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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河南由于地处中原，军阀势力强大，很长一段时间封建思想占据统治地位，经济发展缓慢，民众
社会意识落后。相比于国内其他省区，马克思主义进入河南要晚一些，然而带来的积极回响却是强烈的。马克

思主义在河南的早期传播可谓在各种阻碍中艰难前行。通过传播者的努力，加之传播形式的创新，马克思主义

不断与河南实际情况相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同形式的传播和运用，为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

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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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

各类社会主义思想开始传入中国，但直到十月革命

之后，中国知识分子才开始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理

论，并着手进行传播。学术界较早关注宏观层面的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研究，并取得了丰硕

的成果。相比之下，中微观视阈下马克思主义在各

省区的早期传播研究还很薄弱。河南虽地处中原、

地理位置重要，但经济相对落后，新式知识分子群

体相对弱小，马克思主义传入河南相较于全国其他

省区要晚一些，传播速度却不慢，回响也比较强烈。

然而，这一研究领域还未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王

永岩在《马克思主义在河南的传播研究（１９１９—

１９２７）》一文中，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外来的思

想在河南传播的主要场域展开分析，认为马克思主

义要进入河南地区生根、发芽、成长，势必要仰赖一

定场域作为支撑；这既是马克思主义进入河南的前

提和基础，更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在河南地区广泛、

深入传播的力量［１］。王文的分析宽泛却不甚详

尽，只是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在河南传播的状况，没

有就具体问题展开分析。本文拟就马克思主义在

河南早期传播的艰难性、传播过程和影响作以简要

分析，以期引起学术界的关注，进一步推动和深化

该领域的研究。

一、马克思主义在河南早期传播的艰难性

晚清以来河南政治形势极为复杂，政局时常处

于动荡之中，因此新思想传入极为艰难。这是由于

河南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始终是各派政治势力争夺

的对象，封建思想长期占统治地位。辛亥革命后，

河南成为军阀争夺的对象，匪患严重，战事不断。

在军阀的暴虐统治下，河南民主力量的发展、新思

想的传播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制约。同时，民初时期

河南自然灾害频发，经济社会发展滞缓，民众生活

日益艰难。这些因素导致马克思主义在河南的早

期传播步履维艰。

首先，河南在军阀的统治下兵祸酷烈、匪祸极

深，重重压迫使河南人民较其他许多省区面临的困

难更严峻。１９２０年，直皖战争爆发。此后的１９２２

年、１９２４年，又分别爆发两次直奉战争。河南在每

次战争中都首当其冲，战火波及之处，房屋、庄稼被

毁，生灵涂炭。正如中共在《中央局关于全国政治

情形及党的策略的报告（十、十一月份）》中所指出

的，“河南现时军队之多和派别之复杂，为各省冠，

张治公、寇英杰、田维勤、靳云鹗、魏益三、米振标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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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相当实力，各不相下”［２］。军阀的暴虐统治带来

