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第 3期
（总第 119期）

回 族 研 究

HUI ZU YAN JIU
No.3，2020

（Gen，No.119）

［历史］

爱国主义与民族振兴：“五四”时期回族国家意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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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五四运动”是中国历史转型时期的产物，也是推动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动力。新的国家意识与民族

意识是“五四运动”带来的重要精神文化遗产。在“五四”时期，回族进步人士觉醒，以各种行为实践为榜样，唤醒广大

回族群众，团结各民族，抵抗国外侵略，反对国内反动统治。以爱国主义思想为指引，走上振兴中华民族的革命道路，

形成新的国家意识。回族为中国民族民主革命以及党的革命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探索“五四”时期回族国家

意识，有益于弘扬回族爱国主义传统，也有益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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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精神”是“五四运动”留给当代社会的一笔财富，不忘“五四精神”是培育爱国主义情怀，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振兴的重要举措。“爱国主义思想”与“民族振兴精神”是“五四精神”的支柱。2019年 4月 19日，习近平

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新时代，我们要继续加强对五四运动和五四精神的研

究。”清末以来，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一员的回族，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践行伟大的爱国主义思想，寻求中华

民族振兴的道路。在“五四”时期，涌现出了一批回族进步人士，积极宣传爱国主义和民族振兴思想。2019年
4月 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 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五四运动前后，我国一批先进知识

分子和革命青年，在追求真理中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勇于打破封建思想的桎梏，猛烈冲击了几千年来的封建

旧礼教、旧道德、旧思想、旧文化。”“五四”前后，回族知识分子创办的各种报刊，成为宣传爱国、进步、民主、科

学，以及爱国主义思想的主要阵地。同时，一批回族进步人士在爱国主义思想影响下，加入反对国内外反动

统治的斗争，走上振兴中华民族的民主主义革命道路。这些举措成为“五四”时期回族国家意识的重要转折

点，为回族新的国家观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今天，我们以爱国主义和民族振兴为切入点，探索“五四”时期

回族的国家意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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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刊：“五四”时期回族爱国主义与民族振兴思想宣传阵地

实践爱国主义思想，追求中华民族振兴是回族坚持的优良传统。自 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进入西方

列强侵略的屈辱历史，清政府摇摇欲坠，“国将不国”。国内阶级矛盾、民族压迫等各种矛盾不断激化。面对

中华民族处于危亡之际的现实，回族知识分子掀起了救亡图存、强国救民、共赴国难的爱国热潮，走上振兴中

华民族的斗争之路。他们一边奔走相告，与反动统治斗争；一边创办刊物，积极宣传爱国主义与民族振兴的

革命思想，如《正宗爱国报》（1906）、《醒回篇》（1908）、《爱国白话报》（1913）等，成为当时宣传爱国主义与民族

振兴思想的重要阵地。据统计，20世纪前 30年“回族报纸、刊物多达 160多种，它们主要在回族社团比较活

跃，回族先进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北平、天津、南京、上海、成都、重庆、昆明等大中城市和西宁、兰州等回民比

较多的地方出版发行，据不完全统计，仅北平一地的回族报刊就达25种以上”［1］。

回族社会的每一次进步思想产生，都与特殊的时代背景息息相关，并以不同的表现形式兴起。清末民

初，回族爱国主义和民族振兴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主要源于当时国家趋弱与民族危亡的现实而产生的一种忧

国忧民意识。一方面，西方列强不断瓜分中国，甲午战争和“庚子事变”之后，清政府在处理对外问题上的软

弱无能，不但激化了中外之间的民族矛盾，也点燃了国内各种矛盾。资产阶级革命成为当时唤醒救亡求存、

强国救民的主要社会力量，不断宣传和扩大爱国主义思潮。回族知识分子从国家至上的高度，加入爱国主义

与民族振兴运动。另一方面，在清朝，回族为了反抗封建阶级剥削压迫，不断进行反剥削和反压迫斗争。在

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中，回族先进知识分子也从历史与现实的角度，审视他们自身的弱点。在当时新文化运动

