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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时期青年知识分子与新村主义

祁 建 民

〔摘要〕五四时期的新村主义运动是许多青年知识分子走上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思想经历。以

往学界相关研究多用“传入—反响”模式，仅将其作为一种外来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问题来加以

研究，而对于当时中国青年知识分子所践行的新村主义与日本新村主义之间所存在的差异缺乏分析。

本文通过对中日新村主义运动的比较，认为中日新村主义不但实质内容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其在两国

所发生的影响和结局也大不一样。日本新村主义运动强调自我，不触动原有社会制度，虽然历经 90 余

年，但仍然存留下来。而中国新村主义的实践者则以彻底改造社会为己任，不断探索、奋进。他们正

是以新村运动的失败为契机，选择了科学社会主义并最终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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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ng Intellectuals and the New Village Ideal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May 4th Movement
Qi Jianmin

Abstract: The New Village Ideal duri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was an important ideological experience for

many young intellectuals that assisted in their acceptance of scientific socialism． In the past，relevant research in

academic circles has been based on an“introduction and response”model，and it was only regarded as an issue

of researching the introduction and spread of foreign ideas in China． There was a lack of analysis of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New Village Ideal practiced by Chinese young intellectuals and the Japanese New Village Doctrine．

This article compares the New Village Movements in China and Japan，considering not only th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substantive contents of the movement in the two countries but also their different impacts and outcomes．

The Japanese New Village Movement emphasized the ego and did not focus on the original social system． Although

90 years have already passed，the movement continues to exist． The practitioners of China’s New Village Ideal

assumed responsibility for remolding society and sought to continuously explore and forge ahead． They took the

opportunity of its failure to embark on the road of scientific socialism which eventually proved to be successful．

五 四 时 期，大 量 国 外 思 想 纷 纷 进 入 中 国。

这时，在西方思想界本来已经发生了从反封建

的启蒙学说到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的社会主义

思想这种转变。但是在中国，大量西方思想却

在短短几年之内，几乎是同时平行地涌入，由

此造成中国思想界新旧交错、兼容并蓄的局面。

新村①主义曾在五四时期盛极一时，由于其既含

有启蒙思想中的个人主义、人道主义，也包括

空想社会主义和东方观念等多重因素，② 因而产

生广泛共鸣。加上新村运动起源于近在咫尺的

日本，便于中国思想界了解，故能得以迅速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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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五四时期的“新村”一词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

是泛指未来理想社会，狭义是专指日本式新村。
台湾学者周昌龙认为: 中国的新村运动是西方无政

府主义，乌托邦社会主义和东方老庄思想、大同思

想及“桃花源”理想的综合体。参见周昌龙: 《新思

潮与传统: 五四思想史论集》，台湾时报文化，1995
年，第 238—239 页。



播。① 新村主义是中国许多青年知识分子后来走

上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思想经历，中共第

一批党员中有许多人就曾是新村主义的赞同者

或实践者。即使是他们后来选择了科学社会主

义，其所放弃的主要是新村主义改造社会的方

法，但这一主义所揭示出的理想社会蓝图却丰

富了他们后来对于美好世界的畅想。美国学者

周策纵就认为: 新村主义的经验影响了他们日

后对社会问题的想法②。而李少兵则指出: 新村

主义所揭示的对于未来社会的向往，后来融入

到他们最终接受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之中③。梁

心也认为: 新村运动活跃时间虽然不长，但是

作为一种改造社会的思路却长期发挥着影响④。

以往学界关于新村主义，多用 “传入—反

响”模式，仅将其作为一种外来思想在中国的

传播和影响加以研究。其中，彭明认为: 由于

新村主义描述的田园诗一般的生活显得很具体

而最易为人模仿，故在青年中盛行。⑤ 吴雁南等

人则认为: 新村运动是五四青年对一种新制度、

新生活的试验。⑥ 在对中共早期领导人思想的研

究中也涉及他们实践新村 主 义 的 经 历。⑦ 近 年

间，赵泓对于大同思想、泛劳动主义与新村主

义的关系有过系统的梳理。⑧ 但是，以上这些研

究对于日本新村主义的实质及其背景缺乏关注。

例如，武者小路实笃倡导新村运动的根本目的

是为了防止社会主义和暴力革命的出现，因此

他反复强调新村主义不是社会主义和空想社会

主义。但是，由于中国许多后来成为马克思主

义者的青年知识分子在五四时期曾经接受并实

践过新村主义，再加上新村主义的一些主张与

空想社会主义类似，故而中国学界长期以来把

新村主义纳入空想社会主义的范畴。其中，彭

明就把 新 村 主 义 视 为 “一 幅 美 妙 的 共 产 主 义

‘蓝图’”。⑨ 吴雁南等人也认为: “新村主义是

五四时期广泛影响到中国思想界的一股空想社

会主义思潮。”瑏瑠 钱理群也指出: 周作人宣传的

“人学”及新村主义带有鲜明的空想社会主义色

彩。瑏瑡 以上学者之所以作此论，既有对日本新村

主义的误读，同时也是因为没有注意到中日新

村主义的重大差异。

日本学界关于新村主义创始人武者小路实

笃瑏瑢的研究已经有相当积累。其中，阿部军治认

为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思想深受托尔斯泰影响。瑏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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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理群认为，五四时期，几乎所有的先进知识分子

一开始都不同程度地为空想社会主义所吸引。钱理

群: 《周 作 人 论》，生 活·读 书·新 知 三 联 书 店，

2014 年，第 11 页。美国学者周策纵曾提出，五四时

期的新社团几乎都表现有理想主义色彩。〔美〕周策

纵著，陈永明等译: 《五四运动》，岳麓书社，1999
年，第 275—276 页。日本学者尾崎文昭也认为，五

四时期新村主义确 实 吸 引 了 广 大 青 年。尾 崎 文 昭:

「周作人の新村提唱とその波紋 ( 上) ──五四退潮

期の文学状況 ( 一)」明治大学教養論集刊行会『明

治大学教養論集』第 207 号、明治大学教養論集刊行

会 、1988。
〔美〕周策纵，陈永明等译: 《五四运动》，第 275—
276 页。
李少兵: 《“五四”时期新村主义新探》， 《史学月

刊》1992 年第 6 期。
梁心: 《“另辟新境”的社会改造: 新村运动与民国

早期读书人的乡村想像》，《社会科学研究》2016 年

第 2 期。
彭明: 《五 四 运 动 史》 ( 修 订 本) ，人 民 出 版 社，

1998 年，第 505—506 页。
吴雁南等主编: 《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第 2 卷，湖南

教育出版社，1998 年，第 374 页。
参见文热心: 《青年毛泽东之路: 岳麓“新村梦”》，

红网 http: / / tour． rednet． cn /c，2016 年 5 月 7 日。田

子渝、任武雄、李良明: 《恽代英传记》，湖北人民

出版社，1984 年。
参见赵泓: 《中国人的新村梦》，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4 年。
彭明: 《五四运动史》 ( 修订本) ，第 499、503 页。
吴雁南等主编: 《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第 2 卷，第

356 页。
钱理群: 《周作人传》，华文出版社，2015 年，第

186 页。
武者小 路 实 笃，1885 年 ( 明 治 十 八 年) 出 生 于 东

京，卒于 1976 年 ( 昭和五十一年)。是子爵武者小

路实世的 8 个孩子中的最小的。武者小路家本是藤

原氏后裔。武者小路实世早年留学德国，学习法律，

曾参与明治宪法制定，但 37 岁时早逝。武者小路实

笃年少时深受其舅父勘解小路资承的影响。勘解小

路资承本为子爵，公司经营失败后在三浦半岛农村

生活，受托尔斯泰思想影响，同当地渔民、农民密

切交往。少年武者小路实笃经常去那里，与众多表

兄弟姐妹度过愉快的乡间生活，这大概就是武者小

路实笃后来新村设 想 的 生 活 经 验。参 见 奥 脇 賢 三:

『検証「新しき村」』農文協、1998 年、35—37 頁。
参见阿部軍治: 『白樺派とトルストイ 武者小路実

篤·有島武郎·志賀直哉を中心に』彩流社、2008
年、128—140 頁。



但是，也有人认为: 武者小路实笃后来摆脱了

托尔斯泰思想，提倡共生观念。① 还有人认为武

者小路实笃具有 “人类爱”的 宗 教 思 想。② 对

于日本新村的发展历程及其内部矛盾也有实证

性研究。③ 现在日本依然存在的新村组织对于武

者小路实笃的思想及其业绩有过系统的文献整

理和研究。④ 但是，日本学者所关注的重点是在

日本思想史和文学史范围内，基本不涉及在中

国的传播状况。

其实，近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领域中，关

于周作人与新村主义已经有了一些研究。有学

者提出: 五四时期周作人宣传新村主义是因为

他已经意识到革命的到来而要预防。⑤ 其提倡新

村的出发点是“人的全部发展”论。⑥ 周作人关

于 “人的生活”构想就是过一种互助和平的生

活。⑦ 其新村思想与其基督教观念相关。⑧ 周作

人把个人主义看成是第一性的。⑨ 与此相关，有

人认为鲁迅对于新村没有兴趣瑏瑠，但也有人提出

鲁迅对新村是肯定的瑏瑡，更有人认为周作人比武

者小路更具有理想化色彩。瑏瑢 在 日 本 的 相 关 方

面，对于周作人的研究起步较早，成果不在少

数。例如，有人认为周作人是站在个人主义立

场上来主张和平与非暴力。瑏瑣 其实，他受到主张

自恋和自爱的英国葛理思 (Henry Havelock El-
lis) 的影响更大。瑏瑤 周作人的伦理个人主义与武

者小路实笃的观点并不完 全 一 致。瑏瑥 其 妇 女 解

放、家庭观念与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思想亦有

所不同。瑏瑦 他对于中国将来发生的革命既有期待

也有忧虑。瑏瑧 周作人与李大钊不同，他没能从追

求个性解放上升到人类解放的层次。瑏瑨

可以看出，以往的这些研究是分别在中国

和日本的思想史领域内展开的，虽然也有对周

作人和武者小路实笃的比较，但这种比较很少

从中日之 间 宏 观 背 景 和 思 潮 演 化 上 进 行 分 析。

关于周作人的研究也仅限于他对新村主义的传

播动机以及他的思想状态。对于当时中国青年

知识分子所理解、践行的新村主义与日本新村

主义以及周作人之间所存在的巨大差异，是缺

乏比较研究的。

鉴于以上，本文将专门对五四时期新村主

义在两国的不同社会历史背景、中国新村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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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者主体对于新村主义的理解、实验及其与

日本新村主义的重大区别等问题进行分析，以

便更加全面认识中国五四时期新村主义的实质

及其意义。另外，笔者曾经两次对日本现存的

新村进行实地考察，发现: 与中国新村运动盛

极一时却又迅速消失的历程相比，日本的新村

历经 90 余年后依然留存。笔者认为: 中日新村

发展的这种不同结局也值得追溯历史、加以深

思。有意思的是，中国一些研究新村主义的著

作，从中国的经验和资料出发主观地认为日本

新村不会 长 久，① 甚 至 说 日 本 的 “新 村 不 能 再

维持下去，终于解散了”②。这种不符合实际的

推断也反映出中国学术界对于日本新村主义的

性质和历史的了解还是明显不够的。

一、日本新村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武者小路实笃，贵族出身，早年从学习院

毕业后考进东京大学社会学专业学习。但由于

对大学教育失望不久便退学，从此专心文学写

作。他的文学和社会思想深受西方影响并且前

后变化较大，早年沉迷于托尔斯泰，对其禁欲

主张、赞美劳动以及反国家主义的观点十分赞

赏，但后来又主张唯美主义。近代日本文学界

竭力模仿西方，不过在浪漫主义没有充分发展

的情况下又迎来自然主义文学。当自然主义文

学席卷日本文坛仅仅数年后，作为对自然主义

文学的反动，又出现了唯美主义，其代表就是

白桦派。③ 武者小路实笃便是 白 桦 派 的 主 要 人

物。1910 年 ( 明治四十三年) 武者小路等创刊

《白桦》杂志，主张自然是万物的创造主，是生

命的化身。他们赞美自然生命，提倡自我主义。

这时的武者小路实笃十分信奉莫里斯·梅特林

克、罗丹、沃尔特·惠特曼的思想。在第一次

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他开始思考

社会正义问题并探讨自己应该做些什么。他认

为自然之后的第二个规范即 “人类”，在人类社

会应提倡 “爱”与 “连 带”。他 提 出 在 俄 国 革

命之后再出现的应该是由独立的个人相互协助

而形成 的 社 会，于 是 开 始 倡 导 建 立 共 生 农 园，

企图以此创造出一种共生社会。④

1918 年，武者小路实笃一连写出三篇关于

新村的对话，标志着其新村主义的形成。《第一

对话》⑤ 是 对 理 想 国 的 描 写。那 里 资 本 共 有，

人们各自尽作为人类的义务，从事劳动，其基

本生活需要皆免费，社会保障普及。 《第二对

话》⑥ 中提出 建 立 新 村 的 方 法，即 先 由 少 数 人

拿出基金购买土地，建立共劳共生的社会集团

即新村。他提出建立新村的基本原则是: 从现

存社会制度中建立理想社会，不同现存制度发

生冲突; 坚持和平革命，依靠理性和爱的力量;

要从文笔理想家变为劳动的理想家。 《第三对

话》⑦ 则提出 改 造 国 家 与 世 界 的 愿 景。他 特 别

强调新村成员的精神建设，把重心从社会变革

转为人的精神改造。⑧

新村主义与当时中国热衷探求理想社会的

时代特征相符。辛亥革命推翻了长期延续的封建

帝制。为了建立新的理想国家，中国人积极吸收

外来思想并开始试验。早在 20 世纪初，中国就

出现大量社会幻想小说，设想各种乌托邦社会。

但是，这些幻想小说对于未来社会的想象不是

把当时的西方文明模式直接投射到中国，就是

幻想着中国重新回到过去 的 辉 煌。⑨ 康 有 为 的

《大同书》也揭示出 了 一 个 超 前 理 想 社 会 的 轮

廓。而十 分 厌 恶 旧 社 会 的 青 年 知 识 分 子 则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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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彭明认为: “日本的这第一座新村，结果如

何，不得而知。但从周作人介绍该村的经费状况来

看，似乎也没有存在多久。”彭明: 《五四运动史》
( 修订本) ，第 505 页。
倪墨炎: 《“叛徒与隐士”周作人》，第 83 页。
参见安藤宏: 『日本近代小説史』中公選書、2015
年、64—101 頁。
关于武者小路实笃的思想历程，可参见大津山国夫:

『武者小 路 実 篤、新 し き 村 の 生 誕』武 蔵 野 書 房、
2008 年。
原题《某个国》，在《大阪每日新闻》晚刊 7 月 12
日到 21 日连载发表。
原题《进入新生活的道路》在《白桦》5 月号发表。
原题《进入新生活的道路 二》在《白桦》6 月号发

表。
参见大津山国夫: 『武者小路実篤研究―実篤と新し

き村』、33 頁。
参见冯鸽: 《晚清·想像·小说》，西北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第 123—131 页。



