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独秀——为广州教育注入马克思主义 

 

1921 年 1月 2 日的北京，寒风凛冽，万木凋零，雪花漫天，冰封万

里，一片萧瑟。而此时的南方广州，艳阳高照，微风拂面，树木葱郁，

湖水粼粼。塘边一只北来的鸿雁正扑闪翅膀，时而高声啼鸣，时而引颈

观望，似乎是寻觅同伴，又似乎期待着北归的春天。这种情景，像极了

因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被捕入狱，现又一路从北京辗转南下到广州的

五四运动领袖陈独秀。 

这位不知疲倦的宣传家正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的大礼堂上慷慨陈词。

这个脸部线条清晰，棱角分明、颧骨突出、鼻梁挺直、灰白短发、皮肤

略黑的中年男子挺立着笔直的身躯，激情澎湃地发表着演讲。而台下到

处挤满了人，听众席坐得密密麻麻，过道墙角簇拥着慕名前来的学生，

人们的心情是前所未有的激动和振奋，整个会场的氛围高涨。 

陈独秀在这场题为《新教育是什么》的演讲中，提出了对新教育的

看法：“前代的教育是先生教学生，现代的教育是学生教先生。”同时指

出，重视青年思想就“是新教育的精神所在。”他认为教育改革是社会改

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旗帜鲜明地提出：“改革教育，就必须改造

社会；而要改造社会，就必须改革社会制度。”在这场演讲中，他提出了

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来解决实际问题看法，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同时，

把爱国主义、素质教育、女性教育等树立起来。整个演讲“卓识谠论，

倾动人群”，令高师学生耳目一新。 

上个世纪 20 年代，陈独秀三次南下广州，多次到各大院校演说并发

表文章，他所带来的马克思主义观被青年学生争相传诵，“为广州知识界

输入了一些新的血液”。1921 年 1~9 月间，他在广州各类学校发表了 10



余次大型演讲，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启了“将新文化运动和社会主

义思潮广泛带到广州去”的序幕，开始深刻影响和改变了广州青年。1922

年 5~8 月，他第二次到广州期间，演讲 5 次。1923 年，他第三次到广州，

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发表了 3 次演讲，题目分别是《我们为什么相信社

会主义》《我们相信何种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如何在中国开始进行》，

深刻阐明社会主义。 

除了演讲，陈独秀还撰文宣传马克思主义，在《新青年》等报刊上

发表 40 多篇文章。他支持进步刊物《广东群报》创办，并在创刊号上发

表《敬告广东青年》一文，向广东青年提出“希望诸君讲求社会需要的

科学”“希望诸君切切实实研究社会实际问题底解决方法”“希望诸君做

劳动者的朋友”“希望诸君扫除广州坏到无所不至的部分”。这些共产主

义刊物成为广东地区早期介绍宣传马克思主义及新思想的主要阵地。 

而陈独秀为广州教育注入马克思主义的最直接形式是教育改革。他

第一次南下广州，是应当时的广东省省长陈炯明邀请出任广东教育委员

会委员长。他决心按照马克思主义教育观，在广东进行一场彻底的教育

改革。他创办宣讲员养成所，“为了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造就将来开

展群众工作的干部”；他创办工人夜校，向工人讲授阶级斗争、群众运动

等；他还创办俄语学校，引导学生研究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 

这位叱咤风云的五四新文化运动领袖，风尘仆仆，由北至南，殚精

竭虑，为改造社会、改造教育，为广州注入了马克思主义新气象，广州

从此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