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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陳獨秀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思想軌跡

⊙ 祝 彥

 

有研究者指出：「陳獨秀的思想特點，……可以說他是從民主主義開始又以回歸於民主主義

而終其一生的。……民主主義作為他思想發展中的一條時強時弱、時隱時現的重要線索，貫

穿於他全部的政治生涯之中。」「在中國革命中，他自始即有濃厚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傾

向。」1陳獨秀從1897年到南京參加「江南鄉試」後，即有了「意外有益」的收獲，而完成了

「由選學妖孽轉變到康、梁派」2。從此，陳獨秀把本來用來寫八股試制的毛筆，轉向對封建

制度的批判！這可以說是陳獨秀民主思想的最早萌芽。其特點是帶有強烈的反封建色彩。自

1903年後，陳獨秀不斷參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運動，其民主思想也通過《安徽俗話報》等為

載體得到宣傳。1915年9月15日創辦《青年》雜誌，成為一個激進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但

是，經過五四運動的洗禮，陳獨秀的思想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他由一個讚揚「近世文明」

的激進民主主義者轉變成為一個擁護社會主義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共產主義者。在接受了唯物

論史觀、剩餘價值論、無產階級專政等馬克思主義理論後，陳獨秀就告別了曾經崇奉的「德

謨克拉西」，並強調資產階級民主是「資產階級的專政」，對其進行無情的批判和否定。此

後陳獨秀投身於中國共產黨的創建並領導了中國共產黨的早期革命鬥爭。在大革命失敗後，

陳獨秀的思想又逐漸開始發生「倒退」性的變化，尤其在1932年10月份被捕入獄後，陳獨秀

脫離了實際鬥爭，從「斯大林現象」分析入手，總結得出資產階級民主的「優越性」，從而

使他的思想發生了「後退」。似乎又回到了五四時期對資產階級民主的崇拜。從這種思想轉

變的軌跡來看，用「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來概括陳獨秀一生的思想曲線，應該是

恰當的。本文對此進行評述。

一

首先，在第一階段，陳獨秀早期民主思想的萌芽始於他對「選學妖孽」的背叛。主要內容是

對封建專制的猛烈抨擊。提倡民權，否定君權。反對「朕即國家」。比如對國家的概念，陳

獨秀解釋其內容應包括土地、人民、主權三要素，「以上三樣，缺少一樣，都不能算是一個

國」，「一國之中，只有主權居於至高極尊的地位，再沒有別的甚麼能加乎其上了。上至君

主，下至走卒，有一個侵犯這主權的，都算是大逆不道。」中國之所以在近代被西方列強侵

略瓜分，就是因為只「靠著皇帝一人所為，……所以才弄到滅亡的地步。」所以，陳獨秀主

張要喚醒國人的「民權」意識，否則，中國人既無「愛國心」，又無「自覺心」，「人人都

不知道保衛國家的，其國必亡。」3由是，陳獨秀對封建制度進行了全方位的批判。他批判封

建社會裏中國人傳統的「惡俗」：各種落後的婚姻、敬菩薩、婦女的裝扮等；他批判中國人

落後的生育觀，指出：「若夫吾之國力不伸，日益貧弱，正坐生殖過繁，超出生產之弊。」

陳獨秀警告說：「長此不悟，必赴絕境。」4他批判國民性是：「卑劣無恥退葸苟安詭易圓



滑」，對此，陳獨秀感到「嗚呼，悲哉！」5他還把批判的矛頭直指封建思想，對「孔教」進

行了辛辣的抨擊，陳獨秀認為：「孔教與帝制，有不可離散之因緣」6，要去帝制，必除孔

教！另外，陳獨秀還從積極方面提出了許多主張，比如以「六義」來「敬告青年」，即：

一、自主的而非奴隸的；二、進步的而非保守的；三、進取的而非退隱的；四、世界的而非

鎖國的；五、實利的而非虛文的；六、科學的而非想象的7。提出「文學革命」的「三大主

義：曰，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曰，推倒陳腐的鋪張的

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曰，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了的通俗