“另辟新境”，再造一个理想社会①，特别是一

些无政府主义者已开始着手乌托邦的试验。

新村主义首先是由周作人介绍来的，这与

他当时的思想状态相关。周作人在日本留学期

间就关注白桦派，与鲁迅一起翻译白桦派作品，

传播 人 道 主 义。1918 年 12 月，周 作 人 发 表

《人的文学》，大力倡导个人主义。他把日本新

村运动视为其文学主张的现实体现。这时的周

作人一方面积极投入 “新文学”运动，宣传西

方人 道 主 义，批 判 “儒 道 合 成 的 不 自 然 的 思

想”②; 另一方面在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对于

即将到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却产生了 “期待革

命而又忧 虑”的 心 情③。而 新 村 主 义 则 一 方 面

满足了其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另一方面又被

他认为是应对将来革命的最好方法，所以竭力

提倡。1919 年 4 月，周作人在 《新青年》6 卷

3 号上发表了根据武者小路实笃 《新村的生活》

和 《新 村 的 说 明 及 其 会 则》等 内 容 所 撰 写 的

《日本的新村》一文，率先将新村主义介绍到中

国。7 月，他来 到 日 本 新 村 停 留 数 日，亲 自 体

验了这种生活并以新村村外会员身份加入新村。

回国后，他在 《新潮》2 卷 1 号上发表了 《访

日本新村 记》，其 文 笔 细 腻 抒 情，颇 能 打 动 人

心。由此，他也成了宣传新村的代表人物。

有人认为: 周作人倡导新村与其当时温暖

的大家族生活有 关④。1919 年，鲁 迅 在 北 京 找

房子，要将母亲和三兄弟搬到一起居住，他们

相爱互助，成立 “文学合作社”，合作翻译、写

作，共同生活。这种状况对于周作人提倡新村

主义也不无影响。⑤

周作人对于新村主义的宣传迅速引起很大

反响，并 得 到 李 大 钊 等 人 的 支 持。在 当 时 的

《新青年》 《少年中国》 《东方杂志》 《新潮》
《国民》 《民国日报》 《批评》 《新人》等报刊

上，登载了 大 量 宣 传 和 讨 论 新 村 主 义 的 文 章。
《批评》杂志还专门发表 “新村号”，讨论新村

问题。1920 年，周 作 人 在 《新 青 年》刊 登 启

事，宣布设立新村北京支部，吸引许多青年来

访。这时，李大钊也十分关注新村运动，经常

与周作人就新村问题进行交流，鼓励青年参与

新村运动。在与胡适展开 “问题与主义”的争

论时，李大钊也肯定了新村试验。⑥

这样，新村 主 义 就 在 中 国 得 到 迅 速 传 播。

不过，由于中国青年知识分子主要集中在城市

生活，新村运动便以城市工读互助团的形式来

进行实验。1919 年 12 月 4 日，在李大钊主持的

《晨报》副刊上刊发了王光祈的 《城市中的新

生活》一文，倡导在城市建立新村。不久，便

有工读互助团陆续成立。

广大青 年 知 识 分 子 成 为 新 村 运 动 的 主 力。

黄日葵、康白情等人组成北京大学访日团，访

问东京 新 村 支 部。毛 泽 东 在 湖 南 一 师 毕 业 后，

受新村主义影响与蔡和森、张昆弟等在岳麓书

院半 学 斋 成 立 工 读 同 志 会，半 工 半 读，实 行

“共同生产，共同消费”。他在致周世钊的信中

具体 阐 述 了 对 于 新 村 的 设 想。⑦ 1920 年 5 月，

毛泽东同彭璜等又在上海成立了工读互助团。⑧

新民学会的会员有十余人到法国后继续工读实

践，而其中的蔡和森经常与毛泽东通信交流。⑨

恽代英对于新村运动十分 热 心。1920 年 1 月，

他发表 《共同生活的社会服务》宣言，提出创

办书报商店计划。瑏瑠 他和林育南、林育英等在创

办利群书社的同时，还在武昌设立利群毛巾厂，

·25· 中共党史研究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梁心: 《“另辟新境”的社会改造: 新村运动与民国

早期读书人的乡村想像》，《社会科学研究》2016 年

第 2 期。
周作人: 《思想革命》，《谈虎集》，北京十月文艺出

版社，2011 年，第 7—9 页。
周作人: 《知堂回想录》下，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
年，第 271 页。
孙郁: 《鲁迅与周作人》，现代出版社，2013 年，第

8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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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店，2015 年，第 35—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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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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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社，2008 年，第 42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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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共产生活试验①。他们还准备在农村建立新

村②。施复 亮 ( 存 统 ) 1914 年 春 则 发 表 《非

孝》一文，提出要以父母、子女之间的平等爱

代替不平等的 “孝”，在当地引起哗然。他离开

浙江 到 北 平 后 积 极 参 加 工 读 互 助 团，成 为 骨

干。③

新村运动为后来中共成立提供了一定的组

织基础。中共早期组织中的许多成员就曾是工

读互助团的成员。1920 年 5 月，上海共产主义

小组成立，俞秀松、张太雷随后建立社会主义

青年团，该组织在上海 “工读互助团”中不到

一个月就发展了 30 余名团员，其中有刘少奇、

罗亦农、任弼时、肖劲光、柯庆施、贺昌等。④

不但是后来的许多中共重要人物当时热心

新村，就 连 蒋 介 石 也 曾 一 时 对 新 村 感 兴 趣。
1919 年 11 月，他在日本看到社会主义流行后在

日记中写道: “吾知其社会改革必不远也。”当

得知新村运动并看了 《新村记》一书后，他也

有所触动，即萌生了 “改造本乡”的念头。⑤

虽然五四时期的新村和工读互助团试验不

久都失败了，但是，也有个别人把新村坚持下

来。例如王拱璧，早年在日本留学期间与武者

小路实笃结识，回国后在家乡河南陈州建立青

年公学，实 行 “农 教 合 一”，培 养 农 村 人 才⑥。

再如傅柏翠，民国初年留学日本，受武者小路

实笃思想影响，返回闽西家乡后进行新村试验，

建立了农村共产团，开办农民夜校、信用合作

社、手工厂等，还组织农民自卫军⑦。一直持续

了 20 多年。

二、个人主义的新村与非个人主义的新村

日本新村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但是作为

中国新村运动实践者主体的青年知识分子们所

践行的新村与日本新村主义却存在着重大区别，

这首先是在个人主义问题上。

武者小路实笃非常坚信个人主义。他本来

十分崇拜托尔斯泰，提倡利他精神，但在接触

到比利时剧作家梅特林克的思想后便脱离了托

尔斯泰，说 道: “我 从 此 经 常 把 ‘为 了 自 己’

放在心 头 来 行 动”⑧。他 虽 然 也 主 张 利 己 与 利

他，自爱与他爱是一致的，但是他认为首先要

立足于利己和自爱。“同情他人、为他人劳动的

时候也有，但是那只限于同时也发挥自己内在

的珍贵东西。”“与他人协作也仅限于不影响自

己独立性的范围之内。”他反对为了信仰的献身

精神，表明自己 “不喜欢损害自己自尊心的宗

教感伤”。⑨ 他特别强调自我独立瑏瑠。他认为在

理想社会里自我的自由最为重要，“没有必要为

了吃、为了父母、为了家庭而出卖自己身体”瑏瑡。
强调自我是最重要的。

个人主义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初期被提倡

的启 蒙 思 想 之 一。中 国 几 千 年 来，个 人 都 被

“忠”“孝”等伦理规范严密束缚，被埋没在庞

大的伦常关系之中。所以个人的发现对于打破

封建关系束缚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瑏瑢 周作人对

于新村首 先 就 是 从 个 人 主 义 角 度 加 以 介 绍 的，

他在当时 十 分 热 衷 提 倡 个 人 主 义 的 人 道 主 义，

说: “我所说的人道主义，并非世间所谓 ‘悲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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悯人’或 ‘博施济众’的慈善主义，乃是一种

