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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能识此五者．则幸福之追求，未尝非青年正当之信

仰”㈨“)。对于“新青年”的人格魅力与形象风采，李

大钏界定道：“艰虞万难之境，横于吾前，吾惟有我、有

我之现在而足恃。堂堂七尺之躯，徘徊回顾，前不见古

人．后不见来者，惟有昂头阔步，独往独来，何待他人之

援于-，始以遂其生者，更胡为乎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

而涕下哉?惟足为累于我之现在及现在之我者，机械

生活之重荷，与过去历史之积尘，殆有同～之力

焉。”【”]【h％，o”惟此，则如陈独秀所言：“倘自认为_二十

世纪之新青年，头脑中必斩尽涤绝彼老者壮者及比诸

老者壮者腐败堕落诸青年之做官发财思想，精神上别

构真实新鲜之信仰，始得谓为新青年而非旧青年．始得

谓为真青年而非伪青年。”【8】(”’做时代的“新青年”，就

要同毒害人的孔夫子之道决裂，具有主体自觉和社会

自觉。陈独秀大声疾呼：“予所欲涕泣陈词者，惟属望

于新鲜活泼之青年，有以自觉而奋斗耳!自觉者何?

自觉其新鲜活泼之价值与责任，而自视不可卑也。奋

斗者何?奋其智能，力排陈腐朽败者以去，视之若仇

敌，若洪水猛兽，而不可与为邻，而不为其菌毒所传染

也。”【8】(㈣李大钊十分赞同陈独秀的论点，强调道：“青

年之自觉，一在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

囹圄，勿令僵尸枯骨，束缚现在活泼泼地之我，进而纵

现在青春之我，扑杀过去青春之我，促今日青春之我，

禅让明日青春之我。～在脱绝浮世虚伪之机械生活，

以特立独行之我，立于行健不息之大机轴。他认为，青

年之自觉，青春之灿烂，关切国家民族之生存与发展，

不可等闲视之，“吾之民族若国家。果为青春之民族、青

春之国家欤，抑为自首之民族、自首之国家欤?⋯⋯此

则系乎青年之自觉何如耳!，，[10】(上卷·。4、1”’鲁迅鼓励青

年不要屈服于旧思想旧文化的压制，勇敢地向前走。

他说：“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

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

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

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我又愿中国青年都只是

向上走，不必理会这冷笑和暗箭。”Ⅲ(第1卷t P3”1钱玄同提

醒道，与旧文化旧思想决裂，⋯要有勇气，二要有独立

的思想．“青年呵!如其你还想在二十世纪做一个人，

你还想中国在二十世纪算一个国。你自己承认你有脑

筋，休自己还想研究学问；那么，赶紧鼓起你的勇气，奋

发你的毅力，剿灭这种最野蛮的邪教和这般兴妖作怪

胡说八道的妖孽!”【14J(“1)

文化新人强调青年的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指出

革命青年的成长道路。他们认为，在中国社会现代化

转换的历史性时刻，青年一定要担负起社会责任与历

史使命，自新自励，勇猛前进。陈独秀指出：“自觉勇于

◆近珊代历史与文化◆

奋斗之青年，发挥人间固有之智能，决择人间种种之思

想，——孰为新鲜活泼而适于今世之争存．孰为陈腐朽

败而不容留置于脑里，——利刃断铁，快月理麻，决不

作牵就依违之想，自度度人，社会庶几其有清宁之日

也。青年乎!其有以此自任者乎?”_8“⋯李大钊在<青

春)中说：“凡以冲决历史之桎梏，涤荡历史之积秽，新

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者，固莫不惟其青年是

望矣”，“青年循蹈乎此，本其理性，加姒努力，进前而勿

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

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

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资以乐其无

涯之生”。鲁迅指出，“青年的使命”是要走出人们“永

久满足于‘古已有之’的时代”，这古已有之的时代其实

就被“人肉筵席的文明”占据着，“这人肉的筵宴现在还

排着，有许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扫荡这些食人者，掀

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

命!”nH第1卷，”1’216’李大钊在<现代青年活动的方向)

中，指出了青年的努力方向。他说，“第一，现代的青

年，应该在寂寞的方面活动，不要在热闹的方面活动”；

“第二，现代的青年，应该在痛苦的方面活动，不要在欢

乐的方面活动”；“第三，现代的青年，也应在黑暗的方

面活动．不要专在光明的方面活动”。李大钊所揭示的

青年努力方向，有着丰富的时代内涵：一是时代青年要

勇于脚踏实地、坚定地向着黑暗冲锋，向着光明前行．

因为“黑日音寂宽中所含的，都是发生，都是创造，都是光

明”；二是时代青年要同劳动人民打成一片，走与工农

群众相结合的道路，担负救民于水火的重任，因为“劳

动的人，仍不免有苦痛，仍不免有悲惨，而且最苦痛最

悲惨的人，恐怕就是这些劳动的人。所以我们要打起

精神来，寻着那苦痛悲惨的声音走”；三是现代青年要

有坚忍不拔、敢于牺牲的英雄气概，同黑暗斗争到底。

李大钊关于青年努力方向的论述，给新民主主义时期

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青年成长的道路以巨大启发。毛

泽东在‘五四运动)、<青年运动的方向>中的一系列论

述与此一脉相传，又有所推进。毛泽东号召“中国的知

识青年们和学生青年们。一定要到工农群众中去，把占

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动员起来，组织起

来”【1s】(⋯)。毛泽东认为，同工农大众相结合，是一个
原则问题，“真正的革命者必定是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

民众相结合的”；结合的问题．是革命运动中的一杆标

尺，它衡量知识分子是否革命㈦(Ⅸ59一”)。

_-是“国民性改造”要立足于教育。教育是为国家

培养人才的地方，如果教育不能培育出对社会有用的

人才，那么，教育本身就有问题了，就应该改革了。文

化新人重视教育，因为在他们看来。在旧社会旧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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