的感染下，“回族文化的先驱者们，把回族放进社会结构中进行横向比较，产生了对民族今后生存的危机感，

在古今之变的纵向探求中，对回族不屈的头颅，艰难的步履，获得了更清醒的认识”［2］。面对这样的社会背景，

回族知识分子创办各种刊物，积极宣传爱国主义思想和民族振兴思想。

《醒回篇》虽然只出版一期，但是它在回族近代爱国主义和民族振兴思想宣传和实践中发挥了重要的历

史意义，为五四时期回族爱国主义实践与民族振兴追求奠定了基础，也为民国时期以来回族的爱国主义思想

奠定了基础。如有学者指出：“重读和发掘《醒回篇》的爱国主义思想内涵，对国内各民族团结共同推动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无疑是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3］以《醒回篇》为代表，“五四”时期回族知识分子创办的报刊

成为宣传爱国主义思想与民族振兴思想的主要阵地，也是唤醒回族同中外反动势力斗争、为实现祖国统一

和中华民族振兴而革命的一面旗帜。其所表现出的爱国主义与民族振兴思想，是近代以来中国各族人民爱

国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振兴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进而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

义革命事业奠定了基础。

回族知识分子创办的报刊唤醒了被西方列强摧毁的民族精神，以及被封建阶级统治所麻痹的民族意识，

积极宣传强国救民的思想。在反殖民和反封建斗争中，通过创办各种刊物大力宣传国家意识和中华民族意

识，推动了回族知识分子进步人士的民族民主革命之思想觉悟，与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一道，以救国救民

为己任，走在革命队伍的前列。一方面，在国内外强烈对比中，以报刊为阵地积极揭示当时国家和民族处

境，指出了“吾人方酣眠，何殊聋聩”、“奈何我皆醉而彼独醒也”［4］（P1）等现状，进而批判部分国人对国家的安

危与民族的苦乐的麻木之心，是一种“可怪的现象”［5］，希望唤醒包括回族在内的各民族群众的国家意识和

民族意识。另一方面，通过报刊大力宣扬爱国主义思想，号召全国各族人民“爱国如命，保卫中华”［6］，团结

起来共同走上振兴中华民族的道路。

回族知识分子创办的报刊以国家利益至上的爱国主义思想宣传为宗旨。一直以来，回族始终秉承爱

国主义思想，尤其在国难之际，回族先进知识分子积极宣传爱国主义思想，向回族内部不断灌输国家至上

的理念，共同维护国家统一。通过这一历史时期回族所创办报刊的思想宣传，我们认为回族树立了正确

的国家观和民族观，他们以国家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为最高认同，“上而报效家国，下以援拯苍生”［4］（P39），

并要求回族人民担负国民的责任，践行爱国主义优良传统。国难当头之际，回族有责任和义务“开通民

智，启发爱国精神”［7］。同时，回族知识分子创办的报刊以民族团结为基础，宣传振兴中华民族思想。当

时，回族知识分子分析了中国所处的社会环境，通过报刊积极宣传中华民族团结思想，要求各族人民齐心

协力，“化除种族之界，化除宗教之界，化除疆域之界”［4］（P49）。必须消除封建社会遗留下的种族、宗教和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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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等界限与隔阂，发扬中华民族团结精神。

总之，清末民初之际，面对国内外各种忧患和不同社会矛盾，一些先进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走在挽救中

