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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与社会 

 

 

日本早期社会主义思潮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 
 

 

门晓红 
 

 

【内容提要】明治维新之后，在日本政府“文明开化”口号的推动下，社会主义思

想在日本得以兴起。日本是社会主义思想在亚洲最先传播、社会主义运动历史最长的国

家。在长期的社会主义运动过程中，积累了许多丰富的经验，无论是成功的经验还是失

败的教训，都是值得研究的。早期社会主义思潮传入中国的渠道主要有日本、欧洲和苏

俄，而日本渠道是传入中国最早、影响最深远的。近代中国赴日留学生把日本的社会主

义、马克思主义，通过翻译书籍、创办报刊等形式引入中国，可以说日本早期社会主义

思潮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巨大、意义深远，值得研究和探讨。 
【关键词】近代日本  社会主义  共产党 
作者简介：门晓红（1961- ），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副教授、博士（北

京  100091）。 
 

 

一、日本早期社会主义思想概述 
 

社会主义思潮于 19 世纪七八十年代传入日本，使日本成为传播社会主义思潮 早的亚洲国家。

同时，日本顺利过渡到帝国主义阶段，经济发展迅速，并在亚洲占据了核心地位。日本资本主义迅

速发展，日本社会的工人力量持续增加，为日本社会主义思潮产生与传播奠定了经济和社会基础。 

1.社会主义思潮的传入 

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日本开明知识分子、地主阶级接触到了社会主义思潮，并抱着不同的

目的将其介绍到日本。 

（1）启蒙思想家与日本社会主义思潮。首先把社会主义思潮介绍到日本国内的主要有明治维新

时期的启蒙思想家西周、官僚学者加藤弘之、幸德秋水等人。有着“明治初年新文化运动领导者”

和“日本近代哲学之父”之称的日本近代启蒙思想家西周（1829－1897）认识到，“要实现日本资本

主义的现代化，必须以哲学革命为前导，必须进行道德观念的变革以适应时代的变化。”
①
他的《百

学连环》、《社会党论说》等著作对传播社会主义思潮起了积极作用。加藤弘之（1836－1916)在他的

《真政的大意》一书中，首次向日本介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种经济学说，称“共产主义和社会

主义两种经济学说大同小异，都主张消灭私有财产，解决贫富悬殊的问题”，是对社会治安“ 为有

害的制度”。不难看出，早期的日本社会主义思潮是同其他学说一起引入的。当时的知识分子、地主

                                                        
①  吕万和：《简明日本近代史》，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 年，第 187 页。 

 



日本早期社会主义思潮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 

 ·113·

阶级和开明的统治者认识到了社会思潮的巨大作用和意识形态对改造社会的力量，但并没有认真分

析各种思潮的不同和缺陷，只是把它们都当作一种工具加以引进。 

在日本早期社会主义思潮的传播过程中，幸德秋水的影响 为深远，同时，他也是对中国社会

主义思潮产生和传播影响 大的思想家。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是在中国流传很广、影响很

深的一部作品。 

1901 年，片山潜、幸德秋水等人创建了日本社会民主党，随之而来的是日本思想界出现了大量

关于社会主义的翻译之作。1904 年，幸德秋水等人翻译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之作《共产党宣言》。

俄国十月革命后，日本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河上肇创办《社会问题研究》月刊，翻译和介绍了马克思

主义学说。日本当时在亚洲社会主义运动中是走在前列的。 

（2）外国传教士与日本社会主义思潮。日本被迫武力开国后，一些传教士也涌入日本，这些外

国传教士和他们的日本门徒，从反对社会主义、宣扬宗教的立场出发介绍了“社会主义”。如美国传

教士拉德尼的门徒小崎弘道，首次向日本介绍了共产党和马克思领导的第一国际等。在《六合杂志》

1880 年 4 月号上，小崎弘道就社会主义撰写了一篇论文。这被认为是在日本介绍社会主义及马克思

主义的 早尝试，作者作为传教士目的是宣传基督教。作者断言：“企图颠覆现存社会体制的社会主

义运动成长的原因，是人民群众的不满，而论及人民群众不满的根源，则归之于信仰危机，归之于

日本固有的宗教教义的贫乏无力。” 