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他认为: “若是割

肉饲鹰，投 身 给 饿 虎 吃，那 是 超 人 间 的 道 德，

不是人所能为的了。”① 1920 年 11 月，他在天

津讲演中也说: “人类的意志在生存与幸福。这

也就是个人的目的。”② 他批评托尔斯泰的泛劳

动主义 是 “极 端 的 利 他 没 杀 了 对 于 自 己 的 责

任。”③ 所以，他的人道主义是以个人主义为前

提，把个人主义看成是第一性的④。“五四”之

后，他依然停留在个人主义，甚至因此反对群

众运动。1924 年他在 《一封反对新文化运动的

信》中就说: “我想现在最要紧的是提倡个人解

放，凡事由 个 人 自 己 负 责 去 做，自 己 去 解 决，

不要闲人在旁吆喝叫打。”⑤

个人主义在中国并没有一直兴盛下去。有

人指出: 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发展的一

般趋势是逐渐摆脱欧美文化的个人主义与自由

主义影响，而向俄国爱国主义、人道主义靠拢，

但是周作人却一直热衷于欧美自由主义、个人

主义上，把个性解放的追求与人民解放的历史

要求对立起来⑥。也有人批判说: 周作人的人道

主义是抽象的人的文学，以自我为中心，在社

会斗争上妥协，最终为保全小我而出卖良心⑦。

周作人的个人主义新村观点与东方传统文

化有关。中西方历史上都有乌托邦一类的思想。

不过，有日本学者认为: 中国传统的 “桃花源”

思想与西 方 的 乌 托 邦 思 想 有 一 个 明 显 的 差 别，

这就是西方 “乌托邦思想 把 重 点 放 在 共 同 体、

社会的理想状态上，而中国式的乐园思想却首

先是追 求 个 人 的 安 乐”⑧。中 国 式 乌 托 邦 思 想

“追求成仙和隐逸，这是中国特有的现象，是实

现个人幸福的手段”⑨。其结果，就是中国的传

统乌托邦思想倡导消极遁世、独善其身。美国

学者莫里斯·迈斯纳就认为: “既缺乏历史乐观

主义又缺乏政治上的积极行动，这也是中国传

统中的乌托邦倾向的特点。”瑏瑠 周作人早期曾痴

迷于 “乡间风景”，甚至有 “隐居”和 “终老”

的感叹瑏瑡。由此也可以窥见其个人主义避世隐逸

思想的脉络。

但是，个人主义的新村观点，在当时的中

国就已经受到严厉的批判。胡适首先批评了周

作人提倡的新村是一种个人主义的新生活。他

说: “这 种 生 活，我 认 为 ‘独 善 的 个 人 主 义’

的一种。”“这个观念的根本错误在于把 ‘改造

个人’与 ‘改造社会’分作两截; 在于把个人

看作一个可以提到社会外去改造的东西。”瑏瑢 胡

适的批评对于当时许多热衷新村实验的青年知

识分子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警醒。

鲁迅对 于 个 人 主 义 的 新 村 也 持 怀 疑 态 度。

他认为: 新村主义道路无法实现，“改革么，武

器在 那 ( 哪 ) 里? 工 读 么， 工 厂 在 那 ( 哪 )

里”瑏瑣? 他曾说: 周作人宣传新村的 “不是什么

大文章、不必各处登载”瑏瑤。后来，有日本学者

认为: 与鲁 迅 深 刻 了 解 社 会 的 严 酷 现 实 不 同，

一直受鲁迅庇护，不知艰辛的周作人把新村理

想看得过于简单、乐观瑏瑥。因此，可以看出，周

作人的人道主义只停留在观念世界，而鲁迅则

发展到坚定的自我批判过程，开展了在社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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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上的努力①。

事实上，中国新村运动的实践者主体与武

者小路实笃以及周作人在个人主义的问题上有

着重大区别。

第一，中国新村运动实践者们以改造社会

为己任，强调服务于民众和国家。李大钊提出:

“我们的新生活，小到完成我的个性，大到企图

世界的幸福。”由此，他也将自我与世界联系了

起来。他希望少年中国运动，“是打破智识阶级

的运动，是加入劳工团体的运动，是以村落为

基础建立小组织的运动，是以世界为家庭扩充

大联合的运动”。② 1920 年 3 月 14 日，毛泽东

在致周世钊的信中谈到办共产生活的自修大学

时说道: “我们是脱不了社会的生活的，都是预

备将来要稍微有所作为的。”③ 周长宪也提 出:

在中国搞新村运动的人，“他们虽在新村中生活

着，可是并没有忘记社会中底 ( 的) 全体人民;

他们千方百计地接引他们底 ( 的) 同胞，使之

脱离 苦 海，共 建 天 堂”④。在 关 于 新 村 的 讨 论

中，缪金源提出: 新人要留在旧社会进行斗争，

“我们要霸占住这个旧村，时时扰乱他们，麻烦

他们，做他们的当头棒喝; 教他们不得不抛弃

了旧生活，来和我们同过新生活”⑤。

改造国家与社会是中国新村试验者们的首

要目标。恽代英、林育南等组织的互助社，每

次开会都 要 读 《互 励 文》，内 容 有: 我 们 “不

应该不帮助我们的朋友，不应该忘记伺候国家、

伺候社会”⑥。胡 业 裕 也 在 给 恽 代 英 的 信 中 说:

社团是研究改造方法的，可作大群众运动的大

本营，利群书社就是一个社团⑦。

在社会与个人的关系上，“五四”青年们把

改造社会与自己幸福连在一起。恽代英等人认

为: “我们一切帮助社会的法子，无非是帮助自

己，因为我们知道，要社会越进化，便自己越

有幸福。”⑧ “所以我们的新生活不是只顾小己

幸福的，我 们 的 营 业 更 不 是 只 顾 牟 利 的”，要

“永远向社会开发”⑨。恽代英主张通过新村来

打破整个资本主义制度，要求大家合力，“不但

解决自己及家庭生活问题，而且要有力量与资

本家决斗……而且靠这种共同生活的扩张，把

全世界变为社会主义的天国”瑏瑠。

改造社会更离不开发动工人阶级。上海的

沪滨工读互助团在成立之初，其成员中就有人

认识到团结工人阶级的重要性，主张联合工人

阶级共同奋斗。其中，袁笃实就主张: 要 “首

先联络的分子必从社会中一般工人起”瑏瑡。

五四时期，还有人从中日国家关系的角度

对于武者小路实笃强调 “爱人类”，主张个人和

国家觉醒，却又回避评论日本对华侵略政策的

做法 提 出 批 评，希 望 他 对 于 尚 未 觉 醒 的 日 本

“多敲几下”瑏瑢。

第二，中国的新村实践者明确否定了新村

主义中的个人主义成分。恽代英批评了其利己

本能倾向，指出: “新村的运动，虽不纯然起源

于寻求个人幸福的动机，但因为利己的本能得

了个合宜孽生的场所，利他的本能因为遇不着

适当的刺激，遂得不着适当的生长，所以精神

每易太趋重了对内的完成，太疏忽了对外的发

展。”瑏瑣 他后来说道: “我们信个人主义的新村

是错 了 的。”瑏瑤 他 在 致 刘 仁 静 的 信 中 强 调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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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信我们今天所说的，不 是 武 者 小 路 的 新

村，亦不是福利耶的大合居。”①

五四时期的青年知识分子越来越感觉到自

己的社会责任，个人主义便被逐渐放弃。根据

金观涛等人所作的观念史研究的相关数据分析，

在 《新青年》杂志中: “‘个人’一词的使用在

1921 年后明显减少，而对 ‘个人主义’的评价

在 1919 年前为正面居多，1920 年后则明显倾向

负面。”② 在当时从寻求个人自由到走上改造社

会的转变已经成为时尚③。

第三，中国新村实践者是为改造社会而富

有牺牲精 神 的 人。武 者 小 路 实 笃 主 张 “爱 他”