华民族与振兴祖国的前列，他们以不同的方式，积极宣传爱国主义和民族振兴思想。这一时期，回族知识分

子以报刊的形式创建了爱国主义与民族振兴思想宣传阵地，对内外宣传回族进步思想，为五四时期回族爱国

主义和民族振兴思想的实践，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具有重要的划时代意义。

二、回族青年：“五四”时期回族爱国主义与民族振兴思想实践主体

如前所述，西方列强侵略的挤压，国内各种矛盾的刺激，以及中华民族国难当头，通过回族创办的报刊宣

传，回族爱国主义与民族振兴思想根植于回族社会内部，并与其他民族一道，走上了挽救国家与民族的革命

道路。同时，在新文化运动过程中，回族又吸收了一些有助于救民强国的新思想。这些思想对回族青年影响

很深刻，“五四”前后涌现出了一批又一批回族进步青年，成为回族爱国主义与民族振兴思想的实践主体，他

们又号召全国各地区回族加入挽救国家与振兴民族的社会运动中。

五四运动爆发的直接原因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巴黎和会”分赃会议。中国学生要求取消西方列强在

华的一系列特权，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袁世凯订立的“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由

北京天安门发出的“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爱国主义口号，逐渐响彻全国各地。以学生为代表的进步青年，投

入到革命斗争当中。面对西方列强继续瓜分中国，进一步获取在华特权，以及北洋政府的软弱无能等民族、

国家危亡之现实，回族进步青年学生，将爱国主义与民族振兴思想付诸于实践。回族女学生郭隆真曾经发

誓：“不是当亡国奴，就是舍生取义。宁愿舍生取义，也不当亡国奴。”［8］当时回族进步青年爱国主义与民族振

兴思想实践的典型代表还有马骏、刘清扬等。他们的爱国主义与民族振兴思想实践活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

个方面。

首先，组建社会团体。清末民初，在西方殖民体系主宰世界的大背景中，清政府所表现出的软弱与西方

列强的殖民侵略之间差距悬殊，辛亥革命后国内军阀派系逐渐产生而“群雄逐鹿”，造成国内矛盾不断激化。

当时，国人一时找不到抗击西方列强侵略，统一国内救国救民的组织。面对这一现实困境，以知识分子为代

表的先进人士自行组织各种团体，联合可以团结的力量。一方面学习和宣传爱国和振兴民族的思想，一方面

领导和组织广大群众与侵略者和军阀斗争，走上革命道路。其间，在各个地区组织各种社会团体，并以团体

为凝聚力和斗争动力，将伟大的爱国主义和振兴民族思想付诸实践行动，掀起民族民主革命浪潮。于是，回

族知识分子和年轻学生也担负起救国救民的历史大任，组建社会团体表达爱国主义与民族振兴之情怀。天

津地区的回族学生走在了全国回族的前列，并通过他们的实际行动影响其他地区的回族。在天津表现最为

突出的是回族学生马骏、郭隆真和刘清扬。1919年 5月 7日成立“天津临时学生联合会”，马骏当选副会长；12
日成立“直隶各界公民联合会”，马骏又当选为总干事；1922年马骏创办“救国唤醒团”；1919年 5月 5日，郭隆

真组建了“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刘清扬任会长。这些社团基于新知识、新思想的爱国主义情怀，为挽救民

族与国家带来了新的曙光。

这些学生社团主要以爱国主义与民族振兴思想为目标，他们的主要活动有学习新知识、宣传新思想。

清末，“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社会思潮，促使国人向西方国家学习救国之真理。受其影响，以马骏、郭隆真和

刘清扬为代表的回族学生，或赴西方国家学习，或在他们创建的社团学习新知识。1919年 9月 16日，回族

青年马骏、刘清扬等人在天津组建“觉悟社”，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尤其是马克思民族国家与民族民主革

命思想，给中国民族民主革命注入了新的活力。宣传革命思想，灌输爱国主义。对于学生而言，在革命运动

中，手无寸铁之力与国内外反动统治抗衡，唯有思想宣传。社团主要成员或在报刊发表文章，或组织讲演，

表达他们的新思想，唤醒国人，抵抗侵略，批判军阀反动统治。组织“请愿”，对内抗议。民国初年，军阀政

府反动统治者对内抓捕、迫害进步的爱国主义人士；对外勾结西方列强，卖国求荣。每遇到对外卖国和对内

压迫时，这些社团组织痛批反动统治，前往政府门前请愿，抗议卖国行为和反动统治。

其次，抗击侵略，反对内部压迫。清末民初是中国近代以来内忧外患较为严重的时期，“五四运动”是内

忧外患的直接产物，也是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重要历史转折。西方列强步步紧逼，欲延续其世界殖民体系；

