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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社会 :瞿秋白的和谐社会思想研究

梁化奎
(徐州工程学院 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中心 ,江苏徐州 221008)

　　摘要 :瞿秋白在批判旧社会、旧民主革命的过程中 ,产生了对构建一个民主平等、能够涵养爱心和诚信、人人

都能参与社会利益分配的“新社会”的向往和追求 ;在新俄考察期间 ,认识到真善美的理想社会 ,在于能够满足群

众的实际需要 ,物质与精神的协调 ;回国后 ,提出构建未来和谐发展的社会主义文明的理念 ,主张改进社会与自然

之间的关系 ,并对构建这一和谐新社会的途径进行了初步探索。这些认识和探索是留给后人的宝贵理论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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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世纪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

社会”的重大命题 ,体现了我们党作为执政党为人民

执好政、掌好权的自觉意识。自上世纪我们党成立之

初起 ,许多优秀的共产党人就不仅把建立和谐的社会

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作为毕生追求的社会理想 ,而且

执著地探索了实现这一理想的具体途径。他们由此

而形成的关于建设和谐社会思想中的许多见解 ,是前

人留给后来者的宝贵理论遗产。瞿秋白就是其中的

优秀代表者之一。

　　一、瞿秋白建设“新社会”思想的萌芽与初步

展示

　　瞿秋白建设“新社会”思想的萌芽 ,源于当时的社

会和家庭环境。瞿秋白的青少年时代 ,正处在中国社

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变化时期。当时 ,在北洋军阀

的黑暗统治下 ,动荡不宁、民不聊生的社会生活 ,引起

了瞿秋白对旧民主革命的不满 ,对百姓生活的关注。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均贫富”思想的影响下 ,他提出 :

“当今社会问题的核心是贫富不均”,“必须从‘均’字

入手”〔1〕70 。

瞿秋白亲身感受到对在一个充满死寂而又失序

的社会里 ,人的价值、尊严的沦丧 ,人与人关系的虚伪

和脆弱。社会上 ,人们过着一种枯寂无生意的生活 ;

家族中 ,因经济利益的冲突 ,亲情关系极不牢固 ,戴着

礼教的假面具面面相觑。这使他“心灵里虽有和谐的

弦”,却“弹不出和谐的调”,人与人的关系成了他心中

“一绝大的问题”〔2〕14、15 。为了摆脱这种噩梦的纠缠 ,

一时找不到出路的瞿秋白 ,不期然将自己的思想和性

情转移到了自然山水间 ,并从中体验到了一种和乐之

美。在他看来 ,自然向来不吝啬它的美 ,人只要能摄

取这种美。〔2〕16由此观照到现世 ,不由得引起他时常为

云影、落花而黯然神伤。

1917 年 9 月 ,瞿秋白考入北京俄文专修馆。京

城里“恶浊的社会现象”,触发了他对人与人的关系问

题的思考 ,并促使他从“为佛教人间化的愿心”〔2〕25 中

很快解脱出来。特别是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之后 ,他

在为当时一些进步期刊撰写的许多文章中 ,伴随着对

构建“新社会”的向往和追求 ,对缺乏诚信和关爱的封

建旧社会的批判 ,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的同

情和关注 ,向人们展示了对构建一个平等自由、能够

涵养爱心和诚信的“新社会”的认知理念。

在为什么要构建一个“新社会”的问题上 ,瞿秋白

指出 :人 ,无论怎样贫苦 ,怎样富贵 ,要求精神上的愉

快、安慰却是一样的 ;旧社会造成了人太多肉体上精

神上的痛苦 ,使人觉得没有一处是适意、合理的 ,因而

想要另造一个新社会〔3〕49、34、35 。他特别赞同伯伯尔 (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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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倍倍尔) 提出的一些关于构建“新社会”的思想。

