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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十月革命对 20世纪中国革命的影响（提纲） 

 

一、中国报刊舆论对俄国革命由迎转拒 

1. 中国报刊为何欢呼俄国二月革命？ 

2. 中国报刊为何谴责俄国十月革命？ 

二、五四运动前社会舆论对俄国革命态度的转变 

1. 无政府主义者率先称赞俄国革命 

2. 孙中山致电列宁政府表示祝贺 

3. 知识界称赞俄国革命开启世界新潮流 

三、五四期间毛泽东对俄国十月革命从反感到拥护 

1. 毛泽东 1949年谈俄国革命如何影响中国 

2. 毛泽东 1936年回忆自己早年如何认识俄国革命 

3. 1919年毛泽东对列宁和俄国十月革命的批评 

4. 1920年底毛泽东为何放弃改良转向革命？ 

四、中国最早拥抱俄国革命的群体 

1. 无政府主义群体（以《劳动》、《闽星》、湖北互助社、四川适社为例） 

2. 留欧青年学生群体（以蔡和森、周恩来、邓小平及新民学会会员为例） 

3. 社会政治活动分子（以吴玉章、胡鄂公、姚作宾、江亢虎为例） 

五、陈独秀及其中共能够在若干“共产党”中独占鰲头的原因 

1. 从陈独秀的思想突变看俄共代表直接影响的作用 

2. 从上海中共发起组的建立及巩固看共产国际援助的意义 

3. 从中共早期组织成员分化情况看其成员年轻化的影响 

六、孙中山主动联手苏俄却拒绝列宁主义 

1. 孙中山联俄容共的动机与原因 

2. 孙中山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与对西方道路的坚持 

七、苏俄对中国革命策略成功的最初步骤 

1. 以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阶段论制定联合战线政策 

2. 规定中共革命必须“两步走”（先民主革命，再社会革命） 

3. 教会中共以国民党为联合战线组织，自己占据领导核心 

八、俄国十月革命对中共最大的影响 

1. 阶级革命和阶级专政的观点及经验 

2. 坚持阶级分析、阶级划线和阶级斗争 

3. 坚持暴力革命、武装斗争，反对人道主义、和平思想 

九、毛泽东对俄国十月革命经验的发展创造 

1. 把“城市中心论”发展成“农村包围城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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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把斯大林的“三阶段论”发展成“继续革命理论” 

3. 把马克思的“三阶段论”发展成“两阶段论” 

4. 用百分比论和代价论应对国内国际阶级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