（3）日本统治阶级与社会主义思潮。明治维新改革的不彻底，使一部分中小地主资产阶级处于

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中，在改革后，其地位和利益受到影响，在争取权利和自由的同时，

把社会主义思潮当作西方民主主义思想的一种，并把社会主义理论同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学

说等同，抱着对社会主义者的某种同情心理，介绍和传播了西方各种社会主义学说。 

2.社会主义思潮的蓬勃发展 

经过早期先进知识分子、开明地主阶级和一部分传教士的引荐，社会主义思潮在日本逐渐生根、

发芽，逐步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潮。 

在 1901 年到 1905 年期间，日本社会主义思潮开始掀起了史无前例的高潮阶段，这表现在社会

主义思潮开始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虽然它的影响力仍然限制在早期的知识分子当中，但翻译的作

品已经开始不断涌现。社会主义思潮作为日本社会的重要思潮之一，正如片山潜所说：当时社会主

义是在社会上流传 广泛，而且已经成为大家研究和讨论的话题，甚至一些名流学者也以谈论社会

主义为时髦。 

1901 年，片山潜、幸德秋水、河上清等人发起日本第一个社会主义政党——“社会民主党”，

虽然不久为政府取缔，但依然不失为社会主义思潮由思想介绍转入实践运动的一次有益的尝试，一

部分社会主义者开始进行大张旗鼓的宣传。1903 年，随着片山潜的《我们的社会主义》、幸德秋水

的《社会主义神髓》发表，在思想界引起了轩然大波，开启了日本社会主义思潮传播的高涨阶段。

1904 年，幸德秋水等人翻译了《共产党宣言》，发表在《平民新闻》周年纪念刊上。1906 年 3 月，

日本《社会主义研究》杂志创刊，这是日本第一个理论性的社会主义杂志，创刊号上登出了《共产

党宣言》的日文全译本。1906 年 7 月，这个杂志又介绍了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短时间内，社会主义思潮在日本成为社会主要思潮之后，使马克思、恩格斯、社会主义等名词成为

社会的主流话题。关于社会主义的书籍可以公开出售，有些社会上被禁止的书刊，在大学图书馆里

却依然可以看到。 

社会主义思潮在日本社会的广泛传播，使其影响力越来越大，早期的工人阶级和先进的知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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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通过对社会主义思潮的分析和认识，已经意识到社会运动的重要价值，于是，在社会主义思潮的

指引下，开始了一些社会主义的实践。 

3.社会主义思潮的高涨 

在日本 初的社会主义思潮传播、接受和指导社会革命实践的过程中，工人阶级的先进知识分

子也成为历史的主角。在这些早期的觉悟者中，有片山潜、幸德秋水、河上肇等代表。一方面，社

会主义思潮开始由细枝末节的介绍、批判和简短章节的翻译变成系统引入。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思

潮开始由理论的介绍、探讨变成实践的指南。 

第一，社会主义组织的建立。社会主义思潮在日本传播之前，或者在其传播的萌芽阶段，日本

就已经有多次工人运动发生，但这些工人运动都惨遭失败。受到社会主义思想影响之后，一些开明

的知识分子认识到社会主义思潮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威力，开始筹建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工会组织。

与此同时，在第二国际的影响下，片山潜、幸德秋水、河上肇等人以德国社会主民主党为样板，建

立了日本历史上第一个工人政党——日本社会民主党。 

第二，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的行动。工人运动是社会主义思潮在日本高涨的标志，也是社会主