国内军阀派系抬头，他们为了自己的反动统治，对外暗通勾结而狼狈为奸，对内则血腥镇压反抗斗争。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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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强国和振兴民族的进步人士，以及他们的爱国主义思想，成为国内外反动统治的重要威胁力量，成为挽

救中国的一股革命力量，顺势而生、顺时而为。以马骏、郭隆真和刘清扬为代表的回族爱国革命力量走上了

拯救民族挽救国家的革命道路。对于知识分子而言，思想是他们最有力的武器，示威游行、罢课罢市是他们

唯一反抗、斗争的形式。在反抗斗争中，包括马骏等回族青年在内的青年学生也受到了反动统治者的迫害，

如 1920年的“一·二九惨案”。面对这些惨案，“郭隆真始终站在斗争的前列，先后三次进京请愿，虽多次被浦，

但革命斗志愈坚，充分展示了一个回族女英雄的风采”［9］。在反侵略反压迫革命斗争中，这些回族青年已经接

触到了马克思主义知识，为后来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党的革命事业奠定了基础。

最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党的革命事业。如前所述，清末民初，国外侵略不止，国内缺乏统一领导组

织，各种矛盾不断激化。这就需要一个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抵御外辱、消灭反动统治的组织或政党，来领导全

国人民强大国家、振兴民族。新文化运动与俄国十月革命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在此背景

中诞生，并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结合中国实际，成功地完成了党的革命事业。马骏、郭隆真和刘清扬等回

族青年，陆续加入中国共产党，宣传党的革命事业，宣传马克思主义。

自创办“觉悟社”后，马骏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并于 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回到东北地区建立了

宁安党小组，“成为东北党组织最早的创始人”［10］。1920年，刘清扬在赴法国路途中接受共产主义思想后，次

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3年郭隆真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多次被反动军阀抓捕，最终于1931年被山东军阀

韩复榘杀害。在党的革命过程中，他们历经各种爱国运动的历练，如“刘清扬在天津学生运动中崭露头角，显

露了才华，经过五四运动的革命洗礼，政治上已趋成熟，成为名闻京津的女杰英豪”［11］。回族青年发挥了党的

革命队伍的骨干力量，也成为信仰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为党的革命事业播撒了火种。同时，光荣加入中国

共产党，从事党的伟大革命事业，体现了回族新的国家观和民族观，为全国各地区回族的爱国主义和民族振

兴教育，带来了重要的历史意义。

总之，“五四运动以后，回族的爱国主义传统被赋予新的时代内容，并促使回族走上民族解放的正确道

路，回族爱国志士在中国共产党的引导下转变成共产主义战士，带动整个回族投入了中国人民宏伟壮丽的革

命事业”［12］。在青年进步人士中，回族女性首次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走上救国救民的革命斗争道路。这与

当时新文化运动思想之间有直接的联系。“1917年，李大钊莅津，刘清扬首次听到李大钊的讲演，受到深刻的

教育。”［13］刘清扬作为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展现了回族进步青年在五四时期，不仅成为党的革命事业的骨干

力量，也成为爱国主义与民族振兴思想宣传和实践的主体。这些行为都无不展现了回族爱国主义与民族振

兴思想的伟大实践，为中国民族民主革命作出了重要的历史性贡献。

三、国家意识：“五四”时期回族新的“国家观”

与历史上封建王朝的“天下观”不同，国家意识是近代民族国家产生之后，新的“国家观”的体现。回族的

国家观主要体现在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大转型时期回族社会所体现的一系列国家意识。“近代以至民国时期，

