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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 

1920 年是中国知识分子于动荡中求变的一年。中国社会的动荡

始终是起因于战争和外交——在南方，有 7 月的直皖战争、8 月的粤

军讨伐桂系；在北方，则是驻日公使蛮横无耻地向北京政府外交部提

出山东问题，要求直接交涉，从而引发全国各界的示威和抗议。与这

一事件同时并行的是王光祈宣传并开始倡导组织“工读互助团”。它

代表了知识分子体验人生、改造社会的理想。“工读互助团”虽然寿

命短暂，但其团体的兴衰过程却很值得在这一年大书一笔。其原因一

则是其在全国的影响甚大，几乎形成一个运动：二则是举凡五四爱国

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精英人物大都参加了这一团体。而其不久之后的破

产，则更是对先进知识分子的影响甚大。其后，大批具有初步共产主

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迅即积极研究和信仰科学社会主义，而文化思想

界的统一战线也由此而更加分化了。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在少年中国

学会内部，曾经创办利群书社的恽代英。进一步接受唯物史观，在科

学社会主义的道路上疾速前行：而曾经与之并肩为新村主义呐喊的余

家菊，则和曾琦、左舜生、李璜等国家主义派分子，滑向历史的右翼；

而作为工读互助团的主要发起人的王光祈，则于同年底留学德国，走

上音乐救国的道路。作为工读互助团实践失败后向科学社会主义靠拢

乃至前行的先进知识分子，此时的革命实践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其

一是在理论上探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问题，其具体标

志就是从年初的社会主义大讨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到年终的中国共

产党发起组在上海的成立与社会主义青年团分别在北京和上海的创建：

其二则是先进知识分子投身于切实的实际运动之中。他们在“劳工神

圣”的口号中，与工人弟兄们在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上坐在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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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开始了与工人阶级的逐渐结合。同时，一批先进分子为探索救国

真理，毅然走出了国门，浮槎西渡，勤工俭学，其目的性之明确，使

它明显区别于以前的勤工俭学运动。可以说，1920 年是继续保持着

“五四”的锐气和理想、承上启下的一年。 

第一次五一劳动节纪念活动 

由于十月革命影响的扩大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特别是由

于中国工人阶级在五四反帝斗争中的表现和所起的作用，各界人民对

工人阶级非常重视，“劳工神圣”成为了风行一时的口号。1920 年 5

月 1 日，中国工人和学生掀起了纪念五一劳动节的活动，其中，上海、

北京、唐山等地的纪念活动规模较大。这是中国人民在中国第一次隆

重纪念五一劳动节。从 4 月 10 日开始，上海各工人团体就着手筹备

纪念活动，并于五一节前夕，连续发表纪念宣言。这一行动引起了反

动政府的严重注意。5 月 1 日，军警森严，阻止纪念大会的召开。由

于工人们的英勇斗争，虽经数次迁移场所，大会终于开成。在这次纪

念大会上，宣传了“劳工神圣”及今后工人应该为改善自己的生活而

斗争的思想。<新青年》在五一节前一个月(7卷 5号，4月 1日出版)，

即发出《特别预告》，决定发行《劳动节纪念号》，“当作我们‘游

惰神圣”的民族一声警钟!”《新青年》在 5 月 1 日出版的 7 卷 6 号，

即“劳动节纪念号”上，李大钊发表了《五一运动史》，陈独秀发表

了《劳动者底觉悟》、《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蔡元培、孙

中山都为该号题了字，蔡元培的题字是“劳工神圣”，孙中山的题字

是“天下为公”。除名人题字外，该刊还约了 13 位工人题字，其题

字内容有“不劳动者之口中之道德神圣皆伪也”(先施公司大菜间王

澄波)、“不劳动者之衣食住等均属盗窃赃物”(怡和纱厂工人刘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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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人的生活与快乐惟劳动界合有之”(恒丰纱厂打包间工人李善