的社會文學。」8陳獨秀號召中國青年要做「新青年」，「頭腦中必斬盡滌絕彼老者壯者及比

諸老者壯者腐敗墮落諸青年之做官發財思想，精神上別構真實新鮮之新要求。」9陳獨秀被譽

為「思想界的明星」，應該與他這種敢於向封建君主專制制度及其思想文化進行挑戰的勇氣

分不開。「予願拖四十而生的大炮，為之前驅！」10同時，也應該承認陳獨秀的批判在深度

和廣度上，都要比同時代的思想家要全面、激烈，說明了他是當之無愧的思想先驅！

更為值得注意的是，陳獨秀也分析批判傳統觀念上的「民本主義」。在中國古代思想史上即

有「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或者「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等體現「民本」意識的主

張。站在近代的立場，去審視這種「民本」思想，就會看出它的落後性。陳獨秀以近代的眼

光，認為儒學中的民本主義與近代意義上的民主主義是有質的區別11：

夫西洋之民主主義（Democray）乃以人民為主體，林肯所謂由民（by people）而非為民

（for people）者，是也。所謂民視民聽，民貴君輕，所謂民為邦本，皆以君主之社稷

（即君主祖遺之家產）為本位。此等仁民愛民為民之民本主義，……皆自根本上取消國

民之人格，而與以人民為主體，由民主義之民主政治，絕非一物。……以古時之民本主

義為現代之民主主義，是所謂蒙馬以虎皮耳，換湯不換藥耳。

在早期陳獨秀的民主思想中，他通過對「法蘭西人與近世文明」的讚揚，對西方資產階級民

主的嚮往，陳獨秀提出了初步的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的設想。他說：「民主國家，真國家

也，國民之公產也，以人民為主人，以執政為公僕者也。」「真國家者，犧牲個人一部分之

權利，以保障全體國民之權利也。」12為甚麼要以資產階級民主代替封建君主制度呢？陳獨

秀認為：「因為民主共和的國家組織、社會制度、倫理觀念，和君主專制的國家組織、社會

制度、倫理觀念全然相反，一個重在平等精神，一個重在尊卑階級，萬萬不能調和

的。」13而且，資產階級民主可以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絕無尊卑貴賤之殊。」14同

