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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影响最集中、最首要的体现在于指引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ꎮ 它点

燃了先进知识分子救亡图存的希望ꎬ使他们树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ꎬ坚定不移地走上了传播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

的道路ꎮ 无论在何时ꎬ十月革命之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振奋、锻造、启蒙及实践的意义不能忽视ꎬ之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思想源泉与精神动力不应忘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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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月革命是 ２０ 世纪最伟大、最深刻的革命运

动ꎬ俄国人民在布尔什维克党的坚强领导下ꎬ在马克

思列宁主义思想的有力指导下ꎬ创建了世界上第一

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ꎬ使科学社会主义

由理论变成了现实ꎬ“不只是开创了俄国历史的新

纪元ꎬ而且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 [１]ꎮ 十月革

命的胜利ꎬ不仅鼓舞了全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

族解放运动ꎬ更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近代中国

指明了前进方向ꎬ提供了思想武器ꎮ 毛泽东在«论
人民民主专政»中就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ꎬ给我

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ꎮ 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

的ꎬ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ꎬ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

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ꎬ重新考虑自己的问

题ꎮ” [２]７可见ꎬ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影响最集中、最首

要的体现在于指引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找到了马克

思列宁主义ꎮ 那十月革命究竟对先进知识分子的思

想嬗变产生了什么样的具体影响? 他们又是如何变

革思想ꎬ甄别思辨ꎬ从而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ꎬ开辟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呢? 在回顾十月革命 １００ 周

年之际ꎬ有必要对此问题加以论述ꎬ以更好地纪念这

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变革ꎮ

一　 从迷惘到振奋:点燃了“救亡图存”的希望

众所周知ꎬ近代中国是一个积贫积弱的半殖民

地半封建社会ꎮ 面对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ꎬ从林则

徐开始的中国先进分子就从未停止过救亡图存的探

索ꎮ 他们逐渐抛弃了“天下共主”的先天优越感ꎬ转
而向西方学习ꎬ从坚船利炮到政治制度、再到民主科

学ꎬ一步一步寻找着“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真理ꎮ
“那时ꎬ求进步的中国人ꎬ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ꎬ什
么书也看ꎬ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国内

废科举、兴学校ꎬ好像雨后春笋ꎬ努力学习西方” [２]６ꎮ
但是ꎬ最终洋务运动失败了、戊戌变法也失败了ꎬ辛
亥革命被袁世凯篡夺了革命果实ꎬ留下了民主共和

的招牌ꎬ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又让新文化运动的激进

派们ꎬ大失所望ꎮ
于是ꎬ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迷茫了、怀疑了ꎬ甚

至不知所措ꎬ百思未得其解ꎮ “为什么先生总是侵

略学生呢? 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ꎬ但是行不通ꎬ
理想总是不能实现ꎮ” [２]６就在先进知识分子迷茫、失
望之际ꎬ从不被他们看好的俄国竟爆发了十月革命ꎮ
１９１７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ꎬ«民国日报»就报道了“俄临时

