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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上的这一周

线的急先锋，《湘江评论》辟有“东方大事述评”“西方大事

述评”“湘江杂评”“世界杂评”等栏目，全用白话文，每周

发行，每刊约 12000 字。

因语言锋芒犀利，气势磅礴，一创刊便在全国引起了强烈

的反响。创刊号只印了 2000 份，结果不到一天就卖完，接着紧

急加印 2000 份，三天时间又全部卖光。自第二期起发行 5000 份。

这个发行量，在当时可谓“爆款”。

在窘困生活的特殊时期，青年毛泽东的思想探索进入最活

跃的状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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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评论》评价它“眼光很远大，议

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

指引一代青年走上革命道路

由于《湘江评论》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道出了人民的心声，

从而受到广大革命青年和爱国人士的欢迎，不仅行销湖南全省，

还很快沿着水陆码头传播到武汉、广州、成都、北京、上海等地。

在《湘江评论》的影响下，大批青年投身革命事业。郭亮、

向警予受其影响投身革命洪流，后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杰出

领导人。任弼时等人也在该刊的影响下走上革命道路。它冲垮

了囚困旧中国已久的思想桎梏，唤醒了黑夜中沉睡的灵魂。一

时间，革命新风沿湘江奔涌，吹遍大半个中国。

随着新思潮的不断发展，革命力量的不断壮大，《湘江评论》

严厉抨击封建军阀的黑暗统治，主张推翻强权政治、解放思想、

冲决网罗，惹怒了当时的湖南军阀张敬尧，张敬尧开始疯狂镇

压学生运动。

1919 年 8 月中旬，张敬尧派军警搜查了承担《湘江评论》

印刷任务的湘鄂印刷公司，查封了湖南学生联合会和《湘江评

论》，当时已经印刷完毕的第五期刊物被全部没收，湖南学联

也随之被强行解散。一份富有革命战斗精神的报刊就这样被封

建军阀无情扼杀了。

毛泽东奋起反击，在湖南发起驱逐皖系军阀张敬尧的运动，

把“民众的大联合”思想化为行动。在多方力量的共同努力下，

驱张运动获得成功。

《湘江评论》虽然只存在一个多月，但在全国产生了很大

影响，在封建军阀的黑暗统治下，它犹如一盏散发着光芒的明灯，

照亮了人民反抗压迫的革命之路，为人民谋求幸福带来了光明

和希望。

回望来路，《湘江评论》在每一期刊物、每一篇评论、每

一条新闻中，都发出了“文学的强权、政治的强权、社会的强权等，

丝毫没有存在的余地，要借平民主义的高呼，将它打倒”等振

奋人心的伟大号召，充分地展现了发动群众打击敌人的战斗性，

分析问题针砭时弊。有的放矢、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在对辛

亥革命的分析，五四运动时期人民群众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

的分析，以及在日后的革命斗争和党的建设过程中，都得到了

充分的运用和发展。

历史上的这一周
《湘江评论》：百余年前的时代强音

1922年 7月 16日至23日，中共二大在上
海召开。

1947年 7月17日至9月13日，中共中央
工作委员会在河北西柏坡召开全国土地会议。

1949年7月12日，中共中央财政经济部
与华北财经委员会合并组成中央财政经济委员
会，同年10月称为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
均简称“中财委”。

1954年 7月1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
强市场管理和改造私营商业的指示》。

1956年 7月18日，中国政府宽释第二批日
本战犯。

1979年 7月15日，中央决定试办深圳、珠
海出口特区。

位于长沙修业学校的《湘江评论》旧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