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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化论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消长关系研究
（1919 一 1949）

彭超

长沙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长沙 410004

摘要：本研究探讨了 1919 年至 1949 年间进化论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碰撞及其在思想领

域的消长关系。五四运动后，进化论和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思想的代表，迅速在中国传播，对中

国知识分子产生了深远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马克思主义逐渐在社会革命和思想领域中占据主

导地位，而进化论则逐渐回归到科学研究和教育的范畴。通过对进化论和马克思主义的对比分析，

本研究揭示了两者在中国现代思想发展中的作用与影响，并指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现代化进程

中的主导地位形成原因。研究还对未来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下如何处理科学思想与政治意识形态的

关系提供了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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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西方思想逐渐传

入中国，其中进化论和马克思主义成为了两种

影响深远的思想。达尔文的进化论通过自然选

择解释物种变化，提出了“物竞天择，适者生

存”的观点，为人们提供了全新的世界观，对

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产生了重要影响。进化论

不仅在生物学领域具有深远影响，还延伸到了

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应用，被用于解释社会和经

济的发展。然而，这种思想更多地强调个体的

适应与竞争，激励人们通过奋斗追求进步。另

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

重视社会结构和阶级斗争，认为社会的发展由

物质生产方式决定。这种理论体系通过对资本

主义矛盾的分析，指出了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

性，提供了一种全面的社会变革路径。在动荡

的中国社会中，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找到了深刻

的共鸣，逐渐成为指导社会变革的重要理论。

随着 1919 年五四运动的爆发，进化论和马克

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进一步加速。五四运动不

仅推动了思想解放，也促进了这两种思想在知

识分子和社会中的影响。进化论和马克思主义

在思想领域的相互作用，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

在寻求国家强盛和社会进步过程中的探索，包

括对科学、民主、社会公平等理念的关注。

探讨进化论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消长

关系，有助于理解中国现代思想体系的形成及

其背后的文化碰撞。本研究通过文献分析法，

整理并分析了近代中国思想史相关文献，以揭

示进化论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互动

关系。研究资料包括五四运动相关文献、20

世纪初期的学术期刊以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传播的历史记录等，从而为理解中国现代化进

程中的思想转变提供宝贵的历史视角。

1 1919 年五四运动后的进化论与马克

思主义传播

1.1 五四运动对思想解放的推动

五四运动爆发于 1919 年，这一运动不仅

是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事件，也在思想上掀起了

一场巨大的解放浪潮。知识分子在反思传统文

化的基础上，积极吸收西方思想，进化论和马

克思主义在此期间得到了广泛传播。五四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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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国社会的思想解放奠定了基础，许多知识

分子认为只有通过科学和民主的手段才能实

现国家富强，而进化论和马克思主义正符合这

一趋势
[1]
。

1.2 进化论在思想界的影响

在 20 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普遍接受了

进化论的思想，并将其与民族复兴的目标结合。

进化论推动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在中国的流行，

部分知识分子将“物竞天择”的概念引入到社

会发展中，认为国家和民族之间存在竞争，适

者生存的理念激励人们奋发图强。然而，社会

达尔文主义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比如片面

地强调强者生存的理念，忽视了社会的公平和

公正
[2]
。

1.3 马克思主义的兴起

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

力逐渐增强。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李

大钊、陈独秀等，通过译介和讲解马克思主义

思想，使其逐步被社会各界接受。随着中国共

产党的成立，马克思主义逐渐成为中国革命的

指导思想，其科学性和革命性使得更多人接受

了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念，进而推动

了中国社会的激进变革。

2 进化论与马克思主义的碰撞与整合

（1920s-1930s）

2.1 进化论和马克思主义在思想领域的

交锋

在 20 世纪 20 年代和 30 年代，进化论和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逐渐加深，但

两者的基本理论在很多方面存在冲突。进化论

强调自然选择与个体适应，适者生存的概念在

思想领域衍生出“优胜劣汰”的社会达尔文主

义观点，而马克思主义则注重社会结构的变革，

强调阶级斗争和社会平等。知识分子对于这两

种思想的接受和反思引发了激烈的讨论，有些

人认为进化论过于个人化，而马克思主义能够

更好地回应中国当时的社会问题
[3]
。

2.2 两种思想在革命中的角色

在 20 年代的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中，马

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逐渐取代进化论成

为社会动员的核心。进化论的“适者生存”理

念在早期的工人运动中确实激励了一部分人

奋发图强，但其个体竞争的思想难以形成广泛

的革命力量。相比之下，马克思主义通过对阶

级剥削的分析激发了广泛的阶级意识，在实际

的革命斗争中更具动员性。许多革命者逐渐放

弃了进化论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倾向，转而运用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去鼓舞工农阶级参与革命。