的同时不能损害到自己，反对为他人牺牲。但

是，李大钊 却 明 确 说: “实 行 这 个 ‘爱’字，

必须有牺牲的精神。爱人道，便该为人道牺牲。

爱真理，便该为真理牺牲。爱自由，便该为自

由牺牲。爱 平 等，便 该 为 平 等 牺 牲。爱 共 和，

便该为共和牺牲。爱的方法便是牺牲，牺牲的

精神便是爱。”④ 武者小路实笃提倡自他互助与

互利，但又强调不能埋没自我。恽代英却认为

牺牲自己帮助别人是道德要求，“因为这是一种

活泼有兴味的工作”⑤。只有能为真理牺牲的人

才能彻底改变社会。

总之，五四时期立志改造中国的青年知识

分子们最终认识到个人主义的新村方法是行不

通的。陈独秀就说: “在全社会底 ( 的) 一种

经济组织生产制度未推翻以前，一个人或一团

体决没有单独改造底 ( 的 ) 余 地”，因 而 新 村

运动就是 “痴人说梦”⑥。

三、新村主义与社会主义

对于社会主义，日本的新村主义者和中国

的新村运动实践者之间是有根本区别的。武者

小路实笃倡导新村运动的目的，从根本上说是

为了防止社会主义和暴力革命的发生。而中国

青年知识分子进行新村实验，是在探寻改造社

会道路时的一种摸索，根本没有事先预防社会

主义的想法。相反，当科学社会主义传入中国

后，他们很快接受了阶级斗争学说，放弃了新

村主义。

武者小路实笃倡导新村主义是为了缓和社

会矛 盾，他 很 早 就 发 现 当 时 社 会 存 在 严 重 的

“金钱分配不合理”和 “种种不公平”。他担心

“或迟或早革命会在世界上爆发”。⑦ 他在俄国

十月革命发生的两年之前就已经开始思考和平

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他曾表示自己 “不愿意

看到发 生 革 命，在 东 京 出 现 满 地 尸 体 的 景 象。

但是，劳动者在无法喘息地生活，难道就没有

拯救可怜人们的和平手段吗?”⑧ 他对于十月革

命后的苏俄是明确反对的，表示: “我并不赞赏

俄国过激派那样的用金钱势力和暴力把人们变

成奴隶的做法。”⑨ 为了防止革命的再出现，他

警告说: “如果准备怠慢，革命就会必然发生，

如果害怕革命的话，就只有让人们能像人一样

地生活，除此之外没有其他方法。”瑏瑠 而他找到

的最好方法就是新村，也就是 “不使用暴力创

造新世 界，而 是 依 靠 人 类 理 性、爱、理 智 等”

实现理想社会瑏瑡。不过，他的一些想法与社会主

义确有相似的地方，他曾说: “自己不是社会主

义者。不过，我在劳动者和无产阶级不能像人

一样地生活这一点上是有同感的。”瑏瑢

资本主义不好，社会主义恐怖，只有建立

新村才是出路，这就是武者小路实笃的基本立

场。有日本学者指出: 武者小路实笃建立新村

“其外在原因首先是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武

者小路实笃害怕阶级斗争，提倡依靠 “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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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意”来缓解社会矛盾。①他这样做，“其一是

希望人们从制度和金钱的枷锁中解放出来，建

立合理的共生社会; 其二是摆脱自己寄生阶级

的欠债。达成这种愿望的道路本来已有托尔斯

泰主义和社会主义，但是他既与托尔斯泰主义

诀别，也不追随社会主义，要在以上两种道路

之外寻求第三条道路，这就是武者小路的共生

农园主张。”②

武者小路实笃曾经反复强调新村不是社会

主义。1920 年 9 月，他在《新村与其他主义》中

就说: “新村和社会主义那 ( 哪) 里相同? 那

( 哪) 里不同?”由于自己并不了解社会主义，所

以不好回答。“但是，社会主义与新村相同的部

分就是社会主义好的地方，与新村不同的地方

就是社会主义不好的地方。”他还说: “我们较

之于共产主义更应该是合作主义。”③ 而 “我对

于社会主义所担心的是把现在劳动者的劳动剥

夺去，代 之 以 只 给 予 食 物”④。后 来 他 曾 说:

“对于共产主义国家我们带有不信任是由于其强

制的方法。”⑤

武者小路不但否认新村是社会主义，还强

调新村 主 义 与 空 想 社 会 主 义 也 不 相 干。他 说:

“我对到现在还把新村当作是空想社会主义的人

感到吃惊。”他认为新村的特征就是顺应人类自

我内心的要求，认为 “全部都在寻求生存之道，

这是来自人类内心的要求”，“顺从来自于内心

的要求怎么能看作是空想社会主义呢”?⑥

新村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最大区别就是要不

要搞阶级斗争，武者小路实笃明确宣布新村不

搞阶级斗争。他在 1920 年 12 月制定的 《村的

精神及会则》中说: “我们是兄弟姐妹。”“不搞

国家与 国 家、阶 级 与 阶 级 的 斗 争。”⑦ 他 还 说:

“现在有许多人认为阶级斗争是创造正确、理想

社会的捷径。”但是，“现在我们却不那么想”。⑧

他主 张 新 村 不 参 与 政 治，实 行 非 暴 力，认 为

“新村无论多么兴盛也要超越政治。只是成为良

民。对于暴力的抵抗只是高举真理。我们是和

平的民众。我们为了真理也要避免使用暴力和

金钱。要打动他人的心灵只有依靠真心”。⑨

周作人 也 强 调 新 村 主 义 与 社 会 主 义 不 同。

1920 年 11 月 他 在 天 津 演 讲 时 就 说 过，新 村

“并不属于某派社会主义; 只是从良心的自觉上

发出的主张”瑏瑠。他的著名新诗 《小河》充满了

“忧虑”的心情，瑏瑡 就是害怕中国即将发生的巨

大变革瑏瑢。在这一点上他与许多中国新村运动的

实践者并不相同。

对于武者小路实笃这种用新村来回避革命

的想法，当年不只是周作人一人。郭绍虞也认

为: “新村组织的起因，就是感到社会主义的潮

流，觉得现 社 会 有 种 种 不 公 平 不 合 理 的 事 情，

因此从事于改革的方法……他们要想免去暴烈

的改革，所以援引互助的公例，才有这种平和

的结合。这种结合，只有可以缓和激烈的运动，

绝对不会发生扰乱的。”瑏瑣 当年还有人主张在社

会主义之外，首先进行新村试验，认为如果成

功就可以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瑏瑤。对于周作人等人

的这种想法，有学者指出: 他们在强大的革命

·75·2018 年第 6 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瑏瑢

瑏瑣

瑏瑤

大津山国夫: 『武者小路実篤研究 － 実篤と新しき

村』、9 頁。
大津山国夫: 『武者小路実篤研究―実篤と新しき

村』、9 頁。
武者小路実篤: 『新しき村と他の主義』 (1920 年 9
月) ，收入武者小路実篤: 『新しき村について』黒

潮社、15 頁。
『新しき村の生活』、6 頁。
武者小路実篤: 『新しき村は空想社会主義に非ず』
(1962 年 6 月)、武者小路実篤: 『新しき村につい

て』、14 頁。
武者小路実篤: 『新しき村は空想社会主義に非ず』
(1962 年 6 月)、武者小路実篤: 『新しき村につい

て』、13 頁。
大津山国夫: 『武者小路実篤、新しき村の生誕』、
22 頁。
渡辺貫二編: 『武者小路実篤 新しき村の誕生と生

長』、96 頁。
武者小路実篤著、渡辺貫二編: 『人間らしく生きる

ために―新しき村について』、56 頁。
周作人: 《新村的精神》，《新青年》第 7 卷第 2 号，

1920 年 1 月。
钱理群: 《周作人论》，14 页。
参见姜涛: 《从周作人的〈小河〉看早期新诗的政治

性》，《海南师范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2012 年

第 8 期。
郭绍虞: 《新村研究》，《新潮》第 2 卷第 1 期，1919
年 11 月。
南星: 《新人的环境创造》，《新人》第 1 卷第 1 期，

1920 年 4 月 3 日。



潮流面前又本能地感到恐惧，乞求于阶级调和

论，妄图通过说服宣传使不劳而获阶级幡然悔

悟①。他们的这种想法在中国显然很难行得通。

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是不是属于社会

主义? 我们还可通过当时日本社会主义者对新

村主义的批评来加以印证。日本早期著名社会

主义者堺 利 彦 在 1916 年 3 月 号 的 《新 潮》和

1918 年 6 月号的 《中央公论》上曾发表文章批

评新村主义。他说: “武者君 ( 即武者小路实

笃) 对于国 家 主 义、军 国 主 义 持 反 抗 的 态 度，

是我们最希望的。”但是 “把实现理想社会的手

段放在 ‘理 性 与 爱’上，说 是 不 想 使 用 暴 力。

但是德川幕府是怎么倒台的，是用 ‘激烈的北

风’，还是‘温暖的阳光’，一看就会明白的”。②

在 1918 年 7 月号的 《新日本》上，社会主义者

山川均也发表文章说: “武者小路的新村理想预

先告知不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不仅不是社

会主义、共产主义，而且是作为与其对立的思

想而提出的。”③ 显然，在日本，新村主义也不

被认为是社会主义。

五四时期的中国青年知识分子们在探索实

现理想社会的方法时，也逐渐认识到新村主义

的和平、渐进方法是无法解决中国问题的，只

有开展民众革命运动才能达到目标，这体现在

他们对科学社会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的认识过程

上。对于阶级斗争学说，他们有一个从担心到

接受的转变，这也就是他们对新村主义从信仰

到抛弃的过程。

李大钊在开始时认为实现理想社会，阶级

斗争和互助合作两者都是必要的。1919 年 7 月

6 日，他在 《每周评论》的文章中一方面引用

拉斯金 (Ｒuskin) 的话说: “协合与友谊，就是

人类社会生活的普遍法则。”另一方面，他又引

用马 克 思 的 阶 级 斗 争 学 说，认 为: 阶 级 斗 争

“是阶级社会自灭的途辙，必须经过的，必不能

避免的。”他主张: 阶级斗争 “是改造社会组织

的手段”，而互助的原理 “是改造人类精神的信

条”。④ 但是，后来他坚定地信仰了马克思主义

的阶级斗争学说。

当年，在利群书社成员之间，对于是否采

用阶级斗争手段也有过很多讨论。胡业裕在致

恽代英信中就已经意识到进行激烈革命的必要

性，表示: “以前我对于改造社会之态度，只顾

目的，不管手段……李宁我既不反对，武者小

路亦我所赞成。”但是，后来他提出: “与其希

望于年后，何若及身得到光明的幸福。因为这

个缘故，所以我的态度稍有变动……和平的引

导，实在不如激烈革命。你看李宁和武者小路

氏是谁的能力经济?”恽代英则在回信中顾虑到

革命的破坏性问题，强调了组织团体的重要性，

并且认为革命只是最后手段。他说: “群众弱点

只能利用去破坏，不能利用去建设。所以在破

坏的事纵然极顺遂的前进时，不可不有极真诚、

极切实的团体去在背后做建设的事。”⑤他还说:

“我为革命的事，与仁静在北京争论经月，他笃

信流血，我总 想 避 免 他。”⑥ 但 他 最 终 认 识 到:

“为简捷有力的改造手段的时候，甚至于显见其

为改造的独一无二不可逃避的手段的时候，亦

没 有 不 赞 成 取 用 政 治 活 动 或 流 血 的 手 段 的 道

理。”⑦ 除了胡业裕和恽代英，利群书社其他成

员也认识 到 新 村 是 改 造 社 会 的 一 种 建 设 方 法，

可以预先缩小将来战争的范围，但绝对不流血

是办不到的⑧。

经过交流讨论，利群书社成员最后接受了

阶级斗争学说。1921 年 7 月中旬，恽代英和林

育南、李求实等在黄冈浚新小学决定成立 “共

存社”，在其宗旨中明确承认阶级斗争，拥护无

产阶级专政，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终目的⑨。将

实行阶级斗争作为首要手段。到 1922 年，恽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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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对于新村方法已经完全失望。他说: “有些人

以为办新村，改良家庭，改良市政，改良固有

的学校与工厂，有了好社会，才可以有好国家。

但是在这种群雄争长的局面之下，生活是日益

困难而不安定的”，新村主义也无法实现①。

如果说北京工读互助团的失败已经使广大

青年知识分子感觉到这条路行不通，那么上海

沪滨工读互助团的最终解散，便使得青年知识

分子彻底认识到: 在旧的社会制度没有被打破

之前，工读互助团是无法维持下去的，更不能

以此来改造社会。沪滨工读互助团的解散宣言

说: “失学青年固不可依赖于家庭，更难靠求助

于社会。换言之，资本制度不打破，工读互助

团决没有存在的余地，无力读书的青年决没有

自立 求 学 的 机 会。”② 对 于 工 读 互 助 方 法 的 绝

望，正是他们其后走上科学社会主义道路的契

机。1922 年 7 月，高君宇在少年中国学会杭州

年会上发言指出: “我们的团体非有明白的主张

不可，这种主张就是主义。我自身是信马克斯

( 思) 主义的，去年便已如此想，并希望学会采

取马克斯 ( 思) 主义。”③ 这里，他明确选择了

科学社会主义。瞿秋白也坚决主张实行马克思

主义的直接运动，并认为它 “不致 ( 至) 于象

( 像) 办新村办不好，仅仅 是 新 式 理 想 的 ‘桃

园’”④。社会主义虽然在民国初期已成为一种

主流思潮，⑤ 但是许多青年知识分子选择了科学

社会主义，这的确是与新村运动的失败密切相

关的。

选择科学社会主义并开展革命运动就必须

组织新 的 团 体，这 就 是 中 共 诞 生 的 历 史 背 景。

李大钊认为: 工读互助的失败，“这总因为我们

团体的训练不充足”，“所以我们现在还要急急

组织一个团体。这个团体不是政客组织的政党，

也不是中产阶级的民主党，乃是贫民的劳动家

的政党，即是社会主义团体”⑥。于是，他便开

始筹备建立新型政党。

工读互助运动失败后，青年知识分子走上

科学社会主义。但并不能说，中国新村主义者

所憧憬的理想社会蓝图也就此放弃。其实，他

们虽然抛开了新村主义，却并没有忘记对于美

好理想社会向往、追求的初心。正如沪滨工读

互助团解散宣言中所说的: “我们这团体的形壳

虽遭破产，而我们的工读互助的精神终久还要

磅礴的发展。”⑦ 确实，对美好社会的向往是他

们终生奋斗的动力。

四、制度化的新村与理想化的新村

五四时期，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对未来美好

社会充满强烈的愿景。他们在实践新村主义时

极为理想化，因而在新村实验过程中一些做法

过于超前，曲高和寡，这是导致新村失败的内

在原因之一。而日本新村在建立之初就注意到

制度设计的实用性，有土地财产保障，故得以

长期留存下来。

武者小路实笃为建立新村，事前进行了周

详的准备，包 括 购 买 土 地、认 真 招 募 参 加 者、

制定具体规则等。他强调: “土地和住房是第一

必要的”，⑧ 并在资金上有所准备。在 《新村对

话》等文章中，他对新村生活特别是在共产与

私有、集体生活与个人自由以及新村中的夫妻

家庭等问题上都有过深思熟虑。

第一，日本新村虽然实行共产生活，但是

也承认一 定 程 度 的 私 有，即 “土 地 全 部 共 有，

但也允 许 一 定 范 围 的 私 有”⑨。武 者 小 路 实 笃

说: “我不认为理想社会里的所有一切都有必要

共产。连绵山脉的山麓是共产的，但是孤立高

耸的山峰是突出起来的，这部分可以私有。对

于健康必要的衣食住以及其他必要的部分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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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一定的自由时间也要共产。一定的教育

所必须的东西、一定的娱乐也有必要都可无偿

得到。但是，那些不涉及到全体和所有方面的

东西，不是非有必要增加义务劳动时间的东西

则不实行共产。”他认为: 在新村，“关键的是

只有自己与所有人都共通的物质需要才应该共

产”。① 日本新村开始时要求加入者把以前的全

部钱财都交给新村，后来则改为入村之前的钱

财可以继续归本人所有和支配②。

关于新村的财产分配，武者小路实笃主张:

“如果生产的东西超过本 村 需 要，可 以 卖 给 别

村。将其收入分成三份。一部分按人均分，一

部分作为村的储备，其他用来村的发展。”③ 也

就是说，新村内一部分收入可以私有。对于村

内福利也不是一刀切。例如， “在新村医院看

病，交钱和不交钱的待遇一样”。④ 对于新村公

产的经营，则必须尊重每个人的意志，但 “资

本的使用方法，由会议决定，七成可决定的话，

只能 用 七 成 的 钱 办 事，即 便 有 一 个 人 反 对 也

不行”⑤。

第二，新村的集体生活要尊重个性、并允

许一定 范 围 的 独 立 和 自 由。武 者 小 路 实 笃 说:

“那个社会没有必要个人为了个人而牺牲，都是

独立的。”⑥在新村中， “个人只被义务所束缚，

而不能为他人 所 束 缚”⑦。新 村 实 行 轮 流 做 饭，

一个月一次。有特殊要求的可以自己做饭。可

以在食堂吃饭，也可以在家里吃饭。⑧ 实行集体

生活，也要尊重个人生活习惯。在共同生活的

同时，大家都安闲，都随便。想一个人时，就

随便一个人独处。不想见面时，放下帘子一个

人午睡也可以。互相自由融通。他特别强调要

“尊重他人的心情、时间和劳动”。⑨

武者小路实笃认为平等就是指尊重每个人

的自由，平等不是物质或精神方面的平等，而

是行动自由。他主张 “理想的社会是双方都能

生存。是立于平等基础上的自由。个人的自由

就是平等”瑏瑠，这是 “因为新村只是大家都在地

平线上生活，各自的准备、决心、天分、性格

都不同”，应尊重个性。但是，他承认在集体生

活中，个人的努力和良好的脾气禀性会得到赞

赏。“为村子作出贡献的人比没有作出贡献的人

要受到尊敬，聪明的比愚蠢的要受到尊敬，脾

气好的比郁郁寡欢的人更被喜爱这是当然的。”瑏瑡

第三，对于家庭，武者小路实笃主张在新

村中实行一夫一妻制，夫妇一同或分别参加新

村活动都可以瑏瑢。在新村中，“夫妇一同为新村

发挥作用或夫妇分别发挥作用都可以”瑏瑣。对于

家庭与新村的关系，武者小路实笃承认人们对

于家庭的关爱会高于新村，但不允许为了家庭

而在新村谋利。他主张: “不是因为新村而有夫

妻，也没有因为夫妻而有新村。相对于新村更爱

丈夫或更爱妻子，这是自然的。但是，为了丈夫

或妻子而利用新村以及兄弟姐妹的则不允许。”瑏瑤

关于村内两性关系，武者小路实笃没有提

出特别规定。但他强调: 两性关系不应该破坏

到村内秩序。他说: 关于新村的男女关系，“我

没有特别的意见。不提出男女应该怎样”，只要

“不破坏村内和平，不破坏村里勤劳气氛，不给

他人带来不愉快就可以”。瑏瑥

与日本新村相比，五四时期的中国青年知

识分子们在建立工读互助团时，却充满了理想

主义的激情。他们主张绝对共产，实行完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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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的集体生活，并准备废除家庭。周作人在介

绍日本新 村 时，重 点 在 新 村 精 神、理 想 方 面，

对于武者小路实笃关于维护新村生活的具体原

则和方法却几乎没有提及①。这就给了中国新村

运动以畅想和发挥的空间。但是，由于工读互

助团彻底共产、缺乏周密的制度设计，激情退

潮之后 面 临 经 营 困 难，加 上 情 感 问 题 出 现 时，

新村便无法继续维持。这些问题具体表现为以

下方面。

首先是实行绝对共产，要彻底铲除私有制。

西方启蒙运动把私有财产作为人权的基本内容，

但是五四时期的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却强调私欲

会损害公共利益②。例如，恽代英说: “我们很

觉得私心是一切罪恶的根源。我们要使生活有

兴 趣， 应 该 渐 使 我 们 接 近 为 自 由 工 作 的 世

界。”③ 他认为: 一切问题 “只要能破除私产制

度，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自由工作，废除金

钱，便一齐解决了”④。

本来，中 国 传 统 文 化 中 就 有 “利” “义”

对立的观念。到了五四时期，托尔斯泰的泛劳

动主义、禁欲主义和中国泛道德主义相结合，⑤

更使得 青 年 们 普 遍 崇 信 道 德 力 量，仇 视 私 有。

例如，施存统就主张绝对共产，并从母亲生病

没有得到 及 时 医 治 来 论 证 实 行 共 产 的 必 要 性。

他说: “假使共产的时候，有公共的医院，则吾

母病起的时候，就可以入院医治，何致有临死还

不明白什么病的事情?”⑥ 他认为: “共产问题，

是我们第一组工读互助团精神改变的一大关键;

试验新生活的主张，也从这一次决定。”⑦ 本着

这样的理想主义，工读互助团的共产实验其实

都很随意。傅彬然就回忆说: 他们 “曾经把团

员的衣服都集中起来，分类放置，只要谁爱穿，

谁就 可 以 自 由 捡 来 穿。这 是 我 们 对 所 憧 憬 的

‘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美好理想的尝试。”⑧

其次就是工读互助团制度不完备，导致经

营不善，无以为继。由于没有完善的制度规定，

每个团员的个人努力程度不同、责任义务不明，

加上不会经营，导致入不敷出，工读互助团往

往遇到财务困难，最后不得不解散。施存统就

反思说: “我们试验共产失败，只是受经济的压

迫”，⑨ 但失败的原因还有 “能力的薄弱”瑏瑠。他

所认为的这种能力就包括组织生产和经营能力。
1920 年 4 月， 《新青年》上发表一组文章，以

总结工读互助社的失败教训。其中，胡适认为:

是没坚持工读原则， “他们的眼光射在 ‘新生

活’和 ‘新组织’上”瑏瑡。李大钊则认为在都市

建立共同生产的组织很难，建议 “可以在乡下

购点廉价的地皮，先从农作入手”瑏瑢。施存统则

认为经营状况恶化是主因，“感情融洽只可以增

加生活 上 的 愉 快，到 了 面 包 问 题 发 生 的 时 候，

感情决不可以去解决他”瑏瑣。值得注意的是，周

作人兄弟三人组成的类似 “新村”的 “文学合

作社”到 1923 年也解体了。周氏兄弟反目的原

因虽有诸说，但是围绕经济收入与使用上的矛

盾，确实是重要因素之一。瑏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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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 年 4 月，周作人发表的《日本的新村》，主要

摘抄武者小路关于新村精神的论述，但是对其承认

私有、尊重个性和保存家庭等具体规章却并未提及。
参见高力克: 《〈新青年〉经济伦理变革及其限度》，

刘小枫等编: 《经济伦理与近现代中国社会》，香港

中文大学出版社，1998 年，第 59—74 页。
恽代英等: 《共同生活的社会服务》，《五四时期的社

团》( 一) ，第 135—136 页。
《恽代英日记》第 647 页。
王中 江: 《化 解 “义 利”的 紧 张: 严 复 的 经 济 伦

理》，高力 克: 《〈新 青 年〉经 济 伦 理 变 革 及 其 限

度》，两文均收入刘小枫、林立伟所编《经济伦理与

近现代中国社会》一书。金观涛、刘青峰: 《中国现

代思想的起源》第 1 卷，法律出版社，2011 年，第

299—300 页。
施存统: 《回头看二十二年来的我》，张允侯等编:

《五四时期的社团》 ( 三)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

书店，1979 年，第 135 页。
存统: 《“工读互助团”底试验和教训》，《五四时期

的社团》( 二) ，第 432 页。
傅彬然: 《忆北京工读互助团》，《五四时期的社团》
( 二) ，第 494—495 页。
存统: 《“工读互助团”底试验和教训》，《五四时期