時資產階級民主還能夠保障「法律上之平等人權，倫理上之獨立人格，學術上之破除迷信，

思想自由。」15

從陳獨秀早期即第一階段，對資產階級民主思想的接受、肯定與宣傳來看，具有這樣三個明

顯的特點：其一是陳獨秀把資產階級民主制度作為代替封建專制的先進制度，從反封建主義

的意義上講，這種選擇具有它的進步性；其二是陳獨秀的民主思想與科學思想是並重的，他

說：「科學之興，其功不在人權說下，若舟車之有兩輪焉。」16民主與科學並行，是社會進

步的兩個車輪，這種比喻不僅恰當，即使在今天也不失其進步意義；其三是陳獨秀對資產階

級民主並沒有進行消化吸收，而是囫圇吞棗地「拿來」，以急功近利的態度把資產階級民主

作為批判封建主義的武器，這種對待「主義」的態度在陳獨秀的一生中都是如此。因此，之

後的否定是拋棄──拋棄又不徹底，而不是辯證的揚棄。



二

其次，即第二個階段。歷史發展不可能走筆直的路，呈之字形或回旋式的路線十分常見。作

為一個思想家的思想探索也是如此。正當陳獨秀沉迷於資產階級民主制度的嚮往之中，稱讚

美國總統威爾遜「可算得現在世界上第一個好人」17之時，殘酷的現實卻讓陳獨秀痛苦，在

巴黎和會上，西方國家對中國的排擠與侵略分贓，充分暴露了資產階級民主的虛偽本質。陳

獨秀的選擇走進了思想的死胡同。而正好這時候，馬克思列寧主義隨著「十月革命」的勝利

也傳入中國。這無疑給了正在痛苦迷惘的陳獨秀一個新的選擇機會，在歷史的新曙光面前，

陳獨秀很自然地就選擇了社會主義。「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

十月革命幫助了全世界的也幫助了中國的先進份子，用無產階級的宇宙觀作為觀察國家命運

的工具，重新考慮自己的問題。走俄國人的路──這就是結論。」18由此，陳獨秀改稱威爾

遜是「威大炮」。對威爾遜提出所謂「兩主義」：「第一不許各國拿強權來侵害他國的平等

自由，第二不許各國政府拿強權來侵害百姓的平等自由。」19產生了懷疑，陳獨秀說：「現

在還是強盜世界！現在還是公理敵不過強權的時代！」20 「我們相信世界上的軍國主義和金

力主義，已經造了無窮罪惡，現在是應該拋棄的了。」21由對西方國家的霸權主義的認識，

進到對資產階級民主制的懷疑，「君主國民主國，都不能夠將人民的信仰、集會、言論出

版，三大自由完全保住，不過做了一班政客先生們爭奪政權的武器。」22

由對資產階級民主的懷疑到動搖，陳獨秀逐步認識到資產階級民主的虛偽性，最後是對其進

行批判與否定。陳獨秀指出23：

十八世紀以來的「德莫克拉西」是那被征服的新興財產工商階級，因為自身的共同利

害，對於征服階級的帝王貴族要求權利的旗幟。現在憲法都有了，共和政體也漸漸普遍

了，帝王貴族也都逃跑或是大大的讓步了，財產工商業階級要求的權利得到了手了，目

的達到了，他們也居了帝王貴族的特權地位了。如今二十世紀的「德莫克拉西」，乃是

被征服的新興無產勞動階級，因為自身的共同利害，對於征服的工商勞動階級要求權利

的旗幟。

在這裏，陳獨秀很敏銳地指出了資產階級民主只不過是「新興財產工商階級要求權利的旗

幟」，根本不是人民民主。勞動人民要獲得民主，必須與資產階級作鬥爭。因此，無產階級

民主成了陳獨秀號召勞動人民向資產階級戰鬥的旗幟！

1920年9月1日，陳獨秀發表〈談政治〉一文，標誌著他和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思想的決裂，並

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在該文中，陳獨秀運用馬克思主義學說原理，把資產階級民主詮釋

為資產階級專政，號召勞動人民起來，進行暴力革命，予以推翻它。他說24：

我敢說，若不經過階級戰爭，若不經過勞動階級佔領權利階級地位底時代，德莫克拉西

必然永遠是資產階級底專有物，也就是資產階級永遠把持政權抵制勞動階級底利器。

自此，陳獨秀對資產階級民主的本質有了更加深刻的認識：

民主主義是甚麼？乃是資本階級在從前拿他來打倒封建制度底武器，在現在拿他來欺騙

世人把持政權底詭計。……民主主義只能夠代表資產階級底意，一方面不能代表封建黨

底意，一方面更不能代表資產階級底意，他們往往拿全民意來反對社會主義，說社會主



義是非民主的，所以不行，這都是欺騙世人把持政權的詭計25。

封建主義時代只最少數人得著幸福，資本主義時代也不過次少數人得著幸福。多數人仍

然被壓在少數人勢力底下，得不著自由與幸福的。……全國底教育、輿論、選舉，都操

在少數的資本家手裏，表面上是共和政治，實際上是金力政治，所以共和底自由幸福多

數人是沒有的。主張實際的多數幸福，只有社會主義的政治。……共和政治為少數資本

階級所把持，無論那國都是一樣，要用他來造成多數幸福，簡直是妄想。……社會主義

要起來代替共和政治，也和當年共和政治起來代替封建制度一樣，按諸新陳代謝底公

例，都是不可逃的運命26。

從對資產階級民主的否定，到對社會主義的肯定。從以上的表述來看，陳獨秀的轉變似乎很

「徹底」。但幾乎所有研究者都指出，陳獨秀的轉變實質上很不徹底，帶有太多舊的痕

跡27；語言表達方式的鏗鏘有力，並不代表思想家本身思想的立場堅定、鮮明、徹底。首

先，陳獨秀對資產階級民主並非徹底否定，正如他自己所說：「我們也不絕對的反對

他。」28反對甚麼，保留哪些，是不是剔除其糟粕，汲取其精華？陳獨秀沒有認真對待。此

其一。就像他起初用資產階級民主作為反對封建制度的武器而對資產階級民主缺乏根本理解

一樣，陳獨秀對社會主義同樣缺乏深刻的領會。此其二。陳獨秀對「主義」的把握很大程度

上是僅停留於「器」的層面，這就必然導致其對所信仰的主義，表現出立場的不堅定，易動

搖。「他的思想很龐雜，在接受馬克思主義過程中並未徹底地克服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意