2.3 知识分子如何看待和整合两种思想

面对进化论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冲突，一

部分中国知识分子试图通过学术和思想实践

对两者进行整合。例如，进步知识分子开始探

讨如何将“适者生存”的观念与阶级斗争结合，

将个体的生存竞争转化为集体的革命动力。同

时，一些知识分子认为进化论的科学性可以为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提供支撑，借助科

学的外衣来增强马克思主义的说服力。在这种

探索过程中，进化论的影响逐渐让位于马克思

主义，但也为后者提供了某种科学视角的补充。

3 1930s 至 1940s 的马克思主义主导

地位确立

3.1 抗战与马克思主义的普及

抗日战争期间，马克思主义的影响逐渐扩

展至中国各阶层，尤其在共产党的宣传和抗战

组织工作中，马克思主义被用来解释民族解放

和社会解放的必要性。许多知识分子和普通民

众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为民族解放与

阶级解放密不可分。通过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

析，抗战被描述为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性斗

争，从而进一步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基础。

3.2 进化论影响的逐步减弱

在抗战和随后的解放战争中，进化论的影

响逐渐减弱，原因在于其理论难以有效回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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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的社会与政治需求。进化论的自然选择和个

体竞争观念难以激发广泛的革命热情，且其对

社会现象的解释力有限，无法像马克思主义那

样提供系统的社会变革理论。同时，在战时环

境下，国家和集体利益的优先性更加突出，这

也使得进化论中个体竞争的思想难以适应。由

此，进化论逐渐边缘化，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

位逐步确立
[4]
。

3.3 马克思主义主导思想地位的确立

延安整风运动是确立马克思主义主导思想地

位的重要事件。通过整风运动，毛泽东带领中

国共产党进一步规范了马克思主义在党内的

意识形态地位，强调其在理论和实践中的正确

性。同时，整风运动清理了思想中不符合马克

思主义的成分，明确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

中的指导作用。此后，马克思主义不仅成为中

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也逐渐影响了更广泛的

社会群体，使其成为中国革命的主流意识形态。

4 1949 年后的进化论与马克思主义关

系的余波

4.1 新中国建立后的意识形态调整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马克思

主义被确立为国家的主导意识形态，成为引导

社会、政治和经济各个方面的理论基础。在新

中国的建设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

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得到了进一步深化。而进化

论则被重新定位，其在意识形态中的地位明显

下降，仅作为一种科学理论继续存在，主要用

于生物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和教学。

4.2 进化论在科学和教育中的回归

虽然进化论在新中国的意识形态中逐渐

退居次要地位，但它作为一门科学理论在 20

世纪 50 年代后得到了恢复，特别是在生物学

和教育领域。随着对科学发展的重视，进化论

在学校的生物课教材中得以重新编入，成为科

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作为一种意识

形态，进化论在社会和政治领域的影响力被大

大削弱，更多地停留在自然科学的范围之内，

失去了与马克思主义在社会领域的竞争。

4.3 马克思主义主导意识形态的进一步巩

固

在新中国初期，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得到

了进一步的巩固和深化。通过开展一系列政治

运动和思想教育（如思想改造运动、土改运动

等），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和社会主义

建设理念深入人心，成为全国人民的主要思想

信仰。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对马克思主

义理论的不断推广，马克思主义不仅成为党内

的指导思想，也逐步成为全民的意识形态，在

社会的各个层面扎根并影响深远
[5]
。

结论

本研究回顾了1919年至1949年间进化论

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碰撞、以及消长

关系。从五四运动的思想解放到 20 世纪 30 年

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逐渐确立主导地位，进化

论和马克思主义经历了一段既相互竞争又交

融的过程。最终，马克思主义凭借其对社会变

革的解释力和实际应用性，在中国的革命和建

设中占据了核心地位，而进化论逐渐淡出意识

形态的主流，回归科学的范畴。进化论和马克

思主义在现代中国思想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

色。进化论在早期启发了知识分子的科学观和

改革意识，而马克思主义则推动了社会革命和

阶级斗争的实践。两者的消长关系不仅揭示了

中国思想界对西方科学与社会理论的吸收与

创新过程，也为理解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发展

提供了历史背景。马克思主义的确立为中国现

代化奠定了思想基础，而进化论的回归则反映

了科学与意识形态的重新界定，对当代中国的

科学发展和教育普及具有启示意义。

关于进化论和马克思主义关系的研究仍

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未来研究可以从以下几

个方向展开：一是考察进化论在当代中国科学

教育中的持续影响；二是分析马克思主义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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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背景下如何适应和创新；三是探讨科学

思想与政治意识形态的互动关系。此外，还可

以从国际比较的视角出发，研究中国在意识形

态多样化进程中如何处理进化论与马克思主

义的关系，为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思想发展提

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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