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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意
。

他当时兼任中

南军政委员会委员
,

他乘南来汉 口参加军

政委员会议之便
,

就

从汉 口打电话给我
,

邀我前去面谈
。

他住

在当 时 的
“

江 汉饭

店
” 。

他给我的第一个

声全含食。
.

。
.

令
.

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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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很多人都知道李达

同志是我国杰出的马克思主

义哲学家
,

但恐怕很少人知

道他还是我国少有的马克思

主义法学家
。

还在三十年代初期
,

我

在大学读书时
,

曾读过 日本

穗积重远著的一本《法 理 学

大纲》 ,

是由李 鹤 鸣 译成 中

文
,

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
。

当时我还不知道 李 鹤 鸣是

谁
。

解放后
,

李达同志到武

汉大学来任校长
。

大概是一

九五三年
,

有一天我跟李达

同志一道到汉口中南高教部

参加一个会议
,

华中师范学

院院长杨东药同志也出席在

座
。

他们两位彼 此是 老 朋

友
。

他们谈话时
,

我听到杨

东药 同志很亲切地称呼李达

鸽洛语

一位少有的马克思主义法学家

伺 志
: “

鹤鸣 ! 鹤鸣 ! ” ,

这时我才恍然明白
,

原来当年翻译那本《法理学大纲 》的李鹤鸣
,

就是我们的这位校长李达同志
。

我在大学读书时
,

也曾读过他著的《社会

学大纲》 ,

那是用
“

李达
”

的署名出版的
。

因

此
,

我对他的名字并不是不熟悉的
。

不过
,

我开始认识李达同志
,

却是在解放以后
。

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
,

就设有中央法制

委员会
,

专门负责新中国的立法工作
。

李达

同志是中央法制委员会副主任
。

该委员会想

调我去参加工作
,

就委托李达同志向我转告

印象
,

就是他是一位非常和善的长者和学者
。

他十分平易近人
,

我虽然和他初次见面
,

但一

点也不感到有什么拘束
。

我当时任武大法律

系主任
,

就乘此机会邀请他到武大向法律系

全体学生作一次报告
,

他欣然应允
。

他讲的题

目是
“

怎样学习法律
” 。

我记得他讲 的中心内

容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学 习法律和研

究法学
,

才能使我们新中国的法学有一个崭

新的面貌
,

并且一步步地提到较高的水平
。

在他担任武大校长后最初几年内
,

我由

于工作关系 (我当时兼任学校教务方面 的 工

作 )
,

时常和他接触
。

他虽然担任 了校长
,

但

仍然孜孜不倦地从事学术研究和写作
。

他对

新中国的法律教育
,

是非常关心的
。

院系调

整后
,

武大法律系不但没有被取消
,

而且更

扩大和发展了
。

在调配师资间题上
,

他总是

尽力帮助解决困难
。

举一个例子来说吧
:

我

曾经建议请求教育部从人民大学调配一些新

毕业的研究生来武大任教
,

以充实和壮大法

律系的师资队伍
,

他便马上毫不犹豫地表示

同意
。

他虽然将他的主要精力倾注于辩证唯

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面的研究和写作
,

但他对法学的兴趣仍不减当年
。

一九五四年

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公布后
,

他为了帮

助人们学习和了解这部宪法
,

曾于百忙中抽

时间写了一本《谈宪法》和一本《中华人 民 共

和国宪法讲话》 ,

付 印问世
。

李达 同志去世已经十多年了
。

不久前
,

从他遗留的文稿中
,

发现 了他写的一本《法理

学大纲》上册 (听说还有下册和全书的手稿
,

现在还没有找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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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说
,

论述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时

要实事求是
,

不要硬讲成这也
“

发展
” ,

那也
“

发展
” ,

甚至把一个新的用词
、

新的语句都说成是
“

发展
” 。

他认为 毛泽东思想的特点与优点就是马克思主义与

中国实际相结合
,

因而他所拟定的历史唯物主义编

写提纲
,

其中标题用的就是《中国革命的唯物史观》
、

《中国共产党的中国革命论 》
,

他不 同意离开真理的

具体性而片面夸大毛泽东思想的世界意义的 作 法
。

1 9 6 6 年初
,

康生找他去传达所谓
“

精神
” ,

说辩证法

只有一条规律
,

即对立统一规律
,

这是唯物辩证法

上的一元论
。

他认为这没有什么道理
,

仍然坚持三

十年前他在《社会学大纲 》中论述的观点
,

并断然对

助手说
,

这是学术问题
,

同谁都可 以争鸣
,

我们可

以有 自己的观点
,

书还是照原来那么写
。

李达同志不仅在理论上始终保持坚 定 的 原 则

性
,

而且在政治上也能十分敏锐地觉察和抵制
“

左
”

倾思潮
。

同志们回忆说
,

李达同志对 1 9 5 8 年出现的
“

共产风
” 、 “

浮夸风
” 、 “

瞎指挥
”

坚决反对
,

他公开

表明自己的观点
,

多次说
:

