级和生产力等8%多个

马克思主义术语源自日本学者的著作'这些术语目前已成为我国现代语言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幸德

9"第 ! 期 程早霞%姜华帅,清末民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研究!"677*"7"$"&

!

"

此篇文章是由朱执信翻译%煮尘!王缁尘"重新整理后发表的'

此段话今译为,#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

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孙应帅+唐辉+杨雨林,(共产党宣言在中

国)%山西教育出版社$%"6年版%第#%页'



秋水等社会主义者不仅在日本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他们还非常关注中国的情况%时常与避难日本

的中国政治人物和留学生交流社会主义问题'幸德秋水曾与孙中山就社会主义的实现问题进行多次

讨论&鶭利彦曾在张继+刘师培等人发起成立的社会主义讲习会中发表演讲%提出要#改革财产私有制

度%复为上古共产之制$

-7.5$9

来解决当时贫富差距极大+资本家权势日盛等社会问题'

受日本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在日避难的政治人物和旅日留学生纷纷创办报刊介绍社会主义'这

一时期在日本创办的中文刊物(译书汇编)(新民丛报)(浙江潮) (民报) (天义)等中文刊物上发表了

(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附社会党巨子所著书记) (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 (学理,共产党宣言 CD+

?(EEF,AGHE.,AI+GH(序言)等多篇与马克思主义有关的文章'孙中山+梁启超+马君武+朱执信等人当年

在日本期间都曾或多或少地谈及马克思主义'清末民初与马克思主义传播有关的文章%多为旅日华人

译自日本学者的著作'

马克思主义从日本向中国的传播过程中也存在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从日本转译的过程中有的

术语已经脱离了原有的意义空间%出现了词义的扩大+缩小%甚至完全改变%这使当时中国的知识精英

难以真正地理解原生态的马克思主义'二是当时倾向于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日本知识分子%大都信仰基

督教%他们更多的是从自由+平等+博爱等伦理道德角度去解读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偏离了原有

的方向'三是日本社会主义者在讴歌马克思主义+抨击资本主义制度时%忽视了对封建主义的批判%这

使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在理解和传播社会主义时陷入了#空想$的困境%对未来社会发展的构想脱离

了中国实际'

#二$ 法国亦是清末民初马克思主义向中国传播的重要信息源

"7%!年李石曾等人在法国巴黎发起成立了世界社'世界社创办的(新世纪)和出版的著作(近世六

十名人)中都有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介绍'(新世纪)创刊于"7%#年%虽然其以宣传无政府主义为主%但报

刊中有多处涉及马克思及其学说的介绍'在(新世纪)第8%号(记社会党+无政府党万国公聚会)一文

中%作者介绍了当时流行于社会的三大党派,一致之社会党+社会革命党和无政府党%他指出一致之社

会党源于马克思%并认为法国的鸠儿斯格斯德和德国的倍倍尔继承了马克思的衣钵'

(新世纪)第88号(国粹之处分)一文中%作者称恩格斯!原文翻译为烟改儿士"为社会党成员%引

用其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待社会革命之后%此种种者当置诸博物馆与古之纺车+青铜斧

并陈之$

-"%.

的表述来表明其对国粹的态度'在(近世六十名人)一书中%作者对马克思的生平做了介

绍%还收录了马克思"6#9年的一张照片%这是中文著作中第一次刊登马克思的照片'以李石曾为代表

的巴黎新世纪派尽管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介绍是零散的+不成系统的%但他们在论述中有很多内

容涉及了共产主义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分配原则%这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无疑是有益的'

三" 清末民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特征

#一$ 清末民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呈现了多样图景

")马克思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中的贡献为不少学者所称赞$在马克思主义的译介和传播中%西方传

教士+资产阶级改良派+资产阶级革命派和近代报人群体都对马克思有过高度评价'"677年出版的(大

同学)一书中%李提摩太称马克思为#百工领袖$'"7%$年梁启超在(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中称马

克思为#社会主义之泰斗也$

-"".

%在"7%5年(二十世纪之巨灵,托辣斯)一文中梁启超又称马克思为#社

会主义之鼻祖$

-"$.