的是异常黑暗的政治，吏治极其腐败。《河南省农

民协会成立宣言》指出：“而一般土豪劣款（绅）复

凭借官厅势力，狐假虎威，以欺压农民，敲诈剥削，

无所不至……至若战事发生，则拉夫拉车，要草要

面，彼军既饱载以去，此军又照例苛求，层出不穷，

循环无已甚至焚烧劫掠，屠杀奸淫，致使一般农民，

或因遭罹炮弹而妻离子散，或因失去重要农具———

如牲口车辆等———而破产失业，沦为乞丐。”［３］在

这一时期的河南，与军阀的暴虐统治相伴随的，还

有惨烈的匪祸。清末，河南“盗风之盛”，已“甲于

各省”［４］；民初的十年，河南不仅产生了闻名全国

的匪首如老洋人、樊钟秀等，而且“全豫百零八县

中，欲寻一村未被匪祸者，即不可得”［５］。在军阀

的残暴统治下，各种民主活动均遭到取缔甚至受到

残酷镇压。由于大众媒介大都掌握在军阀手中，这

些媒介又都服务于军阀统治，人们获得信息的渠道

也被控制。在此背景下，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难度可

想而知。

其次，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经济社会发展缓慢。

河南省是当时我国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省区之一。

１９２０年，华北５省大旱，灾难波及３１７个县，灾民

２０００万，占全国２／３，死亡５０万［６］。“中以河南百

姓受苦为尤甚。因为河南的旱荒，人没有饭吃，与

别的省已经是一样的了，此外还有土匪、官匪等灾，

比那旱荒还烈几倍”［７］２１５，“全省一样的旱，真是赤

地千里，寸草不生，树叶树皮，早就没了，卖儿卖女，

没一天不听说几宗。贵重家具摆在街市，值十个要

一个，也无人敢问。有在家等着饿死的，有全家投

井的，有病不能起全家对着哭的”［７］２１５。尤其是豫

北地区，“一连两季欠收，已经不能支持。今秋又

无收成之望，吃得雀尽鼠空”［７］２１５。河南人民四处

逃难，饿死者无数，可以说苦不堪言。但他们的苦

难仿佛永远看不到尽头，其间河南军队大幅增加，

到１９２４年９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前，河南驻军

近１０万人［８］。由此产生的庞大军费开支大都转嫁

到了河南人民头上。１９２９年《法兰克日报》的记者

史沫特莱访问中国时河南给她留下了如此的印象：

河南“是军阀混战，河水泛滥、饥馑连年的重灾

区”［９］４８，“饥饿所迫，森林砍光，树皮食尽，童山濯

濯，土地荒芜。雨季一来，水土流失，河水暴涨；冬

天来了，寒风刮起尘土，到处飞扬。有些城镇的沙

丘高过城墙，很快沦为废墟”［９］４８－４９。天灾人祸带

来的是极端的贫困，或哀鸿遍野，或渺无人烟，农村

极度萧条、农业严重衰退。吴佩孚还发行了４００万

有奖券，强迫民众购买。原河南省银行倒闭后，该

行所发的４０００万元钞票变成了废纸，但吴佩孚随

后又开办了一个丝茶银行，发行钞票５００万元，强

迫民众使用，后来也化为废纸［１０］，从而沉重打击了

河南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不利于工人阶级队伍

的壮大。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河南民众，既渴望先

进的指导思想引导他们改变自身命运，但又因自身

经济、社会条件制约而无法接近先进的指导思想。

最后，长久而深厚的封建传统导致河南城乡陋

俗泛起的常态。河南位居中原，素以农业为重，封

闭、保守等传统观念已经根深蒂固。由于思想观

念、思维方式具有极强的延续性、传承性，进入民国

后这些陋习依旧无孔不入、广泛存在。正如地方志

所反映的：“惜乡农民拘守旧见，于一切播种之法，

粪拥之法，灌溉之法，不复研究新理进求改良，人事

未尽而只待天之晴雨，以占岁之丰歉。此亦中国农

业不发达之一大原因，不仅确山一邑为然也。”［１１］

农民如此，官府也是这样。例如，１９２６年春夏，河

南大部分地区久旱无雨，尤以豫北、豫西、豫东为

甚，省当局不设法抗旱救灾，反而大搞迷信活动，数

度下令全省禁止屠宰，各寺庙焚香祈雨，省主要官

员还亲率各界到城隍庙求雨［１２］。不难看出，当时

的河南自上而下多是陋俗的拥趸，由此带来封建迷

信思想盛行，观念落后而顽固。此外，佛教、道教等

信仰深入民众生活，无疑也增加了马克思主义在河

南早期传播的难度。

二、马克思主义在河南的早期传播基础

面对重重困难和复杂多变的政治形势，志士仁

人们为寻求真理、救民于水火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开展了各种尝试，从而为马克思主义在河南的早期

传播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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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优良的革命传统以及近代实业的发展促