象这样搞下去
,

共产主

义会变成破产主义
,

大跃进会变成大后退
,

人民公

社会变成人民空社
。

列宁说过不能剥夺农民
,

我们

为什么要剥夺农民 ? 违反客观规律是要碰得头破血

流 的
。

他针对那时
“

左
”

的错误
,

写 了《共产主义社会

的两个阶段》一文
,

并在学校的党代会上作了发言
,

强调指出
,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既有联系又有区

别的两个阶段
,

不能混为一谈 ; 要看到我国
“

目前的

生产力发展水平毕竟还是相当低的
,

我国现在还是

处在社会主义阶段
,

社会消费品的分配还不得不适

应按劳分配的原则
。 ”

要保持冷静的头脑
, “

区别事物

的真象和假象
,

区别有根据的要求和没有根据的要

求
” ,

反对
“

降低共产主义的标准
,

助长平均主义倾

向
” 。

1 9 59 年他在青岛
,

当一位负责 同志向他讲了

庐山会议的情况后
,

他心情沉重地对陶德麟
、

肖趁

父同志说
, “

现在本来应该反左
,

怎么反右来了 ?
” “

党

内出了怪事 !
”

他认为彭德怀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
,

说彭德怀
、

黄克诚等同志反党
,

那
“

不可能
” , “

想不

通
。 ”

1 9 6 2 年他回到家乡零陵亲 自进行社会调查
,

了

解
“

五风
”

的危害和农民的反映
。

他明知彭德怀同志

因为写了意见书而受了严重打击
,

还是毫不含糊地

对零陵县委的同志说
: “

彭德怀同志的意见是 正 确

的王
”

他把 自己 调查所得的情况要秘书曾勉之同志整

理成书面意见
,

由他本人当面交给县委和湖南省委

负责同志
。

在庐山会议及全国反
“

右倾机会主义
”

之

后
,

他仍然不畏风险
,

敢于上书直言
,

充分表现了

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度责任感
。

他对教育

战线上出现的
“

左
”

的做法
,

也 能敏感地觉察和坚决

地抵制
。

1 9 5 8 年哲学系师生下乡劳动时伺太长
,

影

响了专业学 习
,

他非常不满
。

他说
: “

学生尽搞劳动
,

大学还成其为什么大学呢 ?
”

一再指示系里负责同志

催促师生赶快返校
。

他对当时学校搞的
“

拔白旗
” 、

“

师生打擂台
” ,

打乱教学秩序的做法坚决反对
,

认

为这样的
“

革命
”

是
“

胡闹
” 。

有人提出要打倒牛顿和

爱因斯坦
,

他说
: “

科学的权威是打不倒的
” 。

实践

证明
,

他的这些观点是正确的
。

1 9 6 6 年 3 月间林彪

鼓吹的
“

顶峰论
”

喧嚣一时
,

他不畏权势
,

挺身而出
,

理直气壮地进行驳斥说
,

是
“

顶峰
” ,

不发展了吗 ?

有人当场提醒他
,

那是林彪讲的
,

他毫不犹豫地说
:

“

我知道是他说的
。

不管那个说的
,

不合乎辩证法
,

我不同意 I
”

正因为这样
,

他遭到 了迫害
,

于 1 9 6 6 年

8 月 2 4 日含冤去世
。

同志们说
,

李达同志的一生是

为真理而斗争的一生
,

他虽然去世了
,

但他为捍卫

真理而献身的革命精神是永远值得我们学 习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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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3 2 页 ) 这是他一九四七年在湖南

大学法律系任教时编写的讲义
。

在这部讲义

中
,

他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西方各个法

学流派的学说
,

作了简要的介绍和深刻的批

判
。

从这部讲义中
,

可以看出他为我国的法

学研究开辟 了一条新的路子
。

我们不妨说
,

他是我国最早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法学的一

位拓荒者和带路人
。

他的这部讲义是我国法

学研究中的重要文献
,

也是他对我国法学的

重大贡献
。

武大法律系编辑的《法律研 究 资

料》
,

已将其中
“

各派法理学之批判
”

一篇分期

陆续发表
,

以供有志研究法学的同志们学习

参考
。

写到这里
,

不禁联想起他的不幸去世
。

如果他还健在的话
,

我想他一定会为我们新

中国的法学继续作出他的可贵的贡献的
。

(上接 36 页 ) 就亲 自去我

家看望
。

我也就是在李校长一片诚心的感召

下
,

终于消除了不愿来武大工作的情绪
,

而

暗暗下决心应在这里好好工作
。

回想起来
,

我当时不过三十几岁
,

还是个名副其实的青

年教师
,

而李校长呢? 就不说他的名望
、

地

位
,

单就年龄说当时也长我一倍
,

但却始终

以平等态度对待当时的我和其他象我一样的

年轻人
。

对比之下
,

今 日有些部门的有些领

导
,

不仅不去主动接近群众
,

甚至群众登门

求见也难上加难
,

能不叫人感慨不已吗 ? 李

校长这种热心办学
、

奋不顾身的精神
,

和关

心人
、

尊重人
、

平等待人的思想作风
,

也是

党的优 良传统的生动体现
,

将永远铭刻在我

心中
,

激励我前进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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