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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中国的揭露

梁化奎
(彭城职业大学 ,江苏 徐州 2210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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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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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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矿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0年第 3期　　　 Journal of China University of M ining & Technolog y( Social Sciences )　　　 2000年 9月



狂地向海外侵略征服殖民地 ,是帝国主义进程中不可避免之现象。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的侵

略 ,一般分为四个步骤: “一、强辟商场 ;二、垄断原料 ;三、移植资本 ;四、文化侵略。”此四个步

骤也即帝国侵略殖民地的四种主要方式。但是必须指出 ,帝国主义在将此四种主要侵略方式

用之于殖民地时 ,并非是照步旧搬、拘泥不变的。各国往往依其自国资本主义发展之程度而

异其侵略之方式 ,又依世界经济变更之动象而异其相对之关系。所以“帝国主义侵略殖民地

之形式、方法可以因时因地而不同” ;“同时同地亦可以有错综互用的现象。”就帝国主义侵略

中国之各种方式来看 ,欧战之后 ,文化侵略的倾向可谓是一种“最新的形式”。
[2 ]( PP. 23 - 39 )

对这一新的侵略方式 ,瞿秋白剖析说:帝国主义为了适应对殖民地政治上统治、经济上

掠夺的需要 ,往往在文化上“竭力综合现代市侩的心理 ,暗地里建筑成一个系统”。 这个系统

通过设立教会、学校 ,办报纸、慈善事业 ,召开国际会议等形式表现出来 ;在内容上不外乎是

“自由平等博爱”、“实业救国”、“人道主义”、“和平发展”之类的论调 ,或是放弃赔款、“温和

的”国际政策等等。这其中自然也杂揉着“一点儿科学 ,一点儿宗教 ,一点儿道德 ,一点儿世故

人情 ,一点儿技术知识”这些看上去“色色都全 ,可是色色都不彻底”的东西。[2 ] ( PP. 145 - 146 )由

此可见 ,这个系统从一开始就具有很强的隐蔽性、欺诈性特征。然而 ,从公开地掠夺到渐离军

事行动 ,以至于纯粹经济的、文化的侵略 ,帝国主义侵略方式的这种变化 ,“其最终目的都在

于强合此殖民地于其自己的经济机体 ,其普通性质又总是反乎一切`自由’原则的强权。”而

且“往往形式上愈缓和 ,而实际上愈狠毒。” [2 ] ( PP. 23 - 39 )

从上述论述可以看出 ,瞿秋白对帝国主义文化这一概念 ,并没有十分明确的理论表述。

但却不难发现他在这方面所作的努力 ,尤其是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中国反动本质的揭露 ,可

谓一针见血。在这点上 ,应当说在那个年代若没有相当的理论功底和社会实践斗争的实际磨

炼 ,是不会有这般认识、把握的。 不仅如此 ,瞿秋白还以那个年代发生在身边的大量事实 ,进

一步揭露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文化侵略。

在《东方文化与世界革命》中 ,瞿秋白揭露说:在一部分中国人看来 ,那些在中国从事宗

教、教育“事业”的外国人 ,他们“似乎是文化的宣传者。”然而 ,只要看一看他们在中国的所作

所为 ,便不难看清他们的真面目了。 他举例说 ,在美国人在中国设立的学校里是要讲标榜着

自由、平等的美国宪法的 ,可是当美国走私商因走私与中国关卡士兵发生冲突被误伤致死

时 ,美国政府便不惜以改变对华政策为要挟 ,庇护这一犯法的人。 美国在中国所设的青年教

会自诩为文化机关 ,的确 ,是他们教会了中国学生踢球、打球 ,可等到和美国兵赛球赢了他的

球时 ,中国人就该吃他的巴掌了。而住在租界里的人 ,连看一本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书都要

被捉到巡捕房 ,请问“真正民主共和国”的民主在哪里? [2 ] ( PP. 17 - 18 )瞿秋白在《帝国主义侵略

中国之各种方式》中明确指出:帝国主义拿一些暧昧不明的政策抛之与中国 ,不过是为了“欺

罔中国平民 ,诱惑`大资产阶级’ 的假民主运动。”所谓放弃赔款“无意之中造成亲美派留学生

的政治势力”。而遍处设立教会、学校 ,办报纸、慈善事业 ,“不但现时他能够控制中央政府做

侵略全中国的事业 ,而且还能改制中国人的心肺 ,贿买整个儿的阶级 ,预备做他将来的`代理

统治者’ ;他能有很大很多的机关报 ,`洋大人’的舆论每每足以影响中国日常的政治生活 ;凡

此一切都大足以威临中国之人心”。 所以 ,当一位美国人在上海一所教会学校里拍桌蹬地骂

中国学生: “既入教会读书 ,应当断绝国家关系 ,` 爱国 ’二字断无存在之余地”时 ,自己便

“一语道破了这种`文化 ’ 的黑幕。” [2 ] ( PP. 23 - 39 )由此反映出帝国主义文化不仅具有很强的隐

蔽性、欺诈性特征 ,而且还具有反动性特征。瞿秋白的这些省察既是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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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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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着英雄 ,他们各自坐着 ,垂下一双手。”因为他们相信“济贫自有飞仙剑 ,尔且安心当奴