让)、“促人类安全之幸福各食其力而已”(新怡和纱厂打包间工人严

鉴堂)、“黜逐强权，劳动自治”(植树工人刘朗山)等。此外，该号

还发表了各国的劳工运动情况的介绍及国内北京、上海、天津、南京、

唐山、山西、江苏、长沙、芜湖、无锡等地工人劳动状况的调查。这

些调查报告反映了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的初步结合。除《新青年》外，

国内许多报刊，如北京《晨报》、天津《大公报》、上海《民国日

报》、《时报》、《申报》等都报道了各地庆祝情况和发表纪念文章。

《觉悟》、《星期评论》、《新社会》、《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等重

要刊物也都出版了劳动节纪念专号。上海《新妇女》、苏州《妇女评

论》等刊物也发表了纪念文章和有关工人情况的调查报告。在广泛宣

传五一节的同时，许多青年知识分子还走向工厂，和工人们一起庆祝

这一节日。五一节当天，北京大学一部分学生和工友一起，在二院大

讲堂举行了纪念大会，李大钊和学生代表在会上讲话，何孟雄等 8 位

同学还雇了两辆汽车，到处散发《五月一日北京劳工宣言》。邓中夏

等几位同学，也在当天赶到长辛店铁路工厂，对工人进行讲演，并散

发《北京劳工宣言》。宣言号召工人，“自从今天起，有工大家做，

有饭大家吃，凡不做工而吃饭的官僚、政客、资本家、牧师、僧尼、

道士、盗贼、乞丐、娼妓、游民，一律驱逐，不准他们留在我们的社

会里来剥削我们”。邓中夏还率领平民教育讲演团，利用春假举行了

第一次“乡村讲演”：第一组以丰台为中心，到丰台、七里庄、大井

村；第二组到长辛店和赵辛店；第三组到通州农村，短短几天，累计

听众即达 900 多人。经过五一劳动节的纪念和宣传，扩大了工人运动

的影响，促进了革命知识分子和劳动群众的结合，当时的舆论界评论

说：五四运动以后，新文化的潮流滚滚而来，“劳工神圣”的声浪也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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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一天高似一天，到了 1920 年，北京人士虽然感想不尽相同，但几

乎没有不晓得劳动节的。单看这一点，中国这一年的进步已不能算不

快。 

直皖战争 

1920年北洋军阀之间爆发的战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列强纷纷加紧培植自己的在华

势力，日本积极扶植皖系军阀段祺瑞，美国则扶持直系军阀冯国璋以

及冯死后的曹锟和吴佩孚。这种情况在中国政局上的反映就是直皖矛

盾的激化以至直皖战争的爆发。1918 年 9 月，段祺瑞御用的安福国

会选举徐世昌为民国大总统，冯国璋被逐出北京政府，北京中央权力

为皖系所控制。1919 年 6 月，段祺瑞的得力干将徐树铮被任命为西

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总司令，不久又以西北筹边使督办外蒙善后事宜，

使皖系势力伸人西北地区和外蒙。皖系势力的扩张和对北京政权的把

持以及对直系势力的排斥，引起直系军阀的严重不满，也使奉系军阀

受到威胁而深感不安。1919 年秋，直系四督(直督曹锟、苏督李纯、

赣督陈光远、鄂督王占元)与奉系三督(奉督张作霖、吉督鲍贵卿、黑

龙江都督孙烈臣)结成反皖七省联盟。在反皖活动中，直系吴佩孚充

当为急先锋。此时吴正驻守湖南衡阳，处在与南方护法军政府对峙的

前线。1918 年 8 月，吴佩孚连续发出“罢战主和”通电，抗命段祺

瑞皖系的“武力统一”。1919 年 10 月，吴又与南方政府实力派签定

互相援助的军事秘密协定。并于 1920 年初向北京政府正式提出撤防

北归的要求。段祺瑞认为吴军北撤必将威胁北京政府，而南方政府部

队又会乘吴撤防之际乘虚北上，因此决定采取措施阻止吴军北撤。

1920 年 2 月中旬，段祺瑞为部署阻吴北归的力量，逼迫国务院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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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直系有关的赵倜的河南督军职务，改派其内亲吴光新继任，又派御