'

资产阶级革命派代表人物赵必振翻译的(近世社会主义)一书是近代最早系统地介绍马克思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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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说的著作%书中有一章(加陆马陆科斯!马克思"及其主义)介绍了马克思的生平及其学说!主要围

绕(资本论)展开"'该章将近$万字%总字数约占整部著作的"=6'赵必振在文中称马克思为一代伟人%

认为马克思#出无二之经典$

-".87$

+#创立新社会主义$

-".9""

%是德国社会主义的创始人'达识译社翻译

的(社会主义神髓)一书在第三章讲述产业制度之进化时%开篇即提到马克思是 #社会主义之祖

师$

-"5."#

%并引用马克思有关生产关系的论述作为引言'作为近代报人群体中译介马克思主义的代表

人物%胡贻?曾在(泰西民法志)一书中专门介绍了马克思%称#民法志中之俊爽豪迈%声施烂然者%莫

马格司若也$

-"8.#6

'

除书籍外%$%世纪初(民报)(新世界)等报刊上也有许多文章对马克思给予了高度评价'如在(民

报)的(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一文中%朱执信讲述了马克思创立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后不仅受到了政

府的迫害%还受到了一般有势力者的非难%认为马克思要贤于俾斯麦万万倍%其学说#自今日视之%欲

不宗师而尸祝之%其安能也$

-"9.

'同时作者认为以往的社会主义理论家#言社会主义而攻击资本者亦

大有人%然能言其毒害之所由来%与谋所以去之之道何自者%盖未有闻也$

-"9.

'

"7"$年(新世界)第$期刊发的(社会主义大家马儿克之学说)一文指出#马儿克者不啻全世界之

造时势者$

-"!.

%称其是当时社会主义流行+社会党势力澎湃的造就者'另外%孙中山在(社会主义派别

及方法)演讲中将马克思与亚当2斯密进行比较%认为马克思是新经济学派%在分配中注重为多数工人

谋幸福%反对资本家坐享其成%指出马克思所提倡的 #劳动应得相当报酬之说$

-"#.58

为世界学者所

赞同'

(共产党宣言)在清末民初被多个传播主体译介到国内%并被给予了高度评价'(德意志社会革命

家小传)一文从禁土地私有+课极端累进税等十个方面介绍了(共产主义宣言)的要旨%并称(共产党

宣言)#既颁布%家户诵之$

-"9.

'"7%6年(天义)报刊发的文章(学理,共产党宣言 CD+?(EEF,AGHE.,AI+GB

H(序言)中指出%虽然马克思在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中败北%其政治理想并未实现%但#马尔克斯之所见

洵不谬也$

-"6.

'此篇文章的最后加了编者按%认为#共产党宣言发明阶级斗争说%最有裨于历史$

-"6.

%

并指出研究社会发展史的学者%应将(共产党宣言)作为入门书目'也有人将(共产党宣言)看作是#二

十世纪社会革命之引导线%大同太平新世界之原动力$

-"!.

%认为其是社会主义从空想走向科学的分

水岭'

(资本论)作为一部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经典著作%被当时不少知识分子所推崇和称赞'赵必振在

(近世社会主义)一书中称(资本论)为#社会主义定立确固不拔之学说$

-".876

&孙中山认为(资本论)使

社会主义从#无条理之学说%遂成为有系统之学理$

-"#.9 1!

&江亢虎则称赞(资本论) #力翻经济学之旧

案11拨云见天%其功至伟$

-"7."#8

'

$)马克思主义在早期的传播也存在被改写(曲解和诋毁的情况$上文中我们介绍了许多知识分子

对马克思及其著作的称赞%但这只是其中一面%马克思主义在早期传播过程中也伴随着被改写+曲解

和诋毁等问题'如梁启超尽管对马克思有高度评价%但他在思想上是多变的%他所撰写的文章中也有

很多对马克思及其学说的攻击与诋毁'梁启超在(新大陆游记,由加拿大至纽约)一文中对美国社会主

义党员有一段评价%认为他们像耶稣教人信奉新旧约那样崇拜马克思的著作%并且他们传播社会主义

的方式也跟传教相似%他称#社会主义者一种之迷信也$

-$%.

'梁启超在(开明专制论)一文中对民生主

义进行了攻击%认为民生主义#摭拾布鲁东+仙士门+麦喀!马克思"等架空理想之唾余$

-$".

%即使在贫

富悬殊的资本主义社会中足以煽动下流%但终不可实现'

刘师培作为当时提倡无政府共产主义的代表性人物%认为马克思所言的共产不是无政府制的共

产%而是民主制的共产%会导致财产最终由国家组织来支配%并指出#由是共产之良法美意亦渐失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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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此马氏学说之弊也$

-$$.

