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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中国的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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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瞿秋白从苏俄回国后 ,针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文化侵略—— 这一新的侵略方式 ,从

理论上初步揭示了帝国主义文化的含义、表现形式及其反动本质。 他以大量的事实深刻揭露了

帝国主义文化的隐蔽性、欺诈性、反动性特征 ,并从多方面指出了这一新的侵略方式给中国社会

带来的严重影响与危害。 尤其对包含着奴化思想的“奴隶的心”和“走狗”的文化心态 ,作了较为

深刻的剖析。 他的这些思想警示世人 ,对帝国主义切不可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关键词　瞿秋白 ; 帝国主义 ; 帝国主义文化 ; 文化侵略

中图分类号: K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105X( 2000) 03-0104-05

抗战中期 ,毛泽东在论及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时 ,曾经指出: “在中国 ,有帝国主义文化 ,这

是反映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统治或半统治的东西。这一部分文化 ,除了帝国主义在中国

直接办理的文化机关之外 ,还有一些无耻的中国人也在提倡。 一切包含奴化思想的文化 ,都

属于这一类。”他还进一步指出:对于新的政治经济文化力量来说 ,旧的政治经济文化“是由

两部分合成的 ,一部分是中国自己的半封建的政治经济文化 ,另一部分是帝国主义的政治经

济文化 ,而以后者为盟主。 所有这些 ,都是坏东西 ,都是应该彻底破坏的。”
[1 ] ( PP. 694 - 696 )

在这

里 ,毛泽东不仅科学地界定了帝国主义文化的概念、属性和成份 ,而且指明了它在旧中国的

统治地位 ,以及未来命运。 这是有关帝国主义文化的精典论述。

瞿秋白是我党早期才识卓越的领导人之一 ,他为无产阶级文化建设事业做了大量开拓

性、奠基性工作。表现在对帝国主义文化的认识上 ,受多方因素的影响 ,虽然没能达到像毛泽

东那样高度概括的精深程度 ,但却是比较系统地从理论上和事实上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中

国给予揭露与批判的第一人。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 ,在“东方文化派”极力宣扬中国封建社会之旧文化 ,“欧化”派盲目

推崇西方文化 ,且这样两相矛盾的倾向忙于相互攻击或是相互调和的时候 ,很少有人关注到

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文化侵略。 而恰是在这一时期 ,从苏俄回国不久的瞿秋白 ,却连续在中

共中央理论刊物《新青年》、《前锋》上发表了《〈新青年〉之新宣言》、《东方文化与世界革命》、

《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各种方式》一组理论价值厚重的文章。 在这些于揭露和批判中重在构

建、于新文化建设史上颇具奠基意义的文章中 ,以及他在后来大量发表的时政言论、文艺评

论中 ,瞿秋白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中国的事实 ,从多方面给予了揭露与批判。

瞿秋白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各种方式》中指出:资本主义发展至帝国主义阶段 ,更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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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实质上的揭露 ,也是对这一新的侵略方式之危害的透彻说明。这对唤醒民众 ,促进民族意

识的觉醒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说到帝国主义文化侵略中国的危害 ,在瞿秋白看来 ,它所造成的 最大、最严重的后果 ,

是它豢养培植了一部分中国人的奴化思想。而且 ,在一些中国人的心中这种奴化思想已有了

它的“根”性。瞿秋白在这方面的认识 ,显然与后来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帝国主义文

化揭示中的一些观点有相连相合之处。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瞿秋白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

作出了贡献。

1925年 5月以上海为中心全国爆出了声势浩大的五卅运动 ,这是继五·四运动后又一

次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为了总结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斗争的历史经验 ,为人们指明

反帝斗争的前途 ,运动过后 ,瞿秋白在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上发表了《义和团运动之

意义与五卅运动之前途》一文。在这篇文章中 ,瞿秋白指出了义和团运动“很多的”缺点 ,同

时 ,对这场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给予了高度评价。他指出: “他们这种反抗的精神是

非常之可敬的。”而西方列强却以保护在华利益为借口 ,对中国进行了所谓的“惩罚战争”。这

一战争的结果 ,实际上使中国成了列强的共同殖民地。然而“帝国主义的胜利 ,还不止此。”在

瞿秋白看来 ,庚子、辛丑之后 ,帝国主义者还“在思想上征服了中国”。表现在“一般`士大夫’

和`文明人’从此绝口的断定`拳匪’是野蛮的暴徒 ;帝国主义者教训中国人应当怎样服从外

国人 ,怎样遵守所谓`国际公约’ ,怎样尊重外人的生命财产…… ,中国人都伏伏贴贴的遵从。

从此以后 ,稍有反抗侵略思想 ,便是`排外’ 、`拳匪’ 、下流社会的无知愚民 ;政治上、舆论上、

社会上 ,无不以外人的一言为重 ;直到辛亥革命 ,各派政党都争以保护外人生命财产为荣 ,未

求民众的赞助之前 ,先求外人承认他是`适当的’ 、`训服的’代理外人管理中国的统治者。这

种心理和`舆论’ ,便做了好几十年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 [3 ]( P. 344 )瞿秋白这段论述的

意义 ,不仅在于他指出了帝国主义以强权为依托 ,对中国进行了文化侵略的事实 ,重要的在

于他为那些已被征服了“思想”的中国人 ,最先勾画出了一幅“奴相”。

从社会学、文化学角度上讲 ,上述现象实质上反映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一种病

态的社会心理 ,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一种失衡倾斜的文化心态。因此 ,就新文化的建设来说 ,对

这种体现中国人奴化思想的东西予以彻底的破坏 ,是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中国斗争中不

