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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40年来，随着党史研究和社会组织研究的深化，关于新民学会的研究日益引起国内外

学者的关注，研究者从新民学会会员，新民学会具体史实，新民学会与马克思主义，新民学会与勤工俭

学，新民学会与中共组织，新民学会性质、作用与启示等方面开展了多视角研究，使新民学会逐渐成为

学术热点。对国内与此有关的学术进展做简要介绍和综述，有利于推动新民学会研究的深入。

一、新民学会会员研究

对新民学会会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新民学会早期的领导者蔡和森、毛泽东等人。新民学会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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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与马克思主义，新民学会与勤工俭学，新民学会与中共组织，新民学会的性质、作用等问题纳入研究视

野，体现出学术界对新民学会的研究趋向丰富、深入、细化的特点。新民学会会员研究沿袭以往聚焦学会早

期领导者蔡和森、毛泽东等人的同时，亦将新民学会会员群体纳入研究范围，并初步观照女性会员的成长历

程。学界就新民学会发起、成立、活动及发展的史实达成共识的同时，仍存拓展研讨的空间。新民学会与马

克思主义研究，在新民学会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传播方面着墨甚多，但马克思主义传入湖南后，以何种渠

道和形式于基层社会迅速扩散，以及在国内何以产生广泛影响，仍有探讨的必要。对新民学会与勤工俭学

运动的研究，充分强调新民学会及骨干会员对留法勤工俭学的作用，但对毛泽东及女性会员与留法勤工俭

学关联的关注仍显薄弱。新民学会与中共组织的复杂关系，以及新民学会性质、作用的研究引起学界重视

和细化研究。新民学会研究的进一步拓展，有赖于采用更宽广的研究视域，如走出新民学会观察新民学会、从

新民学会看当时社会，以及有关史料的整理和出版、新的主题与领域的挖掘、新的研究理论和方法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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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者蔡和森的思想变化，以往研究强调其由激进民主主义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化[1]。但谢炳怀则认为

新民学会成立前后，蔡和森未形成激进民主主义思想[2]。另有学者认为蔡和森思想经历了从最初注重

人才的储养练习，提倡实践活动中的枉尺直寻，到留法勤工俭学后深入了解西方政治形态，努力研究

社会主义，最终提出仿效俄国建立中国共产党的转变[3]。

关于蔡和森与新民学会的关系，有学者指出，蔡和森在新民学会组建和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功不可

没，表现为传播勤工俭学思想，谋求赴法勤工俭学机遇；讴歌俄国十月革命，完善新民学会思想；带动

湖南青年赴北京参加示威请愿，组织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组织蒙达尼会议，引导勤工俭学励志会

会员信仰马克思主义；提出中国要走俄国革命道路，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共产党，并系统阐述了建

党的理论、路线、方针和组织原则[4]。有学者认为蔡和森比较完整而系统地向学会输送马列主义理论，

提出了光辉的建党学说，明确了学会的发展方向[5]。

关于毛泽东与新民学会的互动关系，有研究者指出，新民学会为青年毛泽东提供了成长的平

台。毛泽东为新民学会呼号奔走，扩大了学会在湖南的影响；而新民学会亦为毛泽东提供了难得的

发展机遇，其得以两次进京，深受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影响，思想发生飞跃，通过领导新民学会实

际斗争，个人能力大大提升[6]。青年毛泽东在领导学会组织工农群众和广大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的