用政客、安福系的王印川继任河南省长。段此举不仅遭到吴佩孚的反

对，也使赵倜恨恨不已，遂以“保境自存”为借口，对段采取行动，

参加了反皖阵线，使七省联盟扩大为八省联盟。1920 年 4 月 9 日，

曹锟以追悼在湘阵亡将士为名，在保定召开八省联盟会议，策划对付

皖系的武力行动。5 月 20 日，吴佩孚从衡阳撤兵，5月底退至武汉，

得鄂督王占元资助，继续北上，6 月初行抵郑州。吴军北撤，南方军

队随即北进，驱逐了统治湖南的皖系“骁将”张敬尧，占领湖南。此

时，奉系部队也以北京防卫空虚，需要“拱卫京师”为借口，一部进

入关内，配合直系倒皖。张作霖本人则以“第三者”身份，调停直、

皖间的纠纷，但未获成效。双方冲突愈形激化。7 月 1 日，曹锟、吴

佩孚公开发布反皖通电。7 月 4 日，在直、奉两系的压力下，大总统

徐世昌下令免去皖系军阀徐树铮西北筹边使、西北边防司令等职，将

边防军改归陆军部接收。面对这种局势，皖系也多方积极部署，指使

安福系密谋破坏八省联盟，在召回徐树铮时将全部边防军调回北京附

近。7 月 8 日，段祺瑞在北京召集国务院成员和军政首脑特别联席会

议，发布声讨曹锟、吴佩孚等人通电，呈请总统下令褫夺曹锟、吴佩

孚、曹瑛等人官职，交段亲自拿办。对此，徐世昌表示为难，不敢下

令。段祺瑞于是派兵围困总统府，胁迫徐世昌。7 月 9 日，徐世昌被

迫盖印发表惩办曹、吴的命令，免去吴佩孚本兼各职，“交陆军部依

法惩办”；曹锟“褫职留任，以观后效。”同日，段祺瑞将边防军改

名“定国军”，在京郊团河成立司令部，自任总司令，徐树铮为参谋

长，段芝贵为第一路军司令兼京师戒严司令，曲同丰为第二路军司令

兼前敌司令，魏宗瀚为第三路军司令，傅良佐为总参议。7 月 10 日，

段祺瑞下总攻击令，战幕正式拉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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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对付皖系的进攻，直系则组织“讨逆军”，设大本营于保定，

以吴佩孚为前敌总司令，王承斌为副司令，指挥西、中两路；东路由

曹瑛、李景林为正副指挥。7 月 12 日，曹锟、张作霖、王占元、李

纯、陈光远、赵倜等联名通电讨段，吴佩孚等通电宣布段祺瑞、徐树

铮罪状。7 月 13 日，张作霖发布派兵入关通电。同日，段祺瑞发布

讨伐曹锟、吴佩孚檄文。直、皖两军于 7月 14日正式开战。 

直皖战争的战区分为东西两路。西路在京汉沿线，是主力战场；

东路在京奉铁路沿线。西路皖军在直隶涿州、固安、涑水摆开阵

势,14 日，以刘询第十五师为先锋。向驻高碑店直军第三师进攻，直

军退出高碑店。同日，东路皖军由梁庄、北极庙一带向杨村直军进攻，

直军在铁路桥边架设大炮阻击，双方胜负未分。7 月 16 日，由天津

开来日本“护路队”，强迫直军退出铁路二英里以外。直军防线由此

被打开一道缺口,皖军乘虚而人，直军放弃杨村，退守津郊北仓。7

月 17 日，战局突然发生重大变化，在西路，吴佩孚率领从高碑店撤

出的直军，向皖军前敌司令部所在地——涿州、高碑店之间的松林店

突击，皖军从高碑店败退，直军占领涿州，并向长辛店追击前进。皖

军刘询第十五师原为冯国璋的卫队，属直系旧部。冯死后该部归属段

祺瑞管辖，现被迫与直军作战，且情况突变，故不战而退，大部投降，

小部逃向北京。7 月 18 日，皖军前敌总指挥曲同丰向直军投降。19

日，曲密电段祺瑞请依法严惩徐树铮。曲同丰的投降倒戈，使皖军受

到沉重打击，一溃而不可收拾。东路战场的皖军，因西路战败，又有

奉军助直作战，也由胜转败。17 日，东路总指挥徐树铮在廊坊得知

西路皖军战败，丢掉战事，匆忙赶回北京。所部失却统帅，不战而降。

至 18 日，直皖战争胜负已决，皖系失败，段祺瑞花费巨大代价编练

的所谓“边防军”，仅四五天的功夫即全军覆没。7 月 19 日，段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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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引咎辞职。23 日，直、奉军进入北京北苑、南苑。直皖战争至此

结束。直皖战争双方投入兵力近 10 万人，主要是段祺瑞、徐树铮直

接指挥的边防军和曹锟、吴佩孚指挥的直军，而其余各省两派军阀的

部队则基本上未动，战争中被消灭的只是边防军，各省皖系军阀的地

盘则鲜有变动。直皖战争结束后，北京政权为直、奉两系主要是直系

军阀所控制。 

中苏建立外交关系谈判 

中苏建立外交关系谈判开始于 1920 年中，最初是与远东共和国

进行的。十月革命胜利后，苏俄政府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喘息机会，在

列强的包围下，为了保卫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苏俄政府奉行了和平

共处的外交原则，甚至不惜为此作出暂时的重大让步。苏俄这一时期

外交政策的任务之一就是避免在远东同日本发生军事冲突，并准备好

在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一旦向俄国重要中心发起新的进攻时予以还击。

这一政策的重点是抵制波兰军队的进攻，而为了避免同日本作战，苏

俄决定在远东地区成立一个“缓冲国”——远东共和国。远东共和国

是在列宁亲自指导下，由原苏俄远东人民委员会主席克拉斯诺晓科夫

具体负责创建的。1920 年 3 月 28 日，贝加尔湖沿岸居民制宪会议开

幕，4 月 6 日，克拉斯诺晓科夫为会议起草声明，宣告正式建立独立

民主的“远东共和国”。该共和国包括阿穆尔省、滨海省、外贝加尔

省、库页岛省、堪察加省和划归中东路的地带。1921 年 1 月，远东

共和国制宪会议举行选举，成立了由布尔什维克领导的政府。远东共

和国对华外交的主要任务是利用其非苏维埃形式，建立和发展同中国

的经济贸易关系，同时，为尽快解决中苏之间的悬案并建立正式外交

关系创造条件。根据这一政策，1920 年 5 月 30 日，远东共和国外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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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北京政府发出照会，提议两国建立正式关系，并设立领事机构和举