譬如 , 在现存的社会制度下 , 不是人人都能过上托

尔斯泰所设想的适于天性而快乐的生活 ; 要普及这

样的生活于人人 , 就必须另造一个新社会 〔3〕77 。在

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新社会”的问题上 , 瞿秋白与

郑振铎等人在《新社会》旬刊发刊词中提出 : “我们

是向着德谟克拉西一方面 , 以改造中国的旧社会的。

我们改造的目的就是想创造德谟克拉西的新社会

———自由平等 , 没有一切阶级一切战争的和平幸福

的新社会。”〔4〕

关于“新社会”的基本内涵 , 瞿秋白认为 , “将

来的新社会”首先要能够“实现真正的民主 , 民治 ,

民本”〔3〕25 。而在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新社会”的选

择上 , 随着社会主义思潮的传播逐渐成为进步思想

界的主流 , 瞿秋白越来越倾向于“向着社会主义发

展”〔3〕56 。新社会应该是一个能够涵养爱心和诚信的

社会。瞿秋白认为 , 能否涵养“爱”是判断社会制

度好坏及个人行为善恶的一个固定标准 , 人们的意

识应当竭力往“爱”的方面发展 〔3〕69、37 。瞿秋白还指

出 : “生命和生活的权利是应当平等的 , 精神的生命

和生活的权利当然也是应当平等的”。〔3〕41对于那些生

活在社会底层“无知识技能的人”与所谓的“下等

人”, 瞿秋白给予了特别的同情和关注 , 不仅描述了

他们物质生活的艰辛 , 而且指出了他们精神生活的

贫乏。

关于要有创新精神和世界眼光。瞿秋白强调 ,

这就是 , 要“创造新的信仰、新的人生观、改革旧

制度、打破旧习惯”, 同时要有“世界的眼光”、“坚

毅的志向”。他认为 , “中国新社会的基础就建筑在

这上面”〔3〕52、9 。另外 , 对于伯伯尔提出的“以科学

技术的方法增进人类幸福”的观点 , 瞿秋白也十分

赞同。〔3〕79

　　二、瞿秋白建设“新社会”思想的拓展与

飞跃

　　1920 年 10 月 , 瞿秋白抱着尽一份引导中国社会

发展新道路的志向 , 赴十月革命后的“新俄”作采

访报道。从 1921 年初至 1922 年底 , 瞿秋白对俄国

人的新社会建设事业作了实地考察。他发现 : 共产

党作为新社会建设事业“政治上的主干”, “办事热

心努力”,“精神非常之好”〔3〕204、227、248 ; 在新俄国实行

民族平等的原则 , 所谓殖民地、宗主权已成为过去 ;