斗争中培育了新民学会精神，对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7]。正是在毛泽

东的领导之下，新民学会经过五四运动、驱张运动的革命锻炼，会员增长了几倍，而且已不是一个纯

学术的团体[8]。正是在探索改造中国和改造世界方法的过程中，毛泽东及新民学会的战友们逐步确

立了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分析与处理一切问题的根本指导思想[9]。

将新民学会会员作为群体加以探讨，不失为新的研究思路和视角。文世芳强调，新民学会会员群

体是由进步青年知识分子组成的学术性群体、具有革命倾向的政治性群体、向党组织过渡的革命性群

体。研究新民学会时应当关注新民学会会员群体成员之间的角色分工、角色层级、角色沟通，新民学

会会员群体的有形规范和无形规范，新民学会会员群体的年龄构成、地域构成、性别构成、教育背景、

家庭背景。上述因素无疑构成了新民学会会员群体的基本元素[10]。

学者们对新民学会会员的组成、迥异的人生轨迹、成长目标等问题均有热烈的讨论。边远对毛泽

东等74位新民学会会员的姓名、籍贯、求学经历、工作性质等进行了梳理[11]。缺憾之处在于部分会员

资料不全，遗漏之处颇多。这些会员由于生活在动荡年代，受到各种思潮的冲击，人生信仰有很大不

同，因此也导致了其不同的人生结局。以毛泽东为代表，多数会员为中国革命做出了突出贡献。以张

国基为代表，不少会员在科教文化领域成就斐然。以萧子升为代表，极个别会员走上无政府主义道

[1]周玲：《蔡和森与新民学会研究》，〔成都〕四川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

[2]谢炳怀：《新民学会成立前后蔡和森思想浅析》，〔长沙〕《湘潮》2015年第3期。

[3]韩诚：《从“储养练习”“枉尺直寻”到研究社会主义——〈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与蔡和森早期思想》，〔长沙〕《湘

潮》2016年第3期。

[4]郝鑫：《蔡和森与新民学会研究》，〔哈尔滨〕《边疆经济与文化》2016年第5期。

[5]刘轶强：《蔡和森与新民学会》，〔太原〕《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1995年第1期。

[6]文茂琼：《机遇和平台——新民学会与毛泽东》，〔长沙〕《船山学刊》2014年第2期。

[7]高菊村、胡蓉：《青年毛泽东与新民学会精神》，〔成都〕《毛泽东思想研究》2011年第6期。

[8]李锐：《毛泽东和新民学会》，〔上海〕《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1992年第4期。

[9]张馨：《救国真理的虔诚求索者——毛泽东和他的新民学会战友》，〔西安〕《理论导刊》1993年第10期。

[10]文世芳：《新民学会会员群体研究》，〔湘潭〕湖南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

[11]边远：《新民学会会员介绍》，〔长沙〕《湖南党史月刊》198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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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虽然新民学会会员由于信仰差别走出了各自不同的人生轨迹，但从总体上讲，他们当中绝大多数

会员满怀爱国热情，矢志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积极投身社会变革，推进人类进步[1]。

新民学会会员走上成才之路，自然取决于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及各自的客观条件和主观努力，但

他们在年轻时代就注意培养成才意识，正确选择和不断追求成才目标则是他们成功的一个重要因

素[2]。他们青年时代即怀着“改造中国与世界”的远大理想，立足国内，放眼世界。客观而论，这一时期

大多数青年还处于懵懂和迷茫状态，即使是毛泽东、蔡和森，思想也都还不够成熟，不够系统和全面，

还处在思想认知发展的萌芽状态[3]。但新民学会会员的思想是饱满的、丰富的，他们除上述思想和意

识之外，对女性问题、婚姻家庭问题亦有不少有见地的主张。需要强调的是，新民学会女性会员为数

不少。据有关学者考证，女性会员为19人。这些女性会员是五四时期湖南新女性的杰出代表，她们

在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前挺身而出，为推动五四运动在湖南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4]。

女性会员既有参与革命的热情，又有独立的思想。对待事业与爱情、社会与家庭均有独到见解。

她们与男性会员一起留法勤工俭学，成为湖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主要推动者，也是留法学生政

治运动的重要参与者，留法勤工俭学运动锻炼和培养了她们的才干[5]。如任培道，主张设立女子师范

大学，反对师专男女兼收，并为之在国民党立法院中奔走呼吁[6]。女性会员对家庭和爱情亦有深刻认

识。强调妇女解放，恢复独立人格；主张恋爱自由，婚姻以恋爱为重；主张婚姻自主，反对家庭包办。

会员的女子解放、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等主张，对开化思想，启发人们为自由、平等、幸福而与封建礼教