政府已被推翻”、“美克齐美党(笔者按:布尔什维克

党)已占据都城” [３]ꎮ 但由于北洋军阀政府拒不承

认新生的苏俄政权ꎬ并加入帝国主义对苏俄的武装

干涉ꎬ国内有关“十月革命”的通讯报道被严密封

锁ꎮ 国内报刊只能通过转载英美等国通讯社发布的

消息ꎬ但这些消息往往带有强烈的贬义色彩ꎬ不能准

确而全面地反映十月革命的信息ꎮ
因此ꎬ在十月革命爆发的几个月内ꎬ国内先进知

识分子很多都不甚了解ꎬ甚至会受到部分消极报道

的误导ꎬ把十月革命当成是无政府的暴乱ꎬ把布尔什



维克党当成极端派、乱党等ꎮ 但这种状况很快就随

着苏俄政权的巩固而改变ꎮ «民国日报» 首先在

１９１８ 年 ６ 月 １７ 日的报道中ꎬ将苏俄称为“民主友

邦”ꎬ将布尔什维克称为“新派”ꎮ 在这样的社会舆

论中ꎬ有越来越多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认识到十月

革命的历史真相与伟大意义ꎮ
其中ꎬ最早高举十月革命大旗的就是李大钊了ꎮ

他在 １９１８ 年 ７ 月 １ 日ꎬ就率先发表了«法俄革命之

比较观»ꎬ旗帜鲜明指出:“俄罗斯之革命是二十世

纪初期之革命ꎬ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ꎬ是社会的

革命而并着世界的革命之采色者也ꎮ” [４]８１他热情地

呼喊着:“吾人对于俄罗斯今日之事变ꎬ惟有翘首以

迎其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ꎬ倾其以迎其建于自由、人
道上之新俄罗斯之消息ꎬ而求所以适应此世界的新

潮流ꎮ” [４]８３接着ꎬ他又发表了«庶民的胜利»、«Ｂｏｌ￣
ｓｈｅｖｉｓｍ 的胜利»ꎬ不仅高度肯定了十月革命的历史

意义ꎬ揭露了帝国主义战争的本质ꎬ更鼓舞无产阶级

行动起来ꎬ争取自身解放ꎮ 他大声地疾呼:“人道的

警钟响了! 自由的曙光现了! 试看将来的环球ꎬ必
是赤旗的世界!” [５]８８

之后ꎬ陈独秀、蔡和森、毛泽东、瞿秋白、邓中夏

等人也深受振奋ꎬ开始关注十月革命ꎬ学习与宣传马

克思主义ꎮ 蔡和森在 １９２０ 年写给毛泽东的信中就

明确指出ꎬ“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ꎬ
中国也不能外此所以我对于中国将来的改造ꎬ
以为完全适用社会主义的原理和方法” [６]ꎮ 周恩来

在«十月革命»中ꎬ同样指出“俄罗斯十月革命实在

是负有重大使命ꎬ不过他才做得世界革命的起首罢

了” [７]４４４ꎬ“俄罗斯现在已是这样地一个领跑者ꎬ工
业后进之国焉得不从而效法? 又焉得看不清马克思

学说的真实价值?” [７]４４７

因此ꎬ十月革命对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来说ꎬ犹如

是黑暗中的一丝曙光ꎬ让他们在山重水复之中ꎬ看到了

柳暗花明ꎬ为他们探索救亡图存的道路、破解民族振兴

的谜题提供了精神动力和巨大鼓舞ꎮ 正如李大钊所说

的那样ꎬ“忽然听到十月革命喊出的颠覆世界的资本主

义、颠覆世界的帝国主义的呼声ꎬ这种声音在我们的耳

鼓里 ꎬ格外沉痛 ꎬ格外严重 ꎬ格外有意义”[８]ꎮ 中国先

进知识分子正是在十月革命胜利的鼓舞下ꎬ开始了学

习、研究以及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征程ꎮ

二　 从迷惑到认同:树立了共产主义的信仰

十月革命ꎬ不仅为迷惘的先进知识分子指明了

前进的方向ꎬ振奋了他们救亡图存、民族振兴的士

气ꎬ更使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澄清了对马克思主义的

迷惑ꎬ树立了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ꎬ实现从由民主主

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ꎮ
无论是李大钊、陈独秀ꎬ还是毛泽东、瞿秋白ꎬ他

们在成为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之前ꎬ都曾一度是带有

民主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ꎬ都曾寄希望于社会的改

良ꎬ在中国建成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ꎮ 十月革命前ꎬ
李大钊先后担任过«晨钟»和«甲寅月刊»的主编ꎬ就
曾经多次发文抨击封建专制ꎬ宣扬民主主义思想ꎮ 在