伴随世界民族国家的形成以及民族国家意识的兴起，回族新知识群体的国家意识达到空前高度。……体现

出回族的追求自始至终与国家利益的一致性，以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回族对民族自身发展方向的正确认识

和把握，对近代以来回族社会的全面发展以及国家的和谐稳定具有重要意义。”［14］特别是在中华民族国难当

头之际，回族所表现出的种种爱国主义思想和中华民族振兴精神，成为诠释回族国家意识的重要符号。清末

至“五四”时期，是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历史进程给回族及其他兄弟民族注入

了新的国家观，回族国家意识逐渐增强，并表现出了新的内容。

国家意识对国家统一、民族振兴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是探索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国家观的重要维度。相对

而言，从国家意识视角探索回族国家观的研究比较少见。然而，这一国家意识在“五四”时期表现得更为强

烈，“五四”时期回族国家意识增添了新的内容，并促使回族新的国家观形成和发展。“随着近代中国政治制度

的转型、思想文化的变迁，近代回族的国家认同观念也随之发生了相应转变。”［15］内忧外患的环境，辛亥革命

的推进，以及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促进了回族新的国家意识重新建构。所以，“五四”时期也是回族新的国家

意识的重要转折时期。这一时期，回族国家意识主要体现在爱国主义与振兴民族两个方面。其中，国民之身

份转换成为回族新的国家意识和国家观的构成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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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参与新文化运动，并受其新思想的影响，回族进步知识分子突破封建社会观念束缚逐渐产生国民意

识，积极宣传国民身份思想。尤其通过回族报刊宣传，在回族进步知识分子的影响下，回族的现代民族国家

之国民身份建构起来，将回族与国家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他们认为，“然则吾同人亦组织中国国家之分子也，

乌可自弃自外，而置分子与国家之关系于不顾耶！虽然，分子之对于国家也，既有密切之关系，则分子即不能

不振作精神，以助长国家之精神，不能不极力活动，以集成国家之活动”［4］（P27）。同时，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回

族知识分子，倡导回族发展国民教育为国家强大作贡献，“或投身军界，或捐助军饷，为国家出力边疆，折冲御

侮。既是中国人，就当同心努力地维持我们国家大事”［16］（P60）。这一国民身份的历史转型将回族命运嵌入国家

命运和中华民族命运之中，激发了回族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振兴中华民族思想。

辛亥革命之后，随着封建王朝的历史结束，回族的国家意识由皇权统治转向现代民族国家，“顺主忠君”

思想直接转化为爱国思想。“民族、国家、民主、主权等理论和观念的不断发展，影响着整个中国社会。”［17］到

“五四”时期，回族知识分子认识到接受教育的重要性，或著书立说，或创办报刊，或兴办新式教育，力图改变

回族“硁硁于饮食末节，而忘修身大要；拘拘于教门领域，而失进化机能”［4］（P19）之弊端。唤醒回族觉醒，以国家

大义为重，重构国家意识，夯实爱国主义思想，并以实际行动表达爱国主义情怀。马骏曾说：“有一等人对于

一己有孜孜矻矻之功修，对于世人有轰轰烈烈之事业，如此人格方谓之有价值……我们的同志，是要同心协

力去救中国。”［18］1919年 7月 2日，回族爱国人士马云亭被军阀杀害时，他高呼：“同胞们！革命一定能成功，帝

国主义和军阀一定会推翻。打倒军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19］（P165）

“五四”前后，特殊的历史环境为回族新的国家意识重新建构提供了机遇，这与回族知识分子的崛起

与觉醒有直接关系。在爱国主义思想实践过程中，回族知识分子不断反省，审视民族与国家的同时，思考

回族与其他兄弟民族之间的关系。新的国家意识促使消除民族隔阂，加强民族团结的国家观念产生。因

此，建构和谐团结的民族关系，是“五四”时期新的国家意识构成的主要内容。清末，在反清朝封建统治和

民族压迫斗争历史中，回族一直处在阶级剥削和民族压迫抗争前列。在这一反抗过程中民族隔阂甚至民

族矛盾产生，并不断激化。鉴于此，一些回族知识分子发文论述中华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并呼吁各民族加