这里有免费的幼稚园 , 政府还在设法缩小社会成员

之间的收入差距 ; 在中国不过是“老妈子”的女佣 ,

在这里却可以和医学博士携手同歌 ; 等等。总之 ,

新俄呈现出的“那一种纯朴自然 , 新生的内力 , 活

泼泼地向上的气象 ,”〔3〕422 给瞿秋白以深刻启示 , 使

其对“新社会”的认知和设计有了一个质的飞跃。

(一) 探讨了构建“新社会”的历史文化基础和

进路问题。瞿秋白指出 : “中国社会组织 , 有几千年

惰性化的 (历史学上又谓之迟缓律) 经济现象做他

的基础”, 受传统家族式生产制等不利因素的影响 ,

“历史的迟缓律因此更增其效力”〔2〕13 。进入近世 , 国

人从睡梦中醒来 , 逐渐的的确知道“要”了 ; 可是

由于不懂得现代科学的方法 , 仅有热烈的主观的愿

望 , 面对漫天飞舞的新思潮难免眼花缭乱 ; 一些在

西方已成重新估定价值的东西 , 国人却还觉得很新

鲜〔2〕247、29 。由此看构建中国“新社会”的进路 , “经

济生活 , 生产方法不变 , 一方面既不能有文化的要

求 , 以进于概括而论的文明 ; 另一方面更不能有阶

级的觉悟 , 担负再造文物的重任”; 再者 , 处在东西

文化既相交流又有冲突之际 , “新社会”的构建既不

能固执自我的文化性不善融洽适应 , 又不能以牺牲

民族的个性为代价去附庸所谓的“新派”, 惟有在推

进社会进步的过程中排除困境 , 主动进取〔2〕57、212 。

(二) 揭示了由谁来领导“新社会”的建设及其

前进方向的问题。瞿秋白对比、分析了无产阶级和

资产阶级在中西社会中的各自表现 , 认为中国资产

阶级标榜的“自由平等”革命 , 并没能建立起真正

的共和国 ; 五四运动后国人的普遍觉醒 , 无产阶级

力量的日益壮大 , 社会主义思潮的广泛传播 , 都深

刻表 明 中 国 “未 来 的 时 代 将 是 社 会 主 义 时

代”〔3〕167、173 。在西方 , 资产阶级在文艺复兴时期创造

的“人间美”, 已经暴露出它的市侩气 , 已渐渐“恶

化 , 怠化 , 纵恣化”,“创造的内力已自趋于磨

灭”〔2〕117 。因此 ,惟有作为先进生产力代表的无产阶

级方能负起改造社会的责任 ,“独有无产阶级的组织

力经济力政治力之增长 ,乃是新社会的基础”〔3〕426 。

(三) 指明了构建“新社会”的理论指导及实践参

照系。瞿秋白指出 :马克思的理论学说指明了创造无

产阶级文化和人类文明的新道路 ,俄国人正是按照这

个学说来建设自己的新社会的 ,按其性质和意义来

说 ,他们的经济和政治建设的总方向是国际主义的 ;

中国人民尽管现在还不完全了解俄国人的社会建设

事业 ,但是相信“不久的将来我国人民也将能掌握和

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原则”〔3〕176、177 。瞿秋白目睹了

俄国无产阶级创业的艰辛 ,他指出 :“在俄罗斯这样一

个国家里要实行共产主义 ,真是伟大而且艰巨的‘工

程’呵 !”同时又说 :“共产主义从此不能仍旧是社会主

义丛书里一个目录了”;“中国人亦应当用一用心 ,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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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革命史是一部很好的参考书呵。”〔3〕228、229、230