'江亢虎在(社会主义学案)中将马克思和拉萨尔视作国家社会主义的代

表%称,#其方法重在干涉%而其流弊近于专制$

-"7."#8

'刘师培和江亢虎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是片面的%

尽管二者曾留学日本%但因当时日本和国内均没有系统化地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他们在对马克

思主义不甚了解的基础上作出了错误的评价'这些评价充满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

#二$ 清末民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历经了从零碎译介到选择性传播的转变

马克思主义伴随着社会主义思潮传入中国'"7世纪末中国最早出现的有关马克思主义的零散介

绍%并非传播主体的主动选择和规划%而是西方传教士在传播基督教救世学说的过程中夹带而来的'

$%世纪初的前十几年%资产阶级改良派+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无政府主义者开始有意识地撷取马克思主

义的一些观点进行传播'资产阶级改良派将马克思主义称为国家社会主义或国家帝国主义为其君主

立宪的政治主张助威&资产阶级革命派选择性译介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和经济学说%为本党

派的革命运动做政治动员%为其政治理想找寻理论支撑&无政府主义者则是引用马克思有关国家消亡

的论断来宣扬自己的无政府主张'作为不同社会群体在思想领域的代言人%资产阶级改良派+资产阶

级革命派和无政府主义者虽然译介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目的不同%但他们使马克思主义从不为人知

到一度成为大家争论的话题%无形中形成了传播合力'

尽管有传播者对(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的部分内容做了介绍%但并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进行系统规划%也没有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道路选择%而仅是从观念上将其作为一种理论借鉴'选

择性传播一方面根据中国的国情和文化特点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内容进行取舍和选择%增强了传播

的针对性和契合度&另一方面选择性传播也引发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不同步%阶级斗争学说和

政治经济学说被译介得早一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出现了#梯次传播$的现象'另外%有的

传播者还故意混淆马克思主义与传播者本人政治主张之间的差别%导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

过程中出现了许多误读+偏离和失真现象'从传播的效果上来看%不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引用+借鉴抑

或是批判+非议%尽管有些内容偏离或者违背了马克思的本意%但各个传播主体在对马克思主义进行

翻译+选择和重构的过程中确实客观上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

#三$ 清末民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部分术语和理念的

跨语境转换

&&在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过程中%相关术语的翻译和译文的表达方式上有大量的中国传统文化

印记'许多传播者在翻译马克思主义术语时%并不是简单地采取音译的方式%而是结合中国传统文化

采取了意译的方式'如(大同学)一书将马克思和恩格斯并称为养民学者%将#科学社会主义译为/养

民学0$

-$5.8!"

&在(理想社会主义与实行社会主义)中作者将#唯物主义$译为#格物$&胡贻?在(泰西

民法志)中将资本家翻译为积财者%将工人翻译为劳力者%用通俗的语言#积财者以减佣银而日富%

劳力者以仅足养生而日贫$

-"8.5"8

来阐释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理论'当时中国正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

社会%人们对资本主义社会知之甚少%上述这些翻译在表达方式上贴近了当时中国的国情%用#养民

学$#绅士$#积财者$这种意译的中文词汇更容易让人们理解和接受'

在语言表达方式上%像(民报)等报刊在介绍马克思主义时主要采用了浅近文言文的表达方式'文

言文作为当时通用的书面语言%用它来解读马克思主义%在语言表述方面符合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阅

读习惯%也使马克思主义在阐释的过程中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另外%"7%5年一部跟马克思主

义有关的通俗读物(社会主义神髓)传入中国%对当时的社会精英产生了重要影响'该书的作者幸德秋

水少年时期曾读过汉学私塾%有较为深厚的中文功底'在文中他引用了不少中国名言警句和诗词典

故'尽管此书是日文著作%但字里行间有不少中国传统文化的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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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受#西学中源$的影响很大%许多传播者通过附会中国传统文化来

解读马克思主义'有的传播者将中国古代的#井田制$ #王莽改制$等制度视同为科学社会主义政策&

还有的传播者将#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分配原则与中国传统的#均贫富$思想画等号%称

共产主义为大同社会'这些传播内容虽然是一种误读%但当时#西学中源$的传播方式确实拉近了中西

方思想文化之间的距离%更容易让知识分子产生心理上的认同'中国封建社会中#重农抑商$的政策使

广大知识分子对资本的功利性有所排斥%在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中有不少关于资本家剥削工人及

贫富分化等不公平现象的控诉%解读中充满了对劳苦大众的人文关怀'这种解读比剖析资本主义社会

存在的问题更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也为马克思主义从知识分子的书房走向劳苦大众的工厂创造了

条件'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异域思想文化%在中国很好地实现了跨语境转换%得益于其在传播早期与

中国传统文化的良好融合'