使河南民众不断觉醒，工人阶级队伍不断壮大，为

马克思主义在河南的早期传播奠定了必要的阶级

基础和社会基础。河南有着优良的革命传统，历史

上曾多次爆发农民起义，民国初年白朗又发动了武

装起义。关于这次起义的性质，学术界多有争议，

但基本上认可它由于吸收了不少革命党人，加上正

值资产阶级“二次革命”时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某些影响，因而有着不同于以

往的单纯农民起义的时代特征［１３］。白朗起义打击

了封建势力，有力促进了底层民众的觉醒。同时，

辛亥革命后，河南掀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实业救

国”热潮。１９１３年２月，由河南总商会创办的《河

南实业日报》应运而生，随之又成立了河南实业协

会，宗旨为“振兴实业，扩充国计民生，挽回利

权”［１４］２０９。据申报馆《最近之五十年》统计，河南至

１９１９年，计有注册公司３４个、注册工厂１４个（含

面粉厂３个、榨油厂２个、瓷器厂１个、棉纺织染厂

２个、电厂１个、火柴厂４个、制蛋厂１个），资本总

额达２６３万余元。其中著名的有１９１９年在郑州兴

办的豫丰纱厂。有学者研究认为，这个统计不很完

全，所以参考其他资料，河南全省在１９１２—１９１９年

开办的各种工厂资本总额应在５００万元上下。加

上同一时期创办的煤矿总资本额４５０万元左右，合

计新开的民族工矿业资本总额当近１０００万元，较

之清末的二百数十万元增加４倍左右［１４］２１１。这些

资本在河南扩张的结果是企业不断增多，用工无疑

扩大了，工人阶级队伍随之不断壮大，由此给河南

带来了新的希望。

面对严重的民族危机以及军阀的暴虐统治，民

族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利、经济利益得不到应有的保

障，他们同工人阶级几乎面临同样的命运，进而增

进了相互之间的可信度，能够接受新思潮，有可能

走在一起，共同反对反动势力。同时，这一时期河

南的农产品（包括棉花、油料作物花生和大豆在内

的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得到进一步扩大。有数据

显示，河南的芝麻外销额也在进一步增加，外商洋

行以及南洋华侨商人来豫设庄收购者日多。据有

关资料显示，１９１８年全省种植面积达 ２０多万公

顷［１５］。此外，烤烟在河南的部分县份也得以迅速

发展，统计资料显示，全省烟草种植面积由１９１４年

的０．８万余公顷、总产量３．８万多担，到１９１８年已

增至４５万多公顷、１１３５万担［１４］２１３－２１４。国内外市

场对原材料需求的不断增大，加上京汉铁路带来的

交通便利，进一步促进了河南农产品的商品化。以

上因素促成了河南经济社会的逐步近代化，为马克

思主义在河南的早期传播奠定了阶级基础和社会

基础。

第二，民主思想的传播以及青年学生的强烈反

响，为马克思主义在河南的早期传播提供了思想基

础和中坚力量。尽管当时的河南闭塞、保守，并长

期处于军阀专制统治之下，但新文化的春风还是吹

到了这个中原省份，并且逐步蔓延开来。马克思作

为一种外来的意识形态在河南逐渐传播，河南的思

想界发生了激烈的变化。１９１８年暑假后，冯友兰

从北京大学毕业回到开封，任职于河南省第一工业

学校。受五四运动的影响，冯友兰、嵇文甫等１０余

人筹备成立了《心声》杂志社，并创办了《心声》杂

志，由冯友兰任主编。该杂志在《发刊词》中指出，

“本杂志之宗旨在输入外界之思潮，发表良心上之

主张，以期打破社会上、教育上之老套，惊醒其迷

梦，指示以前途之大路而促其进步”［１６］，表达了要

求打破旧的封建秩序，以及彻底改变“老套”，实行

社会变革的强烈愿望［１４］２１６－２１７，成为当时河南宣传

新文化运动的唯一刊物。五四运动后，河南知识界

在军阀专制层层高压下开始冲破桎梏，积极开展各

种进步活动：他们深入群众，在各地组织团体；出版

报纸杂志，并努力发行；同时，利用各种方式推销宣

传新文化的刊物和进步书籍。

当时，河南人民已是朝气扑人，难能可贵。青

年学生开始组成社团，由开封省立第二中学学生曹

靖华等为主组成的青年学会影响较大［１４］２２２，传播

新思想的刊物在河南也应运而生。１９２０年１月，

青年学会创办的《青年》半月刊面世，它每期都用

相当大的篇幅，刊发鼓吹妇女解放、反对男尊女卑、

提倡妇女的自由社交活动、反对男女授受不亲的文

章。包括《新中州报》在内的几个刊物在这方面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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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作出很大贡献。青年学生们更是身体力行。例