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方面 ,瞿秋白自从回国后 ,始终是以一个无产阶级精神界之斗

士的形象 ,出现在当时文化战线上斗争的最前沿的。 尤其在三十年代初期 ,他和鲁迅一起参

与并指导了左联文化运动 ,在反对形形色色的反动文艺思潮时 ,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下的中

国人的奴化思想 ,给予了辛辣的讽刺 ,无情的揭露 ,并提出了有名的“挖心”说和“走狗”说。

所谓“挖心” ,就是要挖掉奴隶的心。瞿秋白指出:在中国由于内有封建宗法社会之旧文

化温床的培育 ,外有帝国主义列强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侵略的威临 ,加之那拂之不去的近代

以来战败、割地、赔款的历史阴影 ,这些都不能不影响社会心理发生某些变化 ,进而逐渐生出

奴隶的心来。反映在文化心态上 ,奴隶的心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的倾斜: 首先 ,是它对外

来侵略势力的承认、遵从、适应。这在前文引用的瞿秋白在《义和团运动之意义与五卅运动之

前途》的论述中 ,可以得到验证。其次 ,是它对所谓“济世英雄”出现的幻想与等待。瞿秋白在

《吉诃德的时代》中说: 在西方 ,随着中世纪末一部《董吉诃德传》的出现 ,人们早已“把西洋武

士道笑尽了。”而现时一些中国人的思想却仍旧被中世纪的“剑仙在统治着”。 相信武侠的他

们虽然“多得象沙尘一样” ,可是这却是“一盘的散沙”。他们各不相问、各不相顾 ,“他们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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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淆乱。更由于帝国主义在侵略中国的方式上变迁复杂 ,往往“各种俱施” ,这便“弄得中国平

民眼花缭乱 ,不知是敌是友。”实际上“帝国主义侵略之种种方式无一不侵害中国之经济发

展。” [2 ]( PP. 23 - 39 )帝国主义不仅不会容允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 ,而且客观上它已成

为“中国社会退向封建制度的重要原因。”它对殖民地不但表现为直接的“经济上政治上的侵

略” ,还扰害那里的法治 ,竭力阻止那里的人“研究真正的科学 ,唯恐弱小民族因真的科学文

明而强盛。”“所以不去尽帝国主义的一切势力 ,东方民族之文化的发展永无伸张之

日。” [2 ]( PP. 15 - 18 )一些中国人妄信帝国主义列强标榜宣传的“人权”、“公理”、“人道主义”、“自

由平等博爱”之类的东西 ,有的甚至“还恨不得请美国公使代理中华民国大总统呢! ”可是要

知道: “必定要有了自主之权才讲得到`善恶’ ;必定要显示权力之后才有公理。”对那些还在

相信帝国主义者能够帮助中国争得“人道主义” ,或是希望帝国主义者能够“回心转意” ,而对

其抱有幻想的中国人 ,瞿秋白愤呼道: “可以醒了! ! ” [2 ]( PP. 23 - 39 )

历史是一面镜子。 从新老殖民者对旧中国的种种凌辱、侵略 ,到当代某些西方国家对中

国主权的种种侵犯、干涉 ;从帝国主义者不得不放弃直接的武装干涉 ,到大搞“和平演变”、

“贸易制裁” ,在“人权问题”上旧调重谈、大作文章 ,乃至又重新回到军事上 ,诉诸武力炸我使

馆。透过瞿秋白历史上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中国的揭露 ,我们至少可以得出这样两点启示:

一、帝国主义侵略它国的方式可因时因地、同时同地有所变化 ,但帝国主义的反动本质

并没有变。表现在文化侵略上 ,他们并没有完全放弃过去所坚持的标准。正如毛泽东揭露的

那样:在帝国主义者看来 ,“从事精神侵略 ,也算一项`友谊’的表示。”“美国老爷的逻辑 ,就是

这样。” [ 6] ( PP. 1506 - 1507 )因此 ,在是“`友谊’ ,还是侵略?”这一问题上 ,历史表现出了它的连续

生。这就决定了人们对这个问题认识 ,也必然有着历史的连续性。那些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

的、正确的和错误的观点 ,还会在当今的现实生活中有所反映。然而不管怎样 ,历史告诉我

们 ,对帝国主义切不可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二、反对帝国主义文化是与反对封建文化不可分割的。瞿秋白说: “宗法社会及封建制度

的思想不破 ,则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无法抗拒”。
[ 2] ( P. 18)

为此 ,他曾对封建社会之旧文化进行了

猛烈的抨击 [ 7]。从瞿秋白对帝国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包含着奴化思想的“奴隶的

心”和“丧家的”或者“不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的揭露与批判来看 ,也充分反映了这一

点。他认为 ,中国人奴化思想的生成固然有外因的作用 ;但它的温床 ,却是封建文化。毛泽东

后来曾精辟指出: “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 ,它们结成文化上的反

动同盟 ,反对中国的新文化。”不把这两类反动文化打倒 ,“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

的。” [1 ]( PP. 694 - 696 )当前 ,一些旧的封建文化恰有死灰复燃的现象。 彻底清除人们思想观念上

的封建意识 ,也尤显任重道远。这些消极因素的存在 ,无疑是进一步解放思想 ,建设有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文化进程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障碍。

总之 ,当我们面对这些处在历史和现实交会点上的问题时 ,有必要认真总结一下前人的

认识成果。它能够为我们提供可资借鉴的历史智慧 ,其中许多醒世警言 ,今天看来仍不失真

金的价值与份量。 这在瞿秋白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中国的揭露中 ,即可得到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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