«晨钟»之使命一文中ꎬ他就公开表达了对“以使德意

志民族回春、德意志帝国建于纯美青年之手为理想ꎬ
此其孕育胚胎之世ꎬ距德意志之统一ꎬ才二十载ꎬ距今

亦不过六十余年ꎬ而其民族之声威ꎬ文明之光彩ꎬ已足

以震耀世界ꎬ改造世界而有余” [９]３６９的倾慕ꎬ并发出了

“窃慕青年德意志之运动ꎬ海内青年ꎬ其有闻风兴起者

乎? 甚愿执鞭从之矣”的呼吁[９]３６９ꎮ
直到十月革命的爆发ꎬ李大钊才开始转向马克思

主义ꎮ 在严密的新闻封锁下ꎬ他想尽一切办法ꎬ搜集

有关十月革命与社会主义的资料ꎬ最终写成了«法俄

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

观»等一系列震耳发聩的文章ꎬ发出了马克思主义者

的第一声呐喊ꎮ １９１９ 年元旦ꎬ他在«新纪元»中公开

号召:“劳动阶级要联合他们全世界的同胞ꎬ作一个合

理的生产者的结合ꎬ去打破国界ꎬ打倒全世界资本的

阶级ꎮ” [１０]他成为了高举社会主义大旗的第一人ꎮ
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陈独秀也是如

此ꎮ 俄国二月革命爆发后ꎬ陈独秀就给予了密切关

注ꎬ他热情地宣布ꎬ这是民主主义对君主主义的胜

利ꎮ 但是ꎬ此时的陈独秀还是一个民主主义者ꎬ主张

以民主与科学为武器ꎬ涤除封建伦理思想的桎梏ꎮ
到十月革命后ꎬ他对马克思主义有了更多的关注与

重视ꎮ 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ꎬ尤其是巴黎和会上

的中国外交失败ꎬ他对资本主义的侵略本质有了切

肤之痛ꎬ而对十月革命开辟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则

有了更深的认同ꎮ 五四运动后ꎬ他开始以«新青年»
为阵地ꎬ与李大钊一起关注劳工革命ꎬ宣传马克思主

义ꎮ １９２０ 年ꎬ他发表了«谈政治»ꎬ公开表明了建设

劳动阶级的国家ꎬ为现代社会的第一需要ꎬ这也就标

志着他完全转变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ꎮ
之后ꎬ他系统研究与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剩余

价值学说、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等ꎬ与实用主义、无政

府主义开展思想论战ꎬ并积极投入工人运动ꎬ创建上

海共产主义小组ꎬ联合李大钊筹备中国共产党的

成立ꎮ
在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影响下ꎬ毛泽东、恽代

英、瞿秋白等先进知识分子也开始转变思想ꎬ树立了

９２第 ４ 期　 　 　 　 　 　 　 王　 洋ꎬ何　 畏:十月革命与中国早期先进知识分子的思想嬗变



共产主义信仰ꎮ 青年时的毛泽东由于深受传统文化

的影响ꎬ一度认为ꎬ改变中国要“从枝节入手ꎬ如议

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 [１１]等ꎮ 十月

革命爆发后ꎬ他才开始关注俄国ꎬ并向往去俄国考察

学习ꎮ 但此时的他ꎬ对于十月革命问题ꎬ还未有完全

清晰的认识ꎬ他甚至认为“无政府主义的温和革命

更广、更深远ꎬ能够实现地球大同共臻盛世” [１２]ꎮ 五

四运动后ꎬ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ꎬ他有

更多机会学习与研究马克思主义原著ꎬ这也使他对

十月革命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逐渐深化ꎮ １９２０ 年 ９
月ꎬ他发起成立了湖南俄罗斯研究会ꎬ专门研究十月