如，开封第一女子师范的青年学生就组织了女子同

志会，出版《女权》杂志。这些杂志的办刊宗旨、文

章内容相同或相近，它们相互呼应，形成了一股潮

流，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受新思想的影响，经过实践锻炼，河南的青年

学生们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都有很大的提高。

在思想上，他们开始把宣传民主、科学思想作为主

要内容，如《青年》就提出要“树起一杆‘德谟克拉

西’的大旗”。同时，组织能力也有提高，如他们把

过去各自独立、关联不大的几个青年团体合并为河

南青年协社，并发表《宣言》，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

和奋斗目标。广大进步青年们逐渐认识到自身的

力量，发现了集体行动的威力，统一了认识，统一了

组织，政治上也逐渐成熟，进而大大提高了战斗力。

可以说，这是近代河南青年爱国主义运动史上的一

件大事。很显然，这一切都得益于民主思想的传

播，虽然思想文化方面的禁锢还多有存在，但较之

从前有了很大的进步，革命的种子已在青年们的心

里生根、发芽、壮大，他们的实际行动在社会上产生

了极大的影响。这就为马克思主义在河南的传播

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

第三，近代以来河南的社会矛盾持续尖锐，许

多试图改变社会状况的尝试陆续以失败告终，迫使

河南人民开始寻找新的出路，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

播为河南人民带来了新的希望。晚清统治者推行

地方自治时，河南也成立了谘议局，开始自上而下

推行自治。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成果后解散国会，

河南的自治也受到了影响，议事会、参事会被迫停

止活动，地方自治组织被迫停办。军阀统治时期，

河南再次推行地方自治，不少地区成立了自治讲习

所，培养专门人才。然而，军阀统治下的河南，派系

斗争残酷、人事更换频繁，加上自然灾害严重，城乡

人民深陷苦难，财政极其困难，导致了河南的地方

自治徒具形式，极其尖锐的社会矛盾得不到缓解，

正如广大农民所愤怒倾诉的像“在十八层地狱下

过生活”［１４］２４３。在这样的状况下，马克思主义在河

南的早期传播为苦苦挣扎的河南人民带来了新的

希望。

三、马克思主义在河南的早期传播概况

马克思主义初入河南，首先在青年学生中得到

积极反响，因此，其传播主体主要是青年学生。

１９１９年５月，河南省学生联合会决定，全市中等以

上学校月底实行总罢课，并决定组织从事三项工

作：“一、组织演讲团，分途演讲；二、分散传单，激

起国人爱国热忱；三、组织调查部，调查日货，务使

禁绝，以提倡国货。”［１７］１９１９年年底，为了更好地

接受、传播新文化和新思想，开封第二中学进步学

生曹靖华、汪涤源、蒋光慈等创办了青年学会。这

个组织不仅代售进步刊物，还以《新中州报》《青

年》等报刊为阵地，大力倡导新思想，坚决反对旧

思想，开始接受、宣传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在河南的传播与河南工农运动息

息相关。河南的行业工人人数有限，但比较集中，

在社会政治生活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是河南

工人阶级的一个突出特点。同时，河南工人阶级与

农民阶级有特别密切的联系，从而使马克思主义的

传播在受众的广度上有着极大的优势。以当时河

南最大的煤矿焦作煤矿为例，其十分之八的矿工来

自附近的农村，有些还在家务农，在农闲时才去矿

上做工［１８］。李大钊作为最早在中国举起马克思主

义大旗的领军人物和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

一，敏锐地意识到河南这个省份在中国工人运动中

的重要战略地位。在其短暂生命历程的最后几年

里，就先后六次亲临河南，到郑州、洛阳、开封等地

指导革命斗争。他向河南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点

燃河南革命的火种，直接指导了河南的工人运动与

农民运动，并密切关注河南工农运动的新动向，及

时把握形势，研究对策，使河南的工农运动取得了

辉煌的成就，有效地配合了当时全国革命运动发

展。他和北方党组织在河南发展的党员、建立的组

织以及留下的影响，为党后来在河南开展革命斗争

奠定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基础［１９］。作为一名怀有

强烈爱国主义情感的马克思主义者，１９２０年代，李

大钊曾两次亲临河南当时的省会城市开封，在国民

二军中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为促进国民革命统

一战线在河南的形成及巩固作出了重大贡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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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产党成立后，在李大钊等共产党人领导下，河