的社团》( 二) ，第 436 页。
存统: 《“工读互助团”底试验和教训》，《五四时期

的社团》( 二) ，第 435 页。
胡适: 《工读主义试行的观察》，欧阳哲生编: 《胡适

文集》2，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年，第 560 页。
《李大钊全集》第 3 卷，第 179 页。
存统: 《“工读互助团”底试验和教训》，《五四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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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就是集体生活中的觉悟、决心和相互

适应的情感问题。王光祈在致恽代英的信中说:

“经济破产之原因又多由于团员不肯努力或和衷

共济之故。”① 俞秀松认为: 关键原因还是 “工

作不尽力”，“不肯协力商量办法”②。可见，他

已经关 注 到 团 员 的 同 心 协 力、相 互 适 应 问 题。

当时的理想主义青年热衷于追求一种至高至纯

的崭新社会，但是由于各人的利益、觉悟和决

心不同，便导致离心离德。施存统后来深刻总

结说: 当初在互助团筹备时，就有人不同意共

产，“幸而这几位不赞成实行共产的团员，自己

愿意 退 团，让 我 们 试 验 新 生 活，团 体 才 不 致

( 至) 于破裂”。但是， “后来讨论家 庭 问 题，

退团者也有一人”。其结果，“我们从开办到破

裂，前后三 个 月，做 过 团 员 的 共 有 二 十 一 人;

而到破裂的时候，只有团员十一人”。③ 互助团

刚成立时大家热情很高，但 “直到彼此感情渐

渐隔阂，团体精神渐渐涣散，于是对于工作发

生极大的变化，顿时感觉没有兴味”④。此 外，

还有集体生活中的人际关系和相互适应等情感

问题，“像工作不如意、读书无定时、彼此少谈

话、没有共同娱乐、性情不一样、态度欠和平、

言语欠诚恳，这些都是促成感情隔阂和精神涣

散的小原因”⑤。

对于理想社会的家庭婚姻问题，与武者小

路关于新村中家庭的观点不同，中国的新村实

验者非常激进，这与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个特定

时期相关。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在探索理想社会

时，还有彻底清除掉封建伦常的重要课题，这

集中体现在婚姻家庭问题上。当时，取消一切

差别和束缚是青年知识分子的追求目标。例如，

蔡晓舟就提出 “幸福均沾”，要打破男女阶级、

智愚阶级、资本制度、国与家的障碍。⑥ 施存统

回忆说: “我们那时的理想: 凡是理想社会所当

做的事情，我们可以试验的都试验起来，做一

个 理 想 社 会 的 模 型， 得 一 个 改 造 社 会 的 方

针。”⑦ 他们提出要解决六大问题即脱离家庭关

系、脱离婚姻关系、脱离学校关系、绝对实行

共产、男女共同生活、暂时重工轻读⑧。

五四青年知识分子还主张取消姓氏。利群

书社成员林毓兰在通信中 说: 他 “觉 得 ‘姓’

这个东西，实在是女子人格的敌人。要求女子

解放，非把他去掉不可”。他提议: 今后 “除敷

衍家庭以及亲族不能不用姓外，凡一切须用姓

名之处，均去姓而用名”。⑨ 甚至蔡元培也主张

取消姓氏、废除婚姻。1930 年，他曾设计出这

样的新村生活: 姓氏 “不要的好，用父的姓不

公道，用 母 的 姓 也 不 妥 当，还 是 不 要 的 好”。
“在理想的新村里，以不结婚为好。”家庭也是

“不得已而思其次，小家庭比大家庭好”。瑏瑠 当

然，五四时期青年知识分子在婚姻家庭问题上

的激进想法，主要是在反封建狂飙席卷的这一

特定背景下的呐喊。后来，他们的婚姻家庭观

有了改变。

理想主义是推动人类社会历史进步的主观

动力，但是 实 现 崇 高 理 想 需 要 经 过 不 同 阶 段，

更要适合当时的社会经济基础，否则仅仅依靠

实现美好理想的激情，急于求成，往往会适得

其反。另外，在集体生活中还应尊重个人自由，

完全一致是不可能的。家庭关系在相当长时期

内还依然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细胞。对于当时工

读互助团的超前做法，王光祈就曾批评道: “我

们只要在团中共同生产，共同消费，不必依赖

家庭之供给罢了，又何必定要做出形式上之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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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家庭，废除姓氏及团员所有私财均作共产等

等花头! 他们那时很有笑我不彻底的样子。其

实中国人的毛病，便是说得很凶，其实做起来，

又往往不能言行一致。”① 他的话可谓一言中的。

结 语

中日两国的新村主义无论是各自所产生的

历史背景，还是社会要求，都存在着巨大的差

别。当时日本经历了明治时代并走上帝国主义

阶段，社会矛盾加剧。为此，日本新村是要通

过自身示范用和平、渐进的方法改造社会，并

把防止革命爆发作为主要目的。而当时中国则

是辛亥革命刚刚结束，在封建主义依然残存的

同时，资本主义的弊端又已开始显现，再加上

民族危难的时局，使得青年知识分子积极寻求

彻底改造社会的道路。他们急迫地探索各种方

法，这当中并不排除阶级斗争手段。

正是由于中日新村主义的时代背景存在差

异，导致了其在两国所发生的影响和结局也不

一样。日本新村从个人主义出发强调 “自我”、
“善意”和 “爱”，主张共产的同时也承认一定

程度的私有，尽力不去触动原有社会秩序，因

此虽然历经 90 余年依然存留下来，不过其社会

影响却日渐式微。而中国新村主义的实践者们

对理想充满激情，他们为了社会和国家不惜牺

牲，以改造整个社会为己任。他们顽强不懈地

探索救国救民之道，而正是以新村运动的失败

为契机，选择了科学社会主义并最终取得成功。

( 本文作者 日本长崎县立大学国际社会

学院 教 授 日 本 国 851 － 2195 長 崎 県 西 彼 杵

郡長与町まなび野 1 － 1 － 1)
( 责任编辑 王志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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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念抗联“八女英烈”牺牲 80 周年主题征文活动通知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弘

扬伟大的抗联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凝聚各

方面力量，积极致力于现代化牡丹江建设，牡丹江市委决定于 2018 年 9 月 2 日、3 日举行纪念抗联

“八女英烈”牺牲 80 周年系列活动，并举行主题征文活动。有关事宜如下:

一、征文主题: 八女英魂、光照千秋。
二、征文内容: (1) “八女投江”的事迹和伟大意义。 (2) “八女英烈”人物研究。 (3) “八女

投江”与抗联精神研究。 (4) “八女英烈”与龙江地域文化研究。 (5) 东北抗联精神的时代价值。
(6) 抗联精神的内涵及其形成发展。(7) 抗联精神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8) 抗联对中国抗战及世

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贡献。(9) 继承和发扬抗联精神，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青春。(10) “八女英

烈”与中国妇女解放事业。(11) 缅怀“八女英烈”，当代妇女新时代再立新功。(12) 缅怀“八女英

烈”，为老区 (林口) 经济的发展贡献力量。(13) 缅怀“八女英烈”，为牡丹江各项事业发展提供精

神动力。(14) 传承“八女英烈”精神，优化龙江营商环境。以上选题供参考，亦可自拟题目。
三、征文体例: 叙事性或议论性文体。
四、征文要求: (1) 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主题鲜明，观点正确。(2) 用语准确，论述严谨，体

现学术性。(3) 提倡“短、实、新”文风，以 5 千字左右为宜，一般不超 1 万字，并附 300 字以下的

内容提要、作者简介及联系方式。(4) 引文应注明出处，采用页下注。(5) 征文投稿注明 “纪念抗联

‘八女英烈’牺牲 80 周年征文”标题、原则上以电子邮件为主，以附件形式上传文档。
五、评选奖励: (1) 征文活动将评选一、二、三等奖若干名并颁发证书。(2) 获奖征文将在市直

主要媒体、期刊、网站刊发。(3) 获奖征文作者，将受邀参加“八女英魂、光照千秋”主题座谈会。
六、截稿日期: 2018 年 8 月 15 日。
七、邮寄地址及联系方式: mdjdsyjs@ 126． com; 0453 － 6171104 殷光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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