义思潮实现日本本土化并指导日本社会运动的标志。1903 年 10 月 18 日，片山潜等人以社会主义协

会名义组织的，由小石川炮兵工厂、赤羽兵工厂的工人等为主要参加者的第一次大型反战集会在东

京神田举行。此后，在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各种革命、暴动、罢工、游行不断出现。在这些运

动中，多数是在社会主义思潮指导下有组织有纪律进行的。 

 

二、日本早期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 
 

马克思主义被介绍到中国来有三条重要渠道——日本、西欧、俄国。而在介绍阶段，主要渠道

是日本。这是由于当时在日本的留学生受到日本刚刚兴起的社会主义思潮与运动的影响，组织力量

翻译了一些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并通过自己出版的刊物介绍到中国来。 

中国留日学生接受和宣传的社会主义思潮大多来自日本的日文译本或日本社会主义者的研究著

作。日本社会主义者宣传的社会主义的内容及其研究社会主义的角度、方法对中国留日学生产生了

巨大和深远的影响。在对中国知识分子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日本马克思主义者中，作用 大、影响

深的当属河上肇。 

在对社会主义的宣传上基本属于对日本的模仿。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所使用的政治、哲学、社会

学等专业术语如“社会主义”、“社会党”、“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辩证法”、“形而上学”、“唯

物主义”、“唯心主义”等词汇都是由日语首次引进过来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写的著作也有仿

效日本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写成的。如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就是以河上肇的《马克思的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一文作蓝本写成的。周佛海的《经济理论之基础知识》是根据河上肇 1923 至 1924

年左右的讲义写成的，周佛海的《工资劳动与资本》中译本则是按照河上肇日语本进行翻译的。 

对社会主义的解读也是日本式的。（1）把唯物史观等同于经济史观。日本早期社会主义者在说

明资本主义社会必然死亡、社会主义社会必然胜利的道理时，认为唯物史观就是经济史观，“说明社

会上历史的变迁，注重在社会上物质的条件的变化”。因而不能解决历史上一切变迁问题。同样，中

国留日学生也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主张“经济决定命运论”或“经济史观”。认为“马氏的学说，全

是一个时代的产物，我们现在不可拿这一个时代一种环境造成的学说，去解释一切历史，或者就那

样整个拿来，应用于我们生存的社会”。事实上，“无论是经济组织改造到怎么好的地步，人心不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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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仍是现在这样的贪得无厌，社会仍是没有改善的希望”。（2）在实现的途径上，通过物心改造、灵

肉改造进行。日本早期社会主义者由于把唯物史观等同为经济史观，为弥补唯物史观的不足，主张

物质精神改造同时进行来推动社会主义的实现。这一思想对中国留日学生产生了深远影响。甚至在

十月革命后，中国留日学生仍对阶级斗争持保留、观望态度。如李大钊等在创建少年中国运动中要

求通过精神的改造运动和物质的改造运动一致进行来建立新生的少年中国。直到这一运动失败，中

国早期的仁人志士才真正认识到阶级斗争这个问题。（3）在处理个人和集体的关系上，认为社会主

义社会注重集体本位，个人本位无足轻重。日本早期社会主义者认为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是生产、

分配、消费等一切活动，都以社会或集体为单位共同进行，对个人并未给予应有的地位。中国留日

学生同样认为，在未来的社会中，集体是第一位的，个人作为集体的一部分应处于次要的地位。（4）

从进化论的角度出发，对马克思提出的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灭亡、社会主义社会必然胜利是生产力发

展的必然趋势但又要求求助于阶级斗争表示怀疑。紧跟日本早期社会主义者的步伐，中国留日学生

也对此提出了质疑，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明确表示了这种怀疑：“马氏主张无变化即无

历史——的原动为生产力，一方面又说从来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就是说阶级竞争是历史的

终极法则，造成历史的就是阶级竞争。一方面否认阶级的活动，无论是直接在经济现象本身上的活

动，是间接由财产法或一般法制上的限制，常可以有些决定经济行程的效力；一方面又说阶级竞争

的活动，可以产出历史上根本的事实决定社会进化全体的方向。”
①
李大钊进而认为，不管马克思如

何解释，终觉有些牵强或者矛盾的地方。 

 