南的工农运动更是蓬勃发展。可以说，河南在这方

面几乎可以和当时的广东相媲美。工农群众在轰

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中受到了革命教育、提高

了政治觉悟，为随后的北伐战争胜利进军奠定了良

好的群众基础。

马克思主义在河南的早期传播培养和锻炼了

一大批先进分子和共产党人，为河南工人运动和民

族民主运动的开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同时，也

为河南地方党组织的成立奠定了组织基础、干部

基础。

１９２１年７月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集中全力

从事工人运动。北方分部派员到河南境内的京汉、

陇海、道清三条铁路线各站开展工作，京汉路为吴

汝铭等，陇海路为游天洋、王忠秀等，道清路为童昌

荣。他们通过赠送《工人周刊》、办工人补习学校

和进行巡回演讲等方式，向工人进行宣传教

育［１４］２５１。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及其与工人运动

的结合，中国共产党在河南建立党组织的条件已经

成熟。经李大钊、罗章龙介绍，游天洋加入了中国

共产党，并按照上级要求在中原地区发展党组织。

１９２１年１１月２０日，为反对裁人减薪、虐待工人，

陇海铁路工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罢工。在党组织

的领导下，各地工人纷纷声援陇海工人运动：京汉、

津浦路工联合会公议资助罢工工人粮食；京汉路长

辛店工会致书陇海路工人，鼓励他们坚持到底，并

许以经费上及实力上之援助［１４］２５４；京汉铁路郑州

站工人发表宣言，称赞陇海路工人罢工“是争我人

格，光我国体的，凡我同胞谁不佩服他们呢”，表示

“到必要时给他们以相当的援助”［２０］。劳动组合书

记部的指导和各地工人的声援，更加坚定了河南罢

工工人的信心，他们的士气得到鼓舞，决心更加坚

定。１９２１年１２月２４日，中共洛阳小组成立，游天

洋任组长，白眉珊、王福顺为成员。这是河南乃至

中原地区成立的第一个党组织。有了党的组织，有

了明确的奋斗目标，河南的工人运动便有了科学理

论的指导，有了明确的政治目标，有了凝心聚力的

领导核心。

１９２３年，京汉铁路河南段工人积极参与了震

惊中外的京汉铁路大罢工，形成了中国工运的第一

次高潮，推动了全国革命形势的蓬勃深入发展。随

着河南革命形势的好转，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

来到中原，为党开展农民运动提供了条件。１９２５

年１０月，中共豫陕区委和共青团豫陕区委建立，随

后的１９２６年、１９２７年分别建立了省农协、省农民

自卫团总部、省农民自卫军临时指挥部，全省的农

民武装达到４０多万人，农运蓬勃开展，这对进一步

传播马克思主义、加强河南革命运动的领导发挥了

重大作用。

四、马克思主义在河南的早期传播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在河南的早期传播过程虽然多有

艰辛，但其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重要部

分，对河南地区乃至中国民主革命进程的影响却是

不容忽视的。

（一）壮大了河南的党组织，培养了一批坚定

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

在中共中央的重视和王若飞、萧楚女、吴芝圃

等马克思主义传播者的努力下，马克思主义传播以

及党的建设进展非常迅速。１９２５年９月１日，由

萧楚女担任主编的《中州评论》在开封创刊，１０月

下旬正式成为中共豫陕区委机关刊物。这是中国

共产党在河南公开出版的第一个红色刊物，是以政

治评论为主的时事期刊，开始为３天一期，后改为

不定期出版，是在河南传播马列主义、指导革命活

动的重要阵地，并在国内十多个省市设有１７个代

办处。《中州评论》在中州大地传播马克思列宁主

义的功绩是巨大的，影响是深远的，可以视为河南

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和发展、革命的前进和胜利的

主要源头之一。

１９２５年７月９日，共青团开封、郑州、信阳地

方执行委员会建立，马文彦、佘立亚、王克新分别任

书记。１９２５年９月，开封、郑州、信阳分别建立了

党、团地方执行委员会，洛阳、卫辉、焦作、安阳都

有党、团的基层组织，全省共产党员发展到 １６９

人，共青团员达 ３００多人［１４］２６２。１９２６年秋，中共

中央派２６名干部来豫，加强河南农运工作，在广

州农讲所学习的吴芝圃等河南籍学员也陆陆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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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返回家乡，共同投身到农运中［１４］２６５。随着先进

