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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的先声：新文化运动

1915 年 9 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 （1916

年起改名 《新青年》），标志着新文化运动兴起，启蒙思想

家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吴虞、钱玄同、刘半农、

易白沙等是它的主要撰稿人。随后继起积极提倡新文化、新

思想的还有《每周评论》、《晨报》、《京报》等报刊。北

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阵地。

五四运动的导火线：巴黎和会的耻辱

1919 年 1 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和

平会议”（即“巴黎和会”）。中国是“战胜国”之一，派

出了陆征祥、王正廷和顾维钧等 5 人组成的代表团出席巴黎

和会。在全国人民舆论的压力下，中国代表团向和会提出了

几项合情合理的正当要求：第一，取消外国在中国的某些特

权，即废除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军警，裁退外国邮政电报机

关，撤销领事裁判权，归还租借地，归还租界，关税自主。

第二，取消日本帝国主义同袁世凯订立的企图灭亡中国的“二

十一条”。第三，归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日本抢占的

德国在山东侵占的各项权益，将胶州湾租界地、胶济铁路及



其他权益直接归还中国。但是，操纵巴黎和会的列强以种种

荒谬理由拒绝中国提出的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正义要求，原

先被德国在山东强占的领土、铁路、矿山及其他一切特权，

都归日本继承。

1919 年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

火烧赵家楼事件

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国内，群情激愤，

久，5 月 4 日下午，北京大学等 13 所大专学校 3000 多人在天

安门前集会，随后举行示威游行。他们高呼“还我青岛”、

“收回山东主权”、“取消二十一条”、“外争国权，内惩

国贼”等口号，要求拒绝在和约上签字，惩办亲日派官僚曹

汝霖（签订“二十一”条时的外交次长，这时任交通总长）、

陆宗舆（签订“二十一条”时任驻日公使，这时任币制局总

裁）和章宗祥（这时任驻日公使）。学生们的游行队伍由广

场出发，出中华门，向东交民巷使馆区走去。在东交民巷西

口，游行队伍受到中国巡捕阻拦，游行队伍从东交民巷向北，

来到赵家楼胡同曹汝霖住宅前。愤怒的学生们高喊罚办亲日



派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口号，冲入曹宅。学生

们痛打了正在曹汝霖家的章宗祥，放火点燃曹汝霖的住宅。

北洋政府出动武装军警镇压，逮捕示威学生 32 人。

爱国运动遍及全国

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得到了各地青年学生和人民群众

的同情和支持，学生爱国运动的烈火迅速燃遍全国，发展成

为全国性的反帝爱国运动。济南、天津、上海、南京、成都、

长沙、武汉、广州等大中城市的学生，在日本、法国的中国

留学生，以及广大海外华侨，都积极展开各种形式的反帝爱

国运动。

五四运动的最大成果——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五四爱国运动促进了中国人民新的觉醒。先进青年更加

清楚地看到国家命运，岌岌可危，更加感到腐败黑暗的社会

现状难于忍受，他们以救国救民、改造社会为己任，积极探

索拯救中国的道路。五四运动后，各地青年纷纷成立社团，

传播新思想的刊物有如雨后春笋大量涌现。仅五四运动后的

一年中，就出现 400 多种。在各种学说竞起争呜的形势下，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

五四运动是中国革命史上划时代的事件，是中国旧民主

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



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从而在思想上

和干部上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准备了条件。

五四运动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新民主主义革

命的开端，中国革命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于 1949 年 12 月正式

宣布以五月四日为中国青年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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