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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播、宣傳與國際行動者的作用

魯道夫‧瓦格納

賈　如　馨　整理

摘　　要

年 月 日，眾多國際學術研究人員、藝術家與政治家一

同慶祝了海德堡亞洲與跨文化研究中心（ ）的落成典禮。 月

日，研討會「中國與世界、世界與中國，亞洲與跨文化研究中心第二

次公開論壇」在該中心主廳舉行。作為 落成典禮慶祝活動的一

部分，該會獻給資深教授魯道夫‧ ‧瓦格納，感謝其一生對漢學及

跨文化研究領域所做奉獻及傑出貢獻。瓦格納教授曾擔任東亞研究中

心及菁英集群「全球語境下的亞洲與歐洲」主任。研討會全天包含多

個論題，但本文將僅體現瓦格納教授關於中國「五四」運動的生動活

德國海德堡大學資深教授暨「全球脈絡下的亞洲與歐洲：文化流動的不對

稱性」菁英研究群協同主持人。編按：本文係本刊主編邀稿，瓦格納教授

慨然賜予，經其指導的博士生賈如馨整理其在哈佛大學與海德堡大學的主

題演講而成。瓦格納教授病重之際仍耗神修改潤飾，一心繫念於學術，令

人由衷感佩，謹致以最深摯的謝忱。

德國海德堡大學／義大利威尼斯大學亞洲與跨文化研究雙博士學位項目博

士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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潑、由淺入深的演講。

該演講題為：「重構『五四』：傳播、宣傳與國際行動者的作

用」，改編自瓦格納教授在 年 月 日於美國哈佛大學

（五四 ：中國與世界）國際研

討會上的主題演講。第一節分析了「五四」的性質，揭示了該運動其

實是由中國及外國主導者共同精心策劃的事件；第二節挑戰了當前對

該運動重要性的通行定義─認為其是「中國的文藝復興」；第三部

分對前兩部分展開討論，提供相關證據表明中國共產黨（ ）與國

民黨（ ）都通過操控「五四」遺產滿足了其自身的宣傳目的；第

四部分總結了本文的主要論點，並介紹了參與此事件的國際行動者。

同時，通過利用歷史檔案解釋了從「二十一條」的簽訂到 至

年華盛頓海軍會議上歸還山東半島主權，這些國際行動者是如何幫助

塑造中國歷史的。

本文證明「五四」運動，「對於自身作為國際政治思想潮流的一

部分具有相當的自覺」，而得以「平衡／彌補在與日本及西方相較

下，於可使用的溝通、信息與宣傳手段上的懸殊差距」。

關鍵詞：「五四」運動、國際行動者、宣傳、「五四」遺產、中國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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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有群眾運動

進步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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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新民主義

毛澤東



（ 周自齊

袁世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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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肇基

王寵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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