才”的古训。 现实的生活中 ,且不说那中国的西万谛斯是否“还是在摇篮里呢 ,还是没有进娘

胎?! ”只要看看为一些中国人等待出现的英雄所侍候的主人 ,“那么 ,英雄的本身也就可想而

知的了。”
[4 ]( PP. 376 - 378 )

第三 ,是它总喜欢用“固有文化”的伪梦骗人骗己。瞿秋白说: 中国人

“最爱讲究国粹 ,而国粹之中又是越古越好。” [4 ]( P. 403 )这些中国人总喜欢用“固有文化”的伪

梦骗人骗己 ,其实他们“何尝不知道什么`中国固有文化’咒不死帝国主义。” [5 ]( P. 82 )然而他们

偏要“叫魂”似的高喊“民族的意识” ,仿佛得了什么秘诀。固然民族是有意识的 ,而且由于“民

族先生生病 ,也非得叫魂不可。 但叫魂者 “
·
叫
·
醒
·
民
·
族
·
的
·
灵
·
魂
·
是
·
为
·
了
·
巩
·
固
·
奴
·
婢
·
制
·
度

” , [4 ]( PP. 382 - 383 )这便是叫魂者预置的圈套了。

瞿秋白认为 ,在帝国主义的侵略下 ,奴隶的心不但军阀、绅士、小资产阶级、落拓的青年

学生有 ,“就是在工人的肚子里也会有。”他深入剖析说: “`奴隶的心’其实比圣人的心还复杂

得多。”中外大小财神“把穷人的心拗过来 ,弯过去 ,扯得长 ,拉得紧 ,四面八方戳了许许多多

的洞 ,真正是`千锤百炼’ ,弄得个奇形怪状。”当你想摆脱的时候 ,财神爷还会“叫你的奴隶的

心 ,形式上变换了一个样子 ,而奴隶的根性仍旧保存着。”在这种情形下 ,仅有忏悔是不够的 ,

必须努力去“挖掉一切种种奇形怪状的奴隶的心。”而且“越挖得干净 ,斗争的胜利越有把

握。”
[4 ]( PP. 409 - 410 )

所谓“走狗” ,是指中外大小财神的走狗。瞿秋白指出:人、狗之间本是有别 ,但是处在“
·
谁

·
的
·
洋
·
钱
·
多 ,

·
神
·
通
·
大 ,

·
谁
·
是
·
主
·
子 ”的时代 ,于是便有了财神和奴隶的心 ,也就有了走狗。在中国 ,

那些各霸一方“半吊子的欧化财神”——新旧政客、军阀、地主绅士、绅士化了的资本家 ,自然

是“真正的主子”。 不过“这些主子还有自己的主子。中国主子的主子就是英美法日的大财

神”。[4 ]( PP. 400 - 401 )大财神近百年来在中国主子面前一次次权威的显示 ,使中国主子这个小财

神已彻底成了帝国主义侵略、统治中国的工具 ,也即成了走狗。然而 ,在中国除了有奴隶的心

和走狗之外 ,近代以来反抗侵略和压迫的心理一直就未曾泯灭过。这就使大小财神们不能不

意识到“不能完全只靠大炮机关枪 ,一定需要某种`意识代表’ ” [2 ]( P. 538)为其服务。于是 ,所谓

“走狗的走狗”应运而生。瞿秋白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深刻指出: “的确 ,旧的卫道先生

们渐渐的没落了 ,于是需要在他们这些僵尸的血管里 ,注射一些`欧化’的西洋国故和牛津、

剑桥、哥伦比亚的学究主义 ,再加上一些洋场流氓的把戏 ,然后僵尸可以暂时`复活’或者多

留恋几年死尸的生命。”他同时指出: “一些所谓欧化青年完全暴露了自己是`丧家的’或者

`不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 ,替新的反动去装点一下摩登化的东洋国故和西洋国故”。 揭穿

这些虚伪懦怯、卑劣而又无耻的奴才的假面具 ,“是战斗之中不可少的阵线。” [2 ]( PP. 537- 541)

总之 ,走狗也好 ,走狗的走狗也罢 ,在瞿秋白看来 ,一样都是狗。且狗有狗道 ,谓之狗道主

义。 “狗道主义的精义: 第一是狗的英雄主义 ,第二是羊的奴才主义 ,第二是动物的吞噬主

义。”
[4 ]( P. 405)

狗道主义的传播 ,使得中国人正遭受着“一切种种间接的 ,或者间接而又间接的

狗意识的影响。”而且事实上 ,一些中国人已经开始变得“不善于跳出`狗’的一切种种阴谋的

圈套了”。[5 ]( P. 69)

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给中国造成的严重影响与危害 ,促使瞿秋白不能不对其进行猛烈

地攻击。他说: “帝国主义的战神强奸了东方文明的公主 ,这是世界史上的大事变”。
[2 ]( P. 528)

帝

国主义的发展 ,它的各种势力“已无孔不钻的渗入中国的政治经济生活之中。你爱和平 ,他却

不爱 ,你讲诚意 ,他却不讲 ,你自己老实 ,他却不老实” , [2 ]( P. 17)结果弄得现时一切社会现象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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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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