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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本書以陳獨秀後期（1921 ～ 1942）報刊言論實踐與思想為主要研究對象，從新聞傳播史的

視角梳理其發展脈絡，在此基礎上深入探討其獨具個性的思想。

緒論闡明了本研究的價值與意義，對國內外研究現狀做了綜述，對研究重點與難點、創

新點、關鍵概念及相關問題做了說明。

第一章概念理清。梳理「革命」、「報刊革命」與「陳獨秀的報刊革命」等概念，指出雖

然陳獨秀後期的黨派立場一變再變，但「革命」始終是陳獨秀後期報刊言論實踐與思想的「主

題」。

第二章主要討論陳獨秀中共時期的報刊實踐與思想。這一時期，陳獨秀利用其文字宣傳所

長，通過創辦、指導各類黨報黨刊，在黨內外刊物上發表大量的文字，有力宣傳了馬克思列寧

主義，並通過理論的宣傳促進了組織的發展。可貴的是，面對革命的「框限」，陳獨秀的報刊

文字實踐仍表現出啟蒙的「色調」，表現出啟蒙思想家批判、反思與獨立思考的特質。

第三章主要討論陳獨秀托派時期的報刊實踐與思想。在梳理陳獨秀托派報刊實踐與特點的

基礎上，討論陳獨秀所「迷信」的「黨內民主」與托派內部永無休止的路線「爭辯」，「少數派

的自由」與托派組織「統一」、「分裂」之間的內在關聯，指出這不僅讓陳獨秀難有實際的革命

動作，也讓其逐漸偏離了中國革命的主航道。然而，雖然囿於托派，陳獨秀還是表現出一定的

思想的獨立性，這預示著陳獨秀終將脫離托派成為只代表其個人意見的「終身的反對派」。

第四章主要討論陳獨秀晚年時期的言論實踐與思想。在梳理陳獨秀晚年報刊言論實踐的基

礎上，討論陳獨秀晚年「只注重個人獨立的思想」、「終身的反對派」及其與言論自由之間的關

聯，指出陳獨秀「貢獻」了一條獨特的「思想進路」，體現了思想家獨立思想的本色。

結語主要對陳獨秀後期報刊言論實踐與思想的獨特價值與意義做了評析。在民主主義、愛

國主義、自由主義三個方面，陳獨秀的思想文字與實際行動在中國近現代史上都是「獨特」的，

在推動歷史發展的同時，也時刻警醒全體中國人，是近現代中國的「播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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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紀 30年代中期，陳獨秀在南京獄中創作《金粉淚》五六十首七言絕

句組詩，其中最末一首絕句為「自來亡國多妖孽，一世興衰照眼明。幸有艱

難能煉骨，依然白髮老書生」。儘管南京獄中並不是陳獨秀人生歷程的終點，

但該首絕句形象地點出了陳獨秀對自己個人一生的「定位」――「白髮老書

生」，陳獨秀終其一生都在思考、探索救國救民的理想之路。在中國的歷史與

文化語境中，「書生」通常是個雖有理想卻又無力的悲劇性形象，而「老」字

更平添了「蒼涼」與「悲」的色彩。毋庸諱言，陳獨秀在中國近現代革命過程

中乃至中國近現代歷史中就是這樣的悲劇性人物。 

從行動尤其是革命的行動與結果來看，陳獨秀確實是「失敗」了，然而，

行動與結果的「失敗」是否意味著指導其行動的「思想」也「失敗」了呢？如

果從成功的實踐緣於正確的理論來看，中國共產主義革命的結果已經充分證

明了陳獨秀後期革命思想的「失敗」。問題是，思想既源於現實也超越現實，

行動無法脫離現實，思想卻可以超越現實。從這個意義層面看，陳獨秀「失

敗」了的思想仍有討論的必要。另一方面，陳獨秀是中國歷史上最為傑出的

啟蒙思想家之一，這意味陳獨秀「卓越」的思想能力，這種「卓越」的思想能

力與其失敗的革命思想和行動之間存在的關聯性也是值得討論的。這既是本

書的研究價值，也是本書的研究中心。 

以後世嚴密、系統的學理予以審視，陳獨秀的思想（無論前期的啟蒙時

期還是後期的革命時期）不可避免地呈現出各種「缺憾」。事實上，有關陳獨

秀的思想尤其是後期革命過程中的思想「缺憾」的討論有很多，其中又以陳

獨秀思想與行動轉變的討論為最多，用汗牛充棟形容並不過分。然而，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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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卓越的啟蒙思想家與終身的思想者，陳獨秀在不同時期思想雖有轉向並

不可避免地帶上某些「缺憾」，但其思想轉變背後應該存在內在的邏輯上的連

貫性。本書在承認陳獨秀思想缺憾的基礎上，努力以「同情地理解」找尋、分

析其思想演變背後的邏輯上的連貫性。簡單來看，這種邏輯上的連貫性是陳

獨秀思想的獨立性（獨立的思想），是陳獨秀獨特的「思想進路」決定了其思

想和行動的轉變與自反。 

基於以往研究成果較少關注這一層面，又因為陳獨秀後期尤其是托派時

期史料的缺乏，這讓討論陳獨秀後期報刊革命過程中的獨立思想頗有難度，

也讓本書對陳獨秀「思想進路」的嘗試性討論帶有「自說自話」的「建構」特

徵，也由此給人一種「翻案」的色彩。陳獨秀是公認的中國近現代史上最富

爭議性的人物之一，這決定了把陳獨秀還原為有血有肉的「歷史人物」將是

一個長期的過程，也決定了陳獨秀研究尤其是有關陳獨秀思想與行動轉變的

研究必然存在不同的意見。因此，儘管存在上述不足，作者仍期待本書能夠

有助於豐富對陳獨秀的認知，能夠豐富陳獨秀的研究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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