展开斗争起了很大作用[7]。

二、新民学会史实与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

有关新民学会的基本史实，已有研究基本达成较为一致的意见，但仍有进一步拓展和讨论的空

间。例如新民学会会务报告，该报告由毛泽东负责撰写、编辑出版，记载着学会的发起、成立、活动及

发展的全部历史。其价值自不待言，但版本亦有不同[8]。关于新民学会成立的具体时间和参加人员，

学界看法存异。韩凌轩认为，新民学会成立的时间应为 1918年 4月 14日。关于成立大会的出席人

员，大致有三种说法，分别为十二人说、十三人说、十四人说。杨晓伟把毛泽东追忆的新民学会会务报

告（第一号）、萧三日记和陈书农的回忆作为三个主要的佐证性事实，得出十四人的结论[9]。韩凌轩强

调萧三日记中所载十三人说较为可信[10]。刘永生对新民学会成立时间的认定与韩凌轩相同，强调4月
14日应为新民学会成立的日子。其撰文指出新民学会会员总人数应当不低于74名。实际的会员数

可能会更多[11]。

学者亦对学会宗旨、规约、文化基础等问题产生了浓厚兴趣。范忠程指出，新民学会的宗旨是革

[1]赵丛玉：《追踪新民学会会员迥异的人生轨迹》，〔长沙〕《湘潮》，2008年第5期。

[2]刘建平：《论新民学会会员成才目标的选择》，〔长沙〕《湖南党史月刊》1988年第4期。

[3]于清震：《浅论新民学会会员的思想认知及主要文化实践》，〔南京〕《文教资料》2010年7月。

[4]张杰、刘华清：《论新民学会女性会员与湖南五四运动》，〔长沙〕《湖南行政学院学报》2017年第5期。

[5]张杰：《试论新民学会女性群体与留法勤工俭学运动》，〔长沙〕《湘潮》，2016年第4期。

[6]曹亚黎：《新民学会的一个叛逆女性：任培道》，〔长沙〕《湖南社会科学》1991年第2期。

[7]张利民：《试论新民学会会员的婚姻家庭观》，〔成都〕《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

[8]宋斐夫：《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的版本问题》，〔长沙〕《求索》1988年第5期。

[9]杨晓伟：《新民学会成立会议参会人员及人数考证》，〔长沙〕《船山学刊》2012年第2期。

[10]韩凌轩：《关于新民学会成立大会的时间和出席人员》，〔曲阜〕《齐鲁学刊》1981年第6期。

[11]刘永生：《关于新民学会若干史事的探讨》，《韶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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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规约是不虚伪、不懒惰、不浪费、不赌博、不狎妓。宗旨和规约集中

反映了新民学会会员真心求学，诚意做人的热切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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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组织三个方面做出了贡献[1]。刘仲良强调新民学会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以及它在马克思主义运动

中的地位和影响，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五四运动爆发到驱张斗争开始。第二阶段

以驱张斗争为起点，以湖南自治运动失败为终点。1920年底至1921年初，新民学会终于实现了一个

飞跃，进入了有计划有组织地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并与工人阶级相结合的阶段[2]。

三、新民学会与勤工俭学研究

关于新民学会与勤工俭学运动，学者们一致认为，新民学会积极倡导和组织了以湖南青年学生和

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给他们提供了求学和做工的机会，整个湖南地区的留法勤工俭

学运动在新民学会的推动下得到迅猛发展。新民学会的作用和地位有三点值得重视。一是组织推动

湖南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二是在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中宣传各种思潮以解放思想；三是在留法勤工俭学

运动中传播马克思主义。新民学会还在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中成立社团，宣传各种社会思潮，极大地促

进了思想解放运动的发展[3]。

唐斌等学者强调指出，新民学会是赴法勤工俭学的领导中坚。毛泽东、蔡们提供了求学和做工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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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留法会员在勤工俭学学生中独树一帜，对运动的发展趋向有极大的影响；而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对于

