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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配合本期十月革命八十年專題，本欄

有兩篇論文分別討論十月革命後的中蘇關係

以及1919年中國的思潮變化。

近年來，隨I大量蘇共檔案的解密，中

國現代史研究也不斷有新發展。李嘉谷的文

章徵引不少剛公開的歷史檔案，以中蘇關係

中利益衝突最直接、最敏感的兩大問題，即

中東鐵路和外蒙古獨立問題為案例，有力地

論證了蘇俄（聯）政府一貫的民族利己主義

立場。作者指出，十月革命後的蘇俄政府為

了爭取北京政府支持，在1919和1920年兩次

對華宣言中，都宣布廢除沙俄強加於中國的

一切不平等條約；這宣布鼓舞了中國知識份

子走俄國人的道路和接受馬列主義。但一旦

蘇俄新政權穩固、國際環境改善，它便拋棄

一切原則和承諾，承襲沙俄侵華、損害中國

主權的種種做法。

眾所周知，以往的五四思想研究向來強

調反帝反封建和民族救亡意識，以及十月革

命和馬列主義對中國的影響；相對而言，那

一時期的世界主義傾向未得到足夠重視。程

農指出，儘管1919年中國思想界的流派繁

多、主張各異，但這時思想界主流已調整、

重構了空間意識，因此其視野和問題意識也

隨之發生很大轉向，從關注本民族、國家的

政治，一變而為關注社會、勞資關係以及平

等公正等問題，世界主義頗為盛行。他強

調，五四的世界概念主要就是1919年的泛社

會主義思潮，並在這一思想脈絡中疏解五四

思想的激進化過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