革命及苏俄的社会问题ꎬ这就让他对十月革命及其

革命道路有了更全面地学习ꎮ 在他领导的湖南自治

运动失败后ꎬ他彻底放弃了思想中非马克思主义的

元素ꎬ确立了走十月革命道路这一唯一正确的选择ꎮ
恽代英也是如此ꎬ早年的他由于受到无政府主

义思潮的影响ꎬ曾经一度推崇克鲁泡特金的互助理

论ꎮ １９２０ 年ꎬ他在武昌横街成立了利群书社ꎬ践行

“半工半读”的集体生活ꎬ希望通过这种改良的方

法ꎬ改造社会ꎮ 但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ꎬ他越来越认

识到这种工读主义的形式是行不通的ꎮ 经过思想上

的不断斗争与反复甄别ꎬ他对无政府主义的错误本

质有了更深的认识ꎬ对十月革命的道路有更高的认

同ꎮ １９２１ 年ꎬ他在湖北黄冈召开了利群书社社员大

会ꎬ决定成立共存社ꎮ 在该社的章程中ꎬ恽代英就明

确指出了要拥护无产阶级专政ꎬ拥护苏维埃政权ꎬ这
充分表明了他已经彻底摈弃思想中无政府主义的因

素ꎬ成为了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ꎮ 后来ꎬ中国共

产党成立后ꎬ恽代英又号召共存社社员加入党组织ꎮ
早期的瞿秋白也与他们一样ꎬ是在经历了十月

革命的震动之后ꎬ转而接受和信仰马克思主义的ꎮ
１９１９ 年 １１ 月ꎬ瞿秋白发起了社会实进社ꎬ并创办了

«新社会»杂志ꎮ 在这期间ꎬ他开始接触并讨论社会

主义ꎮ 他曾写道:“在中国这样黑暗悲惨的社会里ꎬ
人都想着在生活的现状里开辟一条新道路ꎬ听着我

国旧社会崩裂的声浪ꎬ真是空谷足音ꎬ不由得不动

心ꎮ 因此大家都要求讨论研究俄国ꎮ” [１３] 后来他以

«晨报»特约通讯员身份赴苏俄考察ꎬ更直观地感受

到了十月革命后苏俄社会的新气象ꎬ从而愈发坚定

了他内心中的马克思主义信仰ꎮ 他说:“共产主义

从此不能仍旧是社会主义丛书里一个目录了这

一层中国人应当用一用心ꎬ俄国革命史是一部很好

的参考书呵!” [１４]

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恽代英、瞿秋白ꎬ其实

都是那个时代的先进知识分子在十月革命后ꎬ深受

触动ꎬ开始关注、讨论ꎬ进而学习、研究十月革命及其

道路的缩影ꎮ 他们在不断甄别、反复摸索中ꎬ逐渐抛

弃了民主主义改良思想ꎬ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真谛ꎬ
成为了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ꎮ 正是在这样一批早

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努力下ꎬ各地相继建立了共

产主义小组ꎬ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夯实了组织根基ꎮ

三　 从坚定到升华:在传播和道路探索中实现

十月革命锻造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队伍ꎬ不仅

构成了创建共产主义组织的骨干ꎬ更推动了马克思

主义的广泛传播ꎮ 他们开始系统地学习研究马克思

主义ꎬ并将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ꎬ探
索中国的救亡图存之路ꎬ升华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认

知与共产主义的信仰ꎮ
(一)在译介到传播的转变中ꎬ深化理论认知

其实ꎬ早在十月革命之前ꎬ马克思主义就已经在

中国出现ꎬ只是这种出现主要是由传教士、留学生、资
产阶级改良派、革命派在译介书籍时所做的简单介

绍ꎬ尚属于学理研究的范围ꎮ １８９９ 年 ２ 月ꎬ李提摩太

节译、蔡尔康笔述的«大同学»在«万国公报»中发表ꎬ
其中就提及了马克思、恩格斯ꎬ这是目前我国刊物中

最早对马克思、恩格斯的记载ꎮ 之后ꎬ留日、留法学

生ꎬ资产阶级改良派、革命派均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

关注及介绍ꎬ但这些关注及介绍不仅零散ꎬ而且充斥

着大量的缺漏ꎬ甚至是偏差ꎬ影响范围十分有限ꎮ 他

们大都是从代表的阶层出发ꎬ各取所需ꎬ将马克思主

义当成西方众多学术流派之一加以利用与解释ꎮ 无

论是资产阶级改良派ꎬ还是革命派ꎬ他们都对马克思

主义的深刻内涵缺乏正确的认识ꎬ无法科学辨别科学

社会主义与各种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区别ꎮ
但十月革命后ꎬ这种局面就有了翻天覆地的改