新民学会会员的政治信仰以及学会分化所起的作用亦极为重要[1]。

学者们在研究留法勤工俭学与新民学会的关系时，对新民学会的贡献赞赏有加，观点趋向一致。

但对毛泽东与勤工俭学问题、女性会员与勤工俭学问题的关注比较少。难得的是，李永春关注到了新

民学会主要领导者毛泽东在留法勤工俭学问题上的艰难抉择。其撰文指出，毛泽东未能出国勤工俭

学的重要原因是他担负新民学会的实际领导责任，学会的社会活动、学会基础事业的确立和会务的发

展制约了他为期两三年的出国准备计划的实施。在求学与做事的两难选择中，他牺牲了个人的出国

求学[2]。张杰则关注到新民学会女性群体与留法勤工俭学运动问题。新民学会84名会员中有19名女

性。她们是湖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主要推动者，也是留法学生政治运动的重要参与者，留法勤

工俭学运动锻炼和培养了她们的才干，促使她们迅速成长[3]。

四、新民学会与中共组织研究

新民学会与中国共产党组织之间存在紧密而复杂的关系。五四运动期间，新民学会一批先进分

子不仅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而且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

新民学会会员组织、领导、积极投身于革命运动中，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积累了丰富的实践斗争经

验。新民学会先进分子在中国共产党建党理论建设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他们认为，要实现无产阶级

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首先必须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要按照列宁的建党原则、条件、步骤，在中

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4]。唐诗认为新民学会为湖南共产

党的早期党建工作做了准备。新民学会会员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和领袖，以蔡和森、向警予、李维

汉、何叔衡、罗学攒、蔡畅、邓中夏等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群体。新民学会会员日后成为中国共产

党的骨干力量[5]。另有研究者认为，新民学会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在干部队伍准备上的贡献居于首席

地位[6]。陈家骥指出，新民学会直接从事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摇篮之一[7]。

关于新民学会与湖南党组织建立的关系，不少学者研究的内容更为具体。有学者认为新民学会

促进了湖南早期党的干部的成长。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8]。新民

学会是团结一代湖南精英的旗帜，是一所储备智能的学校，是积累革命经验的源泉[9]。新民学会在中

共建党前的湖南地区的革命运动中起着核心领导作用，为湖南地区的建党建团工作做了思想上和组

织上的准备[10]。新民学会为湖南无产阶级革命家群体的产生奠定了基础。新民学会通过办报刊、创

文化书社等途径传播新思想，为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提供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机会、社会运动实践的

[1]鲜于浩：《新民学会与留法勤工俭学运动》，〔长沙〕《求索》1993年第5期。

[2]李永春：《求学与做事：毛泽东勤工俭学准备中的两难选择——以新民学会为中心的考察》，〔长沙〕《湖南省社会

主义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

[3]张杰：《试论新民学会女性群体与留法勤工俭学运动》，〔长沙〕《湘潮》，2016年第4期。

[4]戴安林：《新民学会先进分子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10年第6期。

[5]唐诗：《新民学会与湖南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建立》，〔长春〕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

[6]王启才：《蔡和森、新民学会与长沙中共早期组织的创建》，〔长沙〕《湘潮》（纪念蔡和森诞辰120周年专刊）2015年
第3期。

[7]陈家骥：《新民学会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淮北煤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2期。

[8]张万禄：《毛泽东的道路：1921—1935》，〔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49页。

[9]雷国珍：《论新民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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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主要骨干锻炼的平台，是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群体的起点和培养共产党员的摇篮[1]。刘华清认

为，新民学会为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群体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组织基础、领袖基础和实践基础，是

这一群体萌芽的重要标志[2]。新民学会还与中国北方的共产主义小组及东方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遥

相呼应，密切配合，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做出了杰出贡献[3]。

五、新民学会的性质与作用研究

关于新民学会的性质，多数研究者认为，新民学会诞生和活动于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

义革命的转变时期，因此，其性质亦有转变时期的特点。大致观点如下：其一，前期是小资产阶级知识

分子要求“向上”“互助”的团体，后期是具有相当战斗力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团体；其二，由一个追求

个人及全人类向上而汇集起来的进步团体，逐步发展成为“改造中国与世界”而奋斗的革命团体；其

三，开始是一般的学术团体，中期是革命团体，后来逐渐发展为带有浓厚共产主义思想色彩的革命团

体；其四，前期是互助向上的进步团体，中期是革命团体，后期是湖南早期共产主义组织的萌芽；其五，

由革新学术、改良人心的进步社团逐步发展成为改造社会制度而奋斗的革命团体。

关于新民学会的发展阶段，学界有三种观点。第一种意见主张以1920年7月留法新民学会会员

蒙达尼会议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是一个学术团体，后期则是一个革命团体。另一种意见主