强团结。

清末民初，中华民族处于危亡之际，回族知识分子清醒地认识到，必须加强回族自身的发展，应当以教育

推动民族发展。在发展回族自身的同时，必须加强回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的团结，“惟望我四万万同胞伯叔兄

弟存公心，结团体，勿同室操戈，自相蹂躏”［20］。只有团结起来，才能抵御外国势力的侵略，才能推翻军阀统

治，解救民族危亡和国家灾难。历史证明，中国各民族内部不团结，是中华民族危亡和国家被侵略的重要根

源之一。于是，“五四时期”在注重民族团结基础上，回族知识分子积极发展更高层次的中华民族认同，捍卫

中华民族尊严，也积极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冲击，以及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传

播，为回族加强民族团结，振兴中华民族，国家统一利益至上的国家意识带来了新的思想，从而给回族的爱国

主义“赋予了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推动国家发展和社会历史进步，捍卫中华民族的自由和尊严，珍惜各

民族之间的团结等内容”［21］。回族与各民族共同参与民族民主革命斗争，消除历史上的民族隔阂，加强团结，

共赴国难，为党的革命事业抛头颅洒热血，证明了民族团结带给革命胜利的重要意义，也诠释了革命斗争中

回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相互信任、相互理解和相互帮助，进而展现了各民族为振兴中华民族所作出的努力。

总之，“五四”时期是中国社会历史重要转型时期，也是回族国家观的重要转型时期，强烈的爱国主义思

想与振兴中华民族思想核心的国家意识，为回族国家观增添了维护祖国统一，反对国外侵略与内部压迫反对

统治，以民族团结来维护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等新的内容。在这一新旧交替的重要历史关键时期，以知识分子

为代表的回族进步人士，审视回族自身的同时，关注中华民族整体内回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的关系，探索回族

发展与国家存亡问题，为全国各地区回族积极投身近代民族民主革命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党的革命事业作

出了一个少数民族应该作出的贡献。

四、结束语

“五四运动”是催促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一种重要历史动力，为中国社会新旧交替奠定了基础。回顾百

年前的“五四运动”，我们从中探索中国特殊历史时空所产生的民族精神和国家意识，是发扬中国少数民族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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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主义精神与振兴民族精神优良传统的重要路径。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成员，回族在这一历史时期，加强与

其他民族的团结，捍卫中华民族尊严，维护祖国统一，在民族民主革命斗争中，表现出了特殊历史时期新的国

家意识与中华民族认同。在反对国外侵略，反对国内反动统治的革命斗争中，实践回族特有的爱国主义之思

想与振兴民族之精神。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回族进步人士，抑或奔赴他国寻求救国救民的先进知识和思想；

抑或组建社会团体，并辅之以各种报刊为宣传爱国主义与振兴民族之思想阵地；抑或奔波于全国各地，揭露

国外列强侵略行为，批判国内勾结侵略势力、对内压迫的反动统治，以及基于私欲之上的卖国求荣之丑恶；抑

或走上革命战场而为国捐躯。在党的革命事业中，他们的这些行为实践，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解放事

业带了重要的历史意义。伴随回族的觉醒，“五四”时期中国社会转型的特殊历史时空，赋予回族走出狭隘的

民族观念与封建思想的束缚，形成以爱国主义与中华民族振兴为核心的国家意识。以回族为个案，探索“五

四”时期少数民族的爱国主义与民族精神，以及少数民族新的国家意识之生成，有助于发扬“五四运动”产生

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民族振兴精神，有助于我国民族团结、祖国统一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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