#四$ 清末民初译介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报人群体初步形成

随着出版业的发展%清末民初形成了一个以编辑+出版和发行报刊为职业的新式知识分子群体'

中国早期的报人如王韬+蔡尔康等人从事翻译出版事业并非基于个人的兴趣爱好%更多是迫于生计的

选择'"7%9年科举制度废除以后%考取功名不再是知识分子的最优选择%一大批知识分子开始转向出

版行业%通过编书+办报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他们围绕着(民报)(天义) (新世界)等报刊形成了多

个不同的报人群体'参与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报人群体%有着相同的身份和相近的思想追求%在马

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马君武+朱执信和王缁尘等人就是其中的典型人物'

马君武是介绍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书目的第一人%他在(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附社会党巨

子所著书记)一文中附录了$!本与社会主义有关的著作书单%其中含有(共产党宣言)等9本马克思主

义著作书单'朱执信被瞿秋白称为#中国第一批的马克思主义者$

-$8.

%在"7%!年发表的(德意志社会革

命家小传)一文中较为详尽地介绍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平%他还对(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两部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做了选择性介绍'朱执信是首位摘译(共产党宣言)第二章十大纲领的资产阶级

革命派报人%毛泽东和何香凝等人对其在马克思主义传播中的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与马君武和朱执

信相比%王缁尘不仅介绍马克思主义%还多次引用马克思的论断来佐证自己的观点'他家里藏有很多

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据他的亲属讲#他信奉共产主义%是全家人都知道的$

-$9.

'近代报人群体在马克

思主义的早期传播中起到了开拓性的作用%上述三位报人只是这一时期报人群体参与马克思主义传

播的一个缩影'

四"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所产生的影响

#一$ 一些错误观点影响着人们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

因为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真正系统性地了解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极少%有不少人错误地认

为马克思是国家社会主义的代表'作新社编译的(万国历史)中将马克思和拉萨尔的主张称为#国家社

会主义$%认为二者#以国家之力%干涉商工等%平分其富%以均之贫民$

-"5.9"#

'中国社会党也有不少成

员认为马克思主张国家社会主义'中国社会党成员的殷仁%"7"$年因主张国家社会主义与江亢虎分道

扬镳%后来策划成立平民社会党%他指出#盖本党本经济之哲理11要不背乎国家社会主义家马克斯

!马克思"之学说者近是$

-$!.

'张克恭在中国社会党创办的(新世界)中发表了(孙中山先生社会主义

谈)一文%他在按语中指出马克思为#纯粹的国家社会主义$

-$#.

'华承瀛则强调马克思是国家社会主义

的鼻祖%在(维新人物考)中他提出,#今各主张国家社会主义以运动选举为作用纯然立一政党地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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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氏为其元祖$

-$6.

'从上面的表述来看%相关传播者显然并未了解马克思主义的真谛'因(万国历史)

是清政府学部审定的教科书%又加之江亢虎和刘师培等人在当时社会上的影响力%这些误解在很大程

度上影响了当时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

在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中既存在对马克思主义整体把握上的曲解%也存在对马克思主义某一

方面学说的误读'在(大同学)一书中作者虽然介绍了马克思关于资本在全世界的扩张以及资本家与

工人之间斗争的内容%但#不得不出自有之权%用以安民救世$

-$5.89#

又美化了资本家的统治%偏离了马

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7"$年在中国社会党组织的演讲中%孙中山介绍了马克思的(资本论)%称其主

张资本公有'孙中山在演说中将机器视为资本%虽然阐述了机器!资本"应该公有的原因%但他并未深

刻理解资本中所蕴藏的生产关系%也并未了解和把握剩余价值学说'欧阳溥存在(社会主义商兑)一文

中通过靴子的生产涉及屠夫+锻铁者+耕种者等众多参与者来否定马克思提出的劳动价值论'他认为

社会财富不全是劳动者所创造%不应该完全归劳动者所有'这说明欧阳溥存并未把握马克思劳动价值

论的真髓%也不懂得生产资料价值的转移%只是简单地将某一工种的劳动作为价值的来源'这些误读

给人们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带来了困难'

#二$ 为中国近代社会变革开启了先声

")为中国未来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道路选择$马克思主义的早期译介和传播是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的逻辑前提'(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文本的部分篇章在$%世纪初传入

中国%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文本准备'清末民初的十余年间!"677*"7"$"马克思主义术语和核

心概念的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后来在中国得以广泛传播的基础%诸如社会+资本和阶级等一系列与