知识分子的不断加入，河南的工农运动蓬勃兴

起，越来越多的人受到启发、教育，走到革命道路

上来。

（二）工人和农民反军阀情绪高涨，且初具组

织规模

１９２１年１１月，陇海铁路河南段数千名工人的

罢工运动显示出刚刚登上政治舞台的工人阶级的

强大力量。在全国工人运动中京汉铁路工人的组

织基础是较好的，到１９２２年，已有１６个站正式成

立工会，其中河南境内占一半（包括彰德、新乡、黄

河北岸、郑州、许昌、郾城、驻马店、信阳等站）。不

满百人的小站都分别加入了附近大站的工会。工

人们通过斗争普遍感到需要建立全路工人的统一

组织。１９２２年，分别在长辛店和郑州召开了两次

全路代表大会，成立了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委员

会。１９２３年１月５日，总工会筹备委员会在郑州

召开第三次代表会议，草拟了总工会章程，并决定

２月１日在郑州正式举行京汉路总工会的成立大

会［１４］２５５。１９２５年，上海爆发了反帝爱国的“五卅”

运动，其间河南许多城镇的工人、学生以及其他市

民纷纷起来响应。这一时期，河南乡村的农民反军

阀、反剥削斗争，也随着荥阳地区农运试点的成立、

杞县和豫南地区农运的开展而不断涌现。随着工

农运动在河南如火如荼地开展，马克思主义也迅速

传播开来，并指导工农阶级有组织、有目标地进行

自身经济权益、政治权益的追求。

（三）创新马克思主义传播方式，推动了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

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根据河南当时的社会状况，

实事求是地开展马克思主义宣传工作，体现了传播

内容实践性的特点。他们深入人民群众，紧密结合

河南工农运动的特点，不断地创新马克思主义传播

形式，主要通过组织演讲、创办工人学校、党训班等

形式传播马克思主义，效果非常明显。广大的工

人、农民及其他各界人士，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之

后，多开始积极地投身改造社会和改变自身命运的

斗争中。

马克思主义在河南早期传播的过程还体现了

内容选择性的特点。马克思主义的内容是极其丰

富的，但在早期的传播中主要是介绍马克思的生

平、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以及马克思主义的主要

观点，这是由当时中国特定的社会历史情况所决定

的。在河南同样也是如此。河南的先进知识分子

基于对黑暗政治的不满和对现实的高度关切，迫切

渴望找到一条救亡图存的道路。但是，各种救亡图

存方案均告失败。十月革命后，河南的先进知识

分子看到了希望，他们格外关注俄国十月革命以

及欧美各国工人运动的状况，希望从中寻找出中

国救国救民可资借鉴的方案。此外，由于他们是

刚刚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学说，对马克思主义的理

解和认识还不全面、准确，堪称处于相对感性的

阶段。因此，这一时期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还立足于最基本的情况，主要是介绍马克思的生

平、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以及马克思主义的主

要观点。

特殊的地理位置、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加上

人口众多，河南马克思主义者在推动马克思主义在

河南的深入传播过程中，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河南

具体实践相结合，不断创新传播策略，形成了具有

河南特色的传播形式，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大众

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

影响。

（四）马克思主义在河南的早期传播存在着一

定的局限性

客观而言，马克思主义在河南早期传播的过程

中，还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例如，涉及的范围不

够广。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区域主要集中于河南铁

路沿线的城市，在广大乡村的传播是十分薄弱的，

而河南恰恰是传统意义上的农业大省，人口也主

要集中在农村；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受众主要

是知识分子群体，其次是工人群体，对其他社会

群体的影响有限，这与国内其他省区的情况是相

似的［２１］。此外，由于当时的传播者们也大多刚刚

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还不够

深入，还不能够充分、准确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

实际问题、指导工农运动，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还

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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