经过在上述几个主要视角下的考察研究 ,瞿秋白

深刻认识到 :抽象的“真”、“善”、“美”的理想社会 ,决

不会像飞将军似的从天而降。“一切真理———从物质

的经济生活到心灵的精神生活———都密切依傍于‘实

际’, ⋯⋯理想的天国 ,不在于智识阶级的笔下 ,而在

于劳工阶级实际生活上的精进。心灵的安慰 ,物质与

精神的调和”〔2〕52 。现实中的“新社会”理应是一个“交

融洽作”、“集体而又完整的社会”;在此社会之中 ,家

庭里有“亲切高尚优美的生活 ,娱乐”,社会上则有一

“爱”“以系连之”〔2〕213、224、222 。值得一提的是 ,在新俄考

察期间 ,俄国独特的地理风貌和人文环境 ,丰富了瞿

秋白对人与自然间关系的认识。他崇尚“自然当与人

生相融合”的观念 ,还曾引用印度哲人泰戈尔的话说 ,

“人与自然 ,个性与社会的协调 ,为将来的文化”。瞿

秋白认为 :“人远离包涵万象的自然 ,舍弃永久的基

础 ,只在人造的铁网间行走 , ———这或是跳舞矫作姿

态时 ,或是乘橇下峻坡耳 ;他不得不步步勉力自求保

持身量之均势”;人与自然之间 ,“不能永久如此”,也

不应“如此勉强”〔2〕225、222 。

　　三、瞿秋白建设“新社会”思想的全面展开

　　1923 年 1 月 ,瞿秋白带着对建设美好新社会的殷

切向往、带着在新俄考察研究的“所得”回到国内 ,不

久便进入中共中央宣传委员会工作。为了增强马克

思主义所昭示的社会理想的感召力和凝聚力 ,他充分

发挥在理论宣传方面的特长 ,努力把中国共产党的最

高奋斗理想与最低行动纲领结合起来 ,对中国的新社

会建设事业 ,作出了合于时代精神和历史要求的大胆

设计 ,在一个新的平台和高度上向人们揭示了构建和

谐的社会主义文明的认知理念。

(一) 建设社会主义的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客

观要求。瞿秋白指出 :在中国传统社会 ,“无为”而治

是人们向往追求的最高社会理想 ;然而进入现代社会

以后 ,“即使承认无为的世界为最幸福的 ,亦不能于现

实生活里寻到恢复他的方法”;而在现存的资本主义

制度下 ,作为其社会思想里最重要学说的所谓抽象的

平等观念也已是很旧的了〔5〕280、349 。在资本主义社会

之中 ,“因现存的私有生产制度 ,自由的发财制度 ,不

断的造成贫富分化的阶级”〔3〕426 ,建立在这一制度之

上的科学文明 ,不仅“不能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反因此新文明的影响而更不平等”;在此情形下 ,人

类文明的发展必然要“导此文明更进一步”,也就是要

“夺取此文明以为利器而创造新文明”〔5〕275、271、272 ,即创

造“社会主义的文明”〔5〕284 。

(二) 社会主义文明是求得各方面和谐发展的崭

新文明。瞿秋白指出 :无产阶级追求的社会理想 ,绝

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均产主义”,而是在“尽量发展生

产力”基础上 ,“令人人都能享受脱离私产束缚之自由

及涵养知识文化之权利”,进而渐进实现“各尽所能各

取所需的共产社会”〔3〕427 - 428 。这一理想的实现意味

着 :“科学愈发明 ,则体力劳苦的工作愈可减少 ,全社

会的福利愈可增进 ;物质文明愈发达 ,经济生活愈集

中 ,则精神文明愈舒畅 ,文化生活愈自由 , ———为‘求

生’的时间愈少 ,则为‘求乐’的时间亦愈多了。那时 ,

才有真正的道德可言 ,不但各民族的文化自由发展 ,

而且各个人的个性亦可以自由发展。”〔5〕25到那时 ,“人

类共同生活的习惯极自然极活泼 ,丝毫不用约束 ,而

互助互爱变成风俗”〔5〕582 - 583 ;人类在一种“圆满的社会

关系”下 ,“已经可以不单为适应环境或改良物质生活

而工作 ;工作的结果已经无足轻重 ,而工作的过程反

成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人的必需品了”〔5〕279 。瞿秋白深

刻指出 :现代技术文明固然“能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成一新形式”,但是 ,“此种发展决不能是社会主义的

唯一的基础”,惟有“求得各方面谐和的发展”,那时才

能得到人类的真正解放 〔5〕277、282 。由此 ,瞿秋白勾画出

一幅建设未来和谐的社会主义文明的蓝图。他说 :

“社会主义的文明 ,以扩充科学的范围为起点 ,而进于

艺术的人生 , ———集合的谐和的发展”;“社会主义的

文明是热烈的斗争和光明的劳动所能得到的 ;人类什

么时候能从必然世界跃入自由世界 , ———那时科学的

技术文明便能进于艺术的技术文明 ;”“那不但是自

由的世界 ,而且还是正义的世界 ;不但是正义的世界 ,

而且还是真美的世界 !”〔5〕282、284

(三) 社会与自然应当协调发展。瞿秋白指出 :单

是认为社会是由“流变”不辍的人与人的关系构成的 ,

“是不够的”;“假使人类社会对自然界是个体 ,自然界

是人类社会的环境 , ———那么 ,社会便应当适应自然

界。如果社会不能适应环境 ,社会便要毁灭”〔5〕467、468 。

还认为 ,人类在不断“破毁旧制”、“创造新制”的过程

中 ,“一方面固然破毁旧制度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

别方面亦就是改进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5〕149 。那

么 ,社会应当如何去适应自然界呢 ? 他指出 :社会的

基础是人与人之间“劳动的联系”,社会要适应自然

界 ,必然就要变革社会内部的劳动关系〔5〕468、469 。

(四) 关于创建新社会的具体途径。瞿秋白首先

强调了中国在内无民主、外无主权的背景下 ,必先解

决进行社会革命这个先决条件。他指出 :“经济制度

没有根本动摇的时候 ,社会意识里决没有‘法律之前

人人平等’的观念。”〔5〕350 因此 ,要创建社会主义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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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社会 ,“则非以革命的方法不能行 ,实际上不得不