马克思主义有关的术语均是在此时期传入中国的'从马克思主义术语的翻译来看%近代中国知识分子

在译介马克思主义时并不是机械般地套用%而是结合自己的理解%对马克思主义术语和核心概念进行

了意译和话语重构%在表达中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要素'可以说翻译的重构使马克思主义的话语契合

中国当时的语境%让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术语逐渐融入中国思想文化体系%为中国未来发展提供了一种

新的道路选择'

$)促进知识分子的觉醒$马克思主义等西方先进思想的传入和救国图存的现实召唤%推动了中国

知识分子从个体觉悟到群体觉醒'清末民初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现实危机%传统知识分子因国家

主权的沦丧+异域文化的传入等影响%出现了身份认同危机'接触马克思主义的进步人物%从力图改变

社会的理想者逐渐变成革命的主体和推动社会发展的领军人物%孙中山+廖仲恺和宋教仁等人纷纷译

介与传播马克思的有关著作'据宋庆龄所言%孙中山在"7世纪末旅欧过程中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

及其活动就有所了解%他还#敦促留学生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并阅读当时的社会

主义书刊$

-$7.

'

马克思的有关著作和观点经报刊+党派和社团传播后%使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思想得到了启

蒙%促进了知识分子主体意识的觉醒和社会变革力量的整合%为中华民族历史命运的改变汇聚了主体

力量'(马藏)第一部在评价(社会主义神髓)一书中指出,#(社会主义神髓)一书对李大钊+陈独秀

11杨匏安等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都产生过巨大影响$

-"5.!6

'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既开启了民智

又做了革命的政治动员%特别是革命话语的传递起了社会动员作用%助推了清末民初革命浪潮的

兴起'

5)推动社会观念的革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中阶级斗争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等

内容传入国内%使中国封建社会中#天命论$等唯心史观无法照旧演绎下去'朱执信等人在译介马克思

主义阶级斗争学说时%不是简单翻译%而是做了较为深刻的剖析'朱执信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

%$ 浙&江&工&商&大&学&学&报 $%$" 年



和(论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两篇文章中均有涉及阶级斗争学说的介绍'朱执信在(德意志社会

革命家小传)一文中指出%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言#所谓史者%何一非阶级争斗之陈迹乎3$

-"9.

符合历史发展规律'文中朱执信还将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规划归纳为#禁私有土地而以一切地租充公

共事业之用$

-"9.

等十条内容%并称这十条内容体现了马克思力图通过阶级斗争来解救苦难群众'在

(论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中朱执信不仅强调阶级斗争的现实性%还认识到了人民群众的重要

性%强调在革命过程中人民群众不可或缺'他指出,#今后革命%固不纯恃会党%顾其力亦必不出于豪

右%而出于细民%可预言者也'$

-5%.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成为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思想的重

要来源%提高了人们的思想觉悟%推动了革命运动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传播既是一种思想的传播%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播%其思想中蕴藏的自由+平等等观念

对改造国民文化观念具有推动作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中%传播者对中国封建文化的陋习

进行了批判%并力图借用马克思主义的有关观点构建一种新的%以自由和平等为基础的新文化观念'

(天义)报主要创始人之一何震%是近代女权主义的代表人物%在她的主导下(天义)报曾刊发了多篇

与妇女解放有关的文章%有的文章还引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佐证自己论述的正确性'"7%#年(天义)

报第十三+十四卷合刊刊发的(经济革命与女子革命)一文中%作者指出要实现女子革命%必先要从经

济革命开始'作者为了佐证自己的观点还附录了(共产党宣言)中的一部分内容%他认为马克思所言的

#资本私有制度消减%则一切公娼+私倡之制自不复存$

-7.$%9

是探源之论'"7%6年(天义)报刊发的(女

子问题研究)通过翻译(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内容再次强调#女子欲求解放%必自经济革

命始$

-7.877

'(天义)报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女子解放结合在一起%冲击了封建社会的男权主义%推动

了人们传统观念的革新'

五"结&语

甲午战争以后%清朝的帝国权威丧失殆尽%在思想领域方面的管控和影响已大不如以前'马克思

主义在此时传入中国%助推了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第一次传播热潮的到来'马克思主义术语作为马克

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基本单元%已开始融入中国的语言文化体系中'资本+阶级和共产主义等几十个

马克思主义术语均是在这一时期传入中国的'当时的知识精英对这些术语进行了意译和话语重构%在

表达中融入了中国文化的要素%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扎根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其作始也简%其将毕

也必巨$

-5".

%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起始链条%清末民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尽管影响范

围主要在知识分子内%但其历史贡献不可磨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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