变ꎮ 马克思主义不再是作为学理研究的支流而出

现ꎬ而是作为救亡图存的思想武器被关注、讨论、探
究以及传播ꎮ 在传播主体、内容及影响上ꎬ都发生了

前所未有的变革ꎮ 在李大钊率先高举大旗的鼓舞

下ꎬ陈独秀、毛泽东等一批先进知识分子ꎬ以传播马

克思主义为己任ꎬ将十月革命的火种播撒在充斥着

动荡、不安的近代社会ꎮ
首先ꎬ他们积极创办进步报刊ꎬ开设马克思主义

研究专栏ꎬ热情洋溢地翻译、介绍、研究、宣传马克思

主义ꎮ 与十月革命前零星、片段式的宣传相比ꎬ此时

的传播更具系统ꎬ也更有深度ꎮ 他们不仅高度赞扬了

十月革命的历史意义与启示ꎬ更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

理论展开了深入的剖析ꎮ 如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

义观»ꎬ系统阐述了唯物论、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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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等 ３ 大部分ꎬ标志着我国先进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

义的认知上升到新的水平ꎻ再如陈独秀的«社会主义

批评»、李达的«马克思还原»等ꎬ都对马克思主义、科
学社会主义进行了深入的介绍与探讨ꎮ

其次ꎬ他们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团体ꎬ专门从

事苏维埃俄国以及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工作ꎬ如李大

钊牵头成立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毛泽

东等人发起成立的俄罗斯研究会等ꎮ 这些团体将优

秀青年凝聚起来ꎬ开展理论研究ꎬ让更多青年有机会

了解、认识进而认同马克思主义ꎮ 讨论中ꎬ大家相互

学习、思辨ꎬ产生了一系列具有卓越见识的研究成

果ꎬ既澄清了思想中存在的谬误ꎬ又能汲取他人的真

知灼见ꎬ提升自己的理论认识ꎮ 这些研究团体的参

与者久而久之就成为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中坚

力量ꎮ
最后ꎬ他们还积极与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

进行论战ꎬ坚决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ꎮ 在“问
题与主义”之争中ꎬ李大钊无可辩驳地指出ꎬ“我们

的社会运动ꎬ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ꎬ一方面

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ꎮ 这是交相为用的ꎮ 这是并行

不悖的” [１５]ꎮ 他旗帜鲜明地表达了马克思主义者的

根本立场ꎬ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谋求社会问题的

根本解决ꎮ 在与基尔特社会主义支持者张东荪、梁
启超的论战中ꎬ陈独秀、李达、毛泽东、周恩来、蔡和

森等人揭露了他们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歪曲ꎬ直戳资

产阶级改良派既主张发展资本主义ꎬ但又以社会主

义者自居的矛盾心理ꎮ 之后ꎬ他们还与黄凌霜等无

政府主义者进行了论战ꎬ这也是五四运动以来马克

思主义者与反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展开的规模最大的

论战ꎮ 他们围绕“无产阶级专政”、“绝对自由”、“生
产与分配”等问题进行了辩驳ꎬ最终无政府主义者

区声白在写给陈独秀的信中不得不承认ꎬ无产阶级

专政“乃今日社会革命唯一之手段ꎬ以后惟有随先

生之后ꎬ为人道尽力而已” [１６]ꎮ
诚然ꎬ这个时期的先进知识分子对十月革命及

马克思主义的认知也存在着一些不准确ꎬ甚至有偏

差的地方ꎬ但他们不遗余力地宣传马克思主义ꎬ旗帜

鲜明地与非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论战ꎬ对马克思主

义的广泛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ꎮ
(二)在理论到实践的过程中ꎬ探索革命道路

十月革命向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展现的不仅是社

会主义的可能ꎬ更是在一个资本主义经济不甚发达

的国家里ꎬ如何才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ꎮ 这就为苦

苦探索民族复兴之路而始终不得其法的先进知识分

子提供了全新的世界观与方法论ꎮ

十月革命后ꎬ先进知识分子越来越深刻地认识

到ꎬ劳苦大众才是国家变革和社会进步的主力军ꎮ
于是ꎬ他们深入工人之中ꎬ宣扬“劳工神圣”的观点ꎬ
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ꎬ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

