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0年

www.xinminweekly.com.cn38

中国共产党的

　　刊物寄到北京后，李大钊称赞它是全国最有分量、见解最深的刊物之一。

记者｜吴　雪

《湘江评论》：百余年前的时代强音

百余年前的“爆款”刊物长什么样 ? 答案在《湘江评论》。

连日几场小雨后，长沙渐热。沿着都正街一路行进，

穿过几条古巷，便来到了修业学校——《湘江评论》编辑部旧址

所在地。不远处的白果园 33 号，是《湘江评论》印刷处旧址。青

砖黛瓦，雕花门窗，驻足于此，不禁追忆起青年毛泽东的峥嵘岁月。

1919 年 7 月 14 日，《湘江评论》在长沙创刊。这份由毛

泽东创办，以引导民众放眼世界、改造中国为宗旨的革命刊物，

是五四时期最出色的革命刊物之一。虽然只出版了四号正刊和

一号临时增刊，前后只存在一个多月时间，但它精深的议论和

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无畏精神，影响了大批青年投身到救国革命

事业中来。

2000 份创刊号不到一天售罄

在中国考古博物馆的陈列展上，《湘江评论》创刊号作为

一件珍贵展品展出。

这本刊物以一种平易近人、热情激昂的语气大声疾呼：“世

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

力量最强。”毛泽东在创刊宣言中坚定回答。接着，毛泽东又

发表长篇论文《民众的大联合》连载于《湘江评论》第二、第三、

第四期。

《 民 众 的 大 联 合》

是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的

开篇之作，在湖南省社会

主义学院副院长黄自荣看

来，这也正是中国共产党

人早期统一战线思想的萌

芽。

1919 年 3 月，正在北

京勤工俭学准备赴法留学

的毛泽东，接到家中母亲

病重的消息，4 月初回到长沙，成为修业学校的一名教员。毛

泽东一边教书，一边忙着组织爱国运动，还抽时间陪同母亲在

长沙看病。

当时，北洋政府在巴黎和会上外交失败，五四运动随即

爆发震惊中外。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个

重大事件。毛泽东认为湖南迫切需要一份进步刊物，发出自

己的声音，以传播新思想，唤起民众的觉醒，推动五四运动

深入发展。

在毛泽东的倡议下，湖南学联决定创办《湘江评论》杂志，

身为湖南学生联合会文牍股干事、深得众人信任的毛泽东被推

举担任主编和主要撰稿人。但创办一份刊物并非易事。

那时，修业学校南楼一层的一间房间成了《湘江评论》的

编辑部。如今再次走进编辑部旧址，摆设十分简单，一张老式

木床、一帘破洞蚊帐、一张长桌，一盏油灯，几支毛笔。而据

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第八班的同班同学周世钊回忆，刊物出

版的前几天，预约的稿子常不能收齐，只好自己动笔赶写，白

天教学、谈问题的人多，毛泽东写稿常在晚上，忍受暑气熏蒸，

不顾蚊虫叮扰，挥汗疾书，为《湘江评论》撰稿 40 余篇。

1919 年 7 月 14 日，《湘江评论》横空出世。作为舆论战

湘江评论。

1920年 1月18日，毛泽东（左四）同进步团体辅社成员在北京陶然亭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