张应以五四运动为界划分学会的历史，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段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求

“互助”“向上”的进步团体。后段是带有共产主义因素的革命团体。有人认为前段是一个主张教育救

国的团体，后段是主张政治救国的团体。第三种意见主张把新民学会三年多的历史分三个阶段。第

一、二阶段是一个受杨昌济、蔡元培思想影响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进步团体，第三阶段成为受马

克思主义影响的革命团体[4]。

新民学会还对湖南现代化具有促进作用。其一，革新湖南教育；其二，争取妇女解放；其三，传播

新思想新文化；其四，造就了湖南一代共产主义者[5]。此外，新民学会对当代青年的成长具有启示作

用。新民学会给当代青年留下的精神财富是：锐意革新，勿蹈常故，探索真理，主义求真，注重实践，克

己修身。它启示当代青年要树立以天下为己任的意识，增强报效国家民族的使命感与责任感；增强改

革开放意识，立足本国，放眼世界；发扬艰苦奋斗、勇于探索的精神；养成少说空话、多做实事的良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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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对新民学会研究的思考

史料整理和出版有待加强。著名学者季羡林曾经说过：“研究任何一门学问，都离不开文献资料，

不需要科学实验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更是如此。”[1]这说明，科学研究尤其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

究，只有建立在扎实的文献资料基础之上，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而在所有的文献资料中，档案作为

“没有掺过水的史料”，理应受到党史研究者的重视。郑天挺认为：“历史档案在史料中不容忽视，应该

把它放在研究历史的最高地位。”[2]显
U•

显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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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领导的其他组织，如共青团等组织与新民学会的关系问题，存在忽视或轻视的情况。关于新民

学会作用与启示的研究，主要从对党的思想建设、湖南现代化、妇女解放运动等几个方面展开，研究水

平和视角停留于最为直观的感性认知。实际上，新民学会作为当时全国众多青年社团中的一个，能够

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实现由研究生活、学术问题的社团，向政治性社团转变，由懵懵懂懂提出现实生

活、工作目标的社团，向以国家、民族复兴道路为己任和目标的社会团体转变。这对今天社团管理与建

设、青年群体的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团体与国家互动关系的确立等问题，皆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以思想政治教育为例，新民学会会员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宗旨，对今天年轻大学生树立远大志向

具有启发意义。以社团与国家关系为例，至少有两大关键问题需要深化探讨。首先，如何认识民国时

期社会团体发展过程中国家的作用。对中国这样一个后发国家来说，社团建设中政府的干预必不可

少，社会团体与国家合作的一面很突出，而非只有对抗。因此，系统考察并客观评析二者之间的合作

关系，对深入理解中国近代变迁的历程具有重要意义。其次，如何建构政府与民间社会团体的良性互

动关系，是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重要课题。这是未来新民学会研究需要考虑的一个思路和方向。

理论和研究方法有待突破。一是需要解决理论阐释与实际论述相脱节的问题。近些年对新民学

会的探讨多数为平铺直叙的历史叙述，鲜有深度的理论阐释和解读。即使偶有重视理论阐释的研究

成果，对如何将所用理论贯穿到对具体问题的实际论述之中的重视程度亦显不足，结果仅仅停留于理

论层面，实际论述基本上没有新意，有新瓶装旧酒的嫌疑。二是认真总结近年来新民学会研究中理论

运用的经验和教训，可以对不同问题研究中所运用的理论及其相关成果逐一进行考察和分析，也可以

加以相互比较，了解各自的优劣利弊，使其互相融合补充。如引用和借鉴西方理论阐释新民学会问

题，需要关注西方理论在近代中国本土情境中的适应性，使之与本土史料的解读和史实的论证真正融

为一体，避免削足适履的现象[1]。大多数研究主要采用传统的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一般性地就新民学

会的某些具体问题开展研究，给人单一和沉闷之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