三、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 
 

日本早期社会主义思潮对中国革命起到了深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对革命者思想、组织和实践

层面的影响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而深入的传播后，一大批先进的共产主义者和知识分子，

开始以马克思主义为武器，指导中国的实际斗争，初步把马克思主义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

使之发挥更大的历史作用。 

第一，思想层面。中国早期先进知识分子接受日本社会主义思想后，不断吸取其精华，结合中

国的实际特点形成对社会主义思想的认识。日本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传播不仅加快了中国人理解

和接受科学社会主义的速度，更为重要的是推动了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世界观的转变。李大钊、陈

独秀、陈望道、李达、李汉俊、周恩来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都曾在日本留学。李大钊、陈独秀在十

月革命前就从日本回国了，在日本时他们就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但并没有直接信仰和接受马克思

主义，由于十月革命的推动和国内社会运动的高涨，使他们重新思考社会主义，很快从革命民主主

义者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 

第二，组织层面。早期日本社会主义思潮对中国革命者的影响，从历史及社会发展的角度说，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是社会主义思潮与中国工人阶级的结合。先进知识分子把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斗

争同中国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创建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工人运动兴起的

情况表明：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急需从马克思主义那里找到精神武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也急需从工人运动中找到物质力量。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战斗的精神武器，而无产阶级是马克思

主义获得发展的物质力量，二者相辅相成。这是社会主义思潮中国化的开始，其对革命组织影响的

标志就是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从 1920 年 8 月在上海诞生第一个中国共产主义小组后，在北京、

                                                        
① 《李大钊全集》第 3 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 年，第 24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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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济南、广州和日本、法国先后成立了中国共产主义小组。日本的中国共产主义小组就成为这

八个小组之一，成为海外两个小组之一。在中国共产党创立之初，在日本学习的周佛海、施存统等

人成为日本的中国共产主义小组的发起者。 

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传播， 深远的影响则是助推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921 年 7 月 23 日，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当时出席会议的有各地共产主义小组代表李达、李汉

俊、张国焘、刘仁静、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陈公博、周佛海、包

惠僧等 13 人。在早期共产主义小组成立的时候，李达、陈汉军、董必武、周佛海以及没有参加中共

一大的李大钊和陈独秀都有多次到日本留学经历，其中陈独秀、李达等人三次以上留学日本。可见，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史与日本早期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传播密不可分，也与中国留学生赴日求学密

不可分。 

第三，实践层面。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传播，给中国革命者的思想、行动带来了极大的影响

和冲击，中国早期的知识分子在探索中逐渐将社会主义思潮作为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思想利器。早

期社会主义思潮对中国革命者行动上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中国仁人志士认识到，中国社会必须进行

以下改革：基于社会改革的君主立宪、以富国强民为目标的振兴实业、基于暴力革命的社会改造。

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及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革命的学说，制定了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

纲领和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1920 年 7 月，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草拟的《民族和殖民地

问题提纲初稿》中，提出了西方无产阶级要与东方落后的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运动“实现尽可能紧密

的联盟”；援助他们开展反对地主占有制的斗争，“使农民运动具有 大的革命性”；要同这些国家的

“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临时联盟”，但须注意“保持这一运动的独立性”①等等。 

中国共产党为了提出明确的革命纲领，给全国人民指明斗争方向，于 1922 年 7 月召开了“二大”。

大会以马列主义原理为指导，分析了中国革命所处的时代特点，正确制定了党的 低纲领：“消除内

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 高纲领：

“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动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
②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运动中，必须坚持领导权和建立工农联

盟的论述，在民主革命的实践中进行不断探索和研究，于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初步形成了中国民主

革命的基本思想。 

日本早期社会主义思想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是重大而深远的，日本早期社会主义思想对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起到了重要的思想启蒙作用，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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