行官方代表会议。6 月，优林使团来华。该使团的权限很广，不仅能

就经济及外交关系等问题同中国政府进行谈判，而且有权签订条约，

并被苏俄政府授予解决中东铁路等问题的权力。但北京政府担心与远

东共和国接触会引起列强的不满，迟迟未准使团进京，直到 8 月 26

日，始准优林以“远东共和国商务总代表”名义经库伦抵达北京。 

11 月 30 日，优林照会北京政府外长颜惠庆，提出远东共和国政

府宣言，宣言主要包括五项内容：(1)废除帝俄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

条约；(2)允设远东领事馆；(3)拒绝道胜银行对中东路的要求；(4)

发展两国商务，订立商约；(5)恢复邦交，建立外交关系。同日，优

林开始与北京政府外交部俄事委员会会长刘镜人举行首次非正式会谈。

刘镜人提出商务谈判的四个前提条件：(1)在中国境内不作任何与中

国社会不容的政治“鼓吹”；(2)赔偿俄国革命时给中国侨民造成的

损失；(3)保护中国侨民的生命财产，予以旅居经商自由；(4)查处并

杜绝新疆、外贝加尔等地方对中国侨民的不该发生的事件。12 月 4

日，优林以远东共和国政府名义接受了这四项条件。经过谈判，双方

签订了《黑龙江政府与远东政府开通边界章程》及《会订东赤两路开

通车辆条件》，但对华侨赔偿一事仍悬而未决。1921 年 4 月 20 日，

北京政府正式接待优林使团，外长颜惠庆直接与优林谈判，谈判的重

点是商约草案、中东铁路及外蒙古三大问题。谈判一直持续到 10 月

中旬，双方就中东路问题和外蒙古问题达成初步谅解。优林使团来华，

基本上打通了中俄的边境往来，为中俄恢复外交关系及解决中东路和

外蒙古问题打下了基础。 

在与优林使团访华几乎同时，北京政府也向远东共和国派出了一

个军事外交代表团。1920 年 6 月，由督办边防事务处派谴陆军中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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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斯唐为首的代表团赴远东共和国考察并俟机前往苏俄，进行非正式

洽谈。6 月下旬，张斯磨率代表团到达远东共和国首府上乌丁斯克，

拜会了远东共和国政府主席克拉斯诺晓科夫，双方进行了长时间的秘

密会谈。9 月 5 日，代表团抵达莫斯科。9 月，10 日，张斯磨照会苏

俄外交人民委员齐切林，声明代表团代表中华民国政府前来莫斯科进

行谈判，并将随车带来的面粉送与莫斯科的儿童和赈济华侨。苏俄政

府接待了代表团，为该团了解苏俄情况提供了一切便利条件，并将苏

俄政府第二次对华宣言交代表团转交中国政府。11 月 2 日，列宁接

见张斯唐。11 月 3 日，代表团抵彼得堡，逗留几日后回国。张斯磨

使俄，是北京政府与苏俄非正式交往的一次尝试，有利于双方的进一

步接触。 

1921 年 11 月至 1922 年 2 月，帝国主义列强举行了以划分在远

东势力范围为主要内容的华盛顿会议。为反对华盛顿会议，共产国际

于 1922年 1月 21日召开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各革命团体代表会议，作

出了《华盛顿会议的结果及远东形势》的决议。在这种背景下，苏俄

决定派出以越飞为全权代表的新的驻华外交使团，到北京与吴佩孚及

其控制下的北京政府谋求合作。1922 年 8 月 12 日，越飞使团抵达北

京。他在同北京政府积极交涉的同时，又派使团顾问伊万诺夫及苏俄

驻北京通讯社负责人霍多罗夫等多次到洛阳会见吴佩孚，以促进双方

的关系。然而，吴佩孚镇压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政策，使苏俄的联

吴希望落空。越飞使团与北京政府的交涉遭到挫折，但与南方的国民

党之间的关系却取得了迅速的发展。1923 年 1 月。越飞以养病为名

离开北京抵上海，与孙中山进行了秘密而频繁的接触。1 月 26 日，

双方发表《孙中山与越飞会谈纪要》，即历史上有名的《孙文越飞联

合宣言》。不久越飞奉召回国。苏俄派出苏俄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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