结合ꎬ鼓舞工人为实现自身解放而努力ꎮ 李大钊在

评论奥匈、德国等国的工人运动时ꎬ就曾说“赤色旗

到处翻飞ꎬ劳工会纷纷成立ꎬ可以说完全是俄罗斯式

革命ꎬ可以说是二十世纪式的革命ꎮ 象这般滔滔滚

滚的潮流实非现在资本家的政府所能防遏得住

的” [５]８７ꎮ 可见ꎬ他对发动工农群众这一俄罗斯式革

命方法的重视ꎮ
只有与工农群众相结合ꎬ走俄国式的革命道路ꎬ

才能实现革命的胜利ꎬ这是十月革命带给先进知识

分子的最大启示ꎮ 正是在这样的启示下ꎬ工人阶级

才在五四运动中登上了历史舞台ꎬ开启了新民主主

义革命的序幕ꎮ 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ꎬ工人的阶级

觉悟大大提高ꎬ先进知识分子对工人队伍的重要性

也越来越重视ꎮ 陈独秀在«劳动者底觉悟»的演说

中ꎬ对于“世界上是些什么人最有用、最贵重呢?”这
一问题ꎬ 就明确说 “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

重” [１７]ꎮ 他还说ꎬ劳动者的觉悟可分为两步ꎬ第一步

是“要求待遇改良”ꎻ第二步是“要做工人的人自己

起来管理政治、军事、产业” [１７]ꎮ
为了更好与工农群众相结合ꎬ先进知识分子深入

工人展开劳工调查ꎬ形成了上海、南京、北京等十几个

城市和地区的工人现状调查报告以及图片ꎬ全面反映

了各行各业工人的工资、生活状况ꎮ 他们还兴办工人

夜校ꎬ加强工人教育ꎬ如邓中夏等人就深入长辛店铁

路工人中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ꎮ 他们还面向工人

专门创办了第一本工人刊物«劳动界»ꎮ 在创刊号

中ꎬ李汉俊就创刊主旨做了说明ꎬ“我们印这个报就是

要教我们中国工人晓得他们应该晓得的事情ꎮ” [１８]

«劳动界»对于提高工人政治意识发挥了重要作用ꎮ
除此之外ꎬ１９２０ 年各地先进知识分子隆重举行

的劳动节活动也值得重视ꎬ因为这是中国工人第一次

举行纪念自己的节日ꎬ也是先进知识分子与工人运动

相结合的重要开端ꎮ 他们利用«新青年»、«觉悟»、
«星期评论»等宣传刊物ꎬ开设«劳动节纪念»专号ꎬ报
道各地的纪念情况ꎮ 在陈独秀的领导下ꎬ中华工业协

会等 ７ 个团体召开了劳动节纪念大会ꎬ工人们高唱劳

动歌ꎬ高呼“劳工万岁”ꎮ 而李大钊则以北京大学为

活动中心ꎬ召开了纪念大会ꎮ 北大的平民教育讲演团

还分组沿街讲演ꎬ介绍五一的历史ꎬ鼓舞工人运动ꎮ
其他各地也组织了规模空前的纪念大会及活动ꎮ 五

一纪念活动的举行ꎬ不仅启发了工人的阶级觉悟ꎬ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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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传播与工人运动的有机结合ꎮ
工会是组织工人运动、凝聚工人力量的基本单

位ꎬ也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战斗

堡垒ꎮ 在先进知识分子的直接领导下ꎬ北京长辛店

工会、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职工同人会等相继成立ꎮ
在工会的组织下ꎬ工人不仅纪律性更强ꎬ革命意识也

更加强烈ꎮ 因而ꎬ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ꎬ先进知识分

子们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ꎬ充分认识到了与

工人运动相结合的重要性ꎬ他们知行合一ꎬ开始尝试

工人运动的实践ꎬ发展与壮大无产阶级队伍ꎬ这就为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推进奠定了

组织基础ꎮ
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ꎬ对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产

生了转折性、关键性的影响ꎬ它燃起了他们救亡图存

的希望ꎬ引导他们坚定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ꎬ促进他

们以宣传马克思主义为己任ꎬ以组织工人运动为重

心ꎮ 十月革命虽然距今已经 １００ 年了ꎬ但它所开辟

的社会主义道路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越走越

宽ꎮ 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ꎬ将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ꎬ先后完成

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改造及改革开放的三

大历史任务ꎬ建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
理论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绩ꎮ 无论在何时ꎬ十
月革命之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振奋、锻造、启蒙及

实践的意义不能忽视ꎬ之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

想源泉与精神动力不应忘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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