識形態，也並未系統地、完整地掌握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29因此，陳獨秀晚年

在民主思想上的「後退」，就是必然的結果。

三

選擇了社會主義，「自此以後，陳獨秀與歐美自由主義民主主義告別，邁開了一條艱難、漫

長、曲折和痛苦的革命道路。建黨、總書記、五卅、北伐、武漢時期、開除黨籍、托派、監

獄、貧病交加死於江津」30。作為主宰陳獨秀思想脈絡的主線──民主思想，在陳獨秀的晚

年既沒有「昇華」，也沒有「原地踏步」，在經過了政治命運的坎坷曲折，人生經歷的顛仆

流離後，陳獨秀的思想「發生了一種後退的醞釀」，即向著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的內容呈

「後退」式恢復。據托派重要成員王文元回憶認為31：

進了南京監獄，離開了實際鬥爭，陳獨秀的思想開始發生了一種後退的醞釀。最初是對

蘇聯的國家性質發生疑問。他覺得當時的蘇聯已經不再是工人國家，也不象托洛茨基所

說的是甚麼墮落的工人國家，……他認為斯大林的蘇聯國家只能成為官僚國家，……從

這個「直覺」出發，他比較鄭重地研究了民主主義的歷史發展。

研究的結果是，陳獨秀認為：「社會主義運動發生以前，完成這些民主任務，乃人類進步之

唯一偉大目標」，「最淺薄的見解，莫如把民主主義看作是資產階級的專利品」，「不要把

民主主義的要求當做僅僅是推翻資產階級軍事獨裁統治的手段而不是我們的目的。」32從這

種立場出發，陳獨秀「認為民主制是人類政治的極則，無論資產階級革命或無產階級革命，

都不能鄙視它，厭棄它」。「應該把它當做戰鬥的目標」。尤其在拿資產階級民主與「蘇俄

二十年來的經驗」，特別是斯大林專制政治時代做了比較後，陳獨秀似乎看到了資產階級民

主的「優越性」。因此，在「最後見解」中，資產階級民主佔了很重的份量。重新恢復了早



期對資產階級民主的評價和崇拜。其特點是結合了「蘇俄二十年來的經驗」。否定社會主

義，否定無產階級專政。陳獨秀這種轉變的開始，根據他在1940年9月份寫給友人的信中所

說：「沉思熟慮了六、七年，始決定了今天的意見。」33估計是在1933年前後，也即在王文

元所說的「進了南京監獄」後。

晚年陳獨秀為甚麼會由信仰社會主義而又「後退」到早期的資產階級民主呢？其一，是陳獨

秀在由激進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向馬克思主義者轉變的過程中，思想轉變不徹底，思想上帶

有濃厚的資產階級民主的氣息。「他是拖著很長的資產階級尾巴」34。早在30年代初期，蔡

和森就說過，陳獨秀是「從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左翼，而且帶著民族資產階級的理想跑到中

國共產黨裏面來影響工人運動。」35其二，是現實的「刺激」，陳獨秀晚年正是蘇聯處於斯

大林社會主義時期，斯大林的種種暴行，利用無產階級專政製造血案，形成恐怖局面，使陳

獨秀對無產階級專政（民主）產生了一種懷疑感，進而予以否定。「現在蘇聯實行無產階級

專政，專政到反動派，我舉雙手贊成，但專政到人民，甚至專政到黨內，難道是馬克思、列

寧始料所及的嗎？此無他，賤視民主之故也。」36由此，陳獨秀對無產階級民主由懷疑走到

了否定。陳獨秀不從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去分析理論與現實問題，而是片面強調了斯大林專制

政治利用無產階級專政所造成的血腥罪惡行徑這個事實，去否定無產階級民主本身的進步

性；以一個或者幾個事實「個案」來推倒一個科學的理論命題，這種對待馬克思主義的態度

不可取。但是，陳獨秀的偏執個性，決定了他在對待一個理論問題時，採取的是簡單的

「是」與「不是」的觀點37：

我不懂得甚麼理論，我決計不顧忌偏左偏右，絕對力求偏頗，絕對厭棄中庸之道，絕對

不說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痒的話，我願意說極正確的話，也願意說極錯誤的話，絕

對不願說不錯又不對的話。

就這樣，陳獨秀完成了他對資產階級民主的否定之否定的認識轉變。形成了陳獨秀作為一個

思想家特殊的民主思想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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