诉之于强力”〔3〕432 ,他还说 :“中国的新的文化生活

———几万万群众的文化生活 ,固然要在残酷的政治经

济斗争之中 ,才能开辟自己的道路。”〔2〕494 这样 ,待到

“社会革命渐次完成改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之后 ,技

术发展的途径便大不同了”,“精神文明自然也能改

善 ,以至于‘大同’。人生的体育、智育都可以充分的

得科学之助 ,而尤其是社会的组织 ,可以时时按科学

的原理而变易”〔5〕283 。

其次 ,指出大革命时期戴季陶提出的通过诱发资

本家的“仁爱的性能”和知识阶级“智勇兼备以行仁

政”的热诚 ,以“使世界人类进于大同”的观点 ,不过是

“空想”〔6〕321、331 。瞿秋白认为 ,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所

采取的和平宣传、模范示范的方法也是不切实际的 ,

“欧文的讲坛以外的实际生活教给工人别一个结

论———工人应当用别一种方法达到自己的福利 ,建设

人类将来最光明的新世界。”〔2〕296、297

第三 ,强调发挥文学艺术在促进社会变革中的作

用。瞿秋白指出 :“文学是民族精神及其社会生活之

映影 ;文学家的心灵 , ⋯⋯若是真能陶铸锻炼此生活

里的‘美’而真实的诚意的无所偏袒的尽量描画出

来 , ———他必能代表‘时代精神’,客观的就已经尽他

警省促进社会的责任。”〔2〕255 在瞿秋白看来 ,文学具有

“引导着人类的文化进程 ,和人生目的”〔7〕234 的重要作

用。为此 ,他呼唤文学家自觉担负起引导社会进步、

创造人类新生活的责任。

第四 ,既要创造 ,就要有研究。瞿秋白指出 :“宇

宙间及社会里一切现象都有因果可寻 ; ———观察、分

析、综合 ,因而推断一切现象之客观的原因及结果 ,并

且求得共同的因果律 ,便是科学。自然科学用这种方

法去研究自然界物质的相互关系或动作 ;社会科学便

用这种方法来研究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或

动作。”〔5〕544 总之 ,“社会现象既在科学的因果律范围

之内 ,我们便可以研究到将来社会。”〔5〕282

综观瞿秋白关于构建“新社会”的思想 ,可以发

现 ,和谐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关键词 ;人与人的关系问

题是贯穿其中的一根主线 ;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的

关系 ,始终是一个重要话题 ;构建和谐的社会主义文

明 ,则是其终生为之奋斗的社会理想。

〔责任编辑　晓　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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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 w Society : Qu Qiubai’s Idea on Harmonious Society

Liang Huakui
Abstract :In t he p rocess of criticizing t he old social system and t he old democratic revolution , Qu Qiubai

desired to p ursue a new society wit h democracy and equality , wit h loving care and good fait h , and t he

right for everyone to benefit f rom social interest s. During his visit to Soviet Russia , he realized t hat an i2
deal society should meet t he needs of t he masses , and should coordinate t heir material and spirit ual

needs. When he ret urned to China , he p ut forward t he idea of building a f ut ure socialist civilization with

harmonious develop ment s , holding t hat t he relations between society and nature should be improved and

made an initial exploration on t he approaches of building such a harmonious new society. Such cognition

and exploration are a great theoretical legacy he lef t behind him.

Key words :Qu Qiubai ; news society ; harmony ; cogn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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