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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神忠精志的同义达主李思习克学马

— 纪念李达同志诞生 1 00周年

陶 德 麟

今年 1 0月 2日是李达同志诞生一百周年的日子
。

在这个日子里
,

缅怀他毕生为马克思主

义在中国的胜利而奋斗的业绩
,

学习他忠于马克思主义真理的精神
,

对于激励我们坚定不移

地为实现党中央提出的历史任务而斗争
,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李达同志是在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批先驱者之一
,

也是 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之

一
。

他在建党前后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

李达同志在辛亥革命前求学于永州中学时就是一位热烈的爱国主义者
,

参加过反对列强

侵略的斗争
,

对清廷的丧权辱国怀着强烈的义愤
。

辛亥革命后
,

他怀着
“

科学救国
” 、 “

实业救

国
”

的梦想东渡 日本
,

攻读 自然科学
。

严酷的现实粉碎了他的善良愿望
,

使他痛感此路不通
。

1 9 1 7年十月革命爆发
,

他从报刊上读到了一些关于十月革命的报道和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文章
,

产生了新的希望
。

1 9 1 8年
,

为了反对段棋瑞政府同 日本秘密签订
“

中日共同防敌协定
” ,

他作为中国留日学生救国团的首领之一
,

在东京的抗议集会上发表演说
,

猛烈抨击段政府的

卖国行径
,

继而罢课归国
,

到北京与许德布等学生领袖共同发动了向段政府请愿 示 威 的 运

动
。

斗争的失败使他憬悟到只有象俄国那样推翻反动统治
,

中国才有出路
。

于是他毅然再赴

日本
,

放弃理科的学习
,

全力投入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
。

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
,

他以惊

人的努力翻译了《唯物史观解说》
、

《社会间题总览》
、

《马克思经济学说》等书
,

向 国 内介 绍

( 1 9 20 年 3 月李大钊同志发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通告上曾把李达译的《马克思经济 学 说》

列为学习文献
;
前两书 1 9 2 1年出版 )

。

同时
,

他相继在国内报刊上发表了《什么叫社会主义 ? 》
、

《社会主义的目的》等一系列文章
。

这时
,

青年的李达同志成了我国第一批共产主义者队伍中

的一员
,

开始了他的战斗生涯
。

1 9 2 0年春
,

李达 同志回到上海
,

同陈独秀等共同发起筹建中国共产党
,

同年 5 月建立了

党的发起组—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
。

n 月
,

陈独秀到广东任教育厅长
,

由李汉俊同志代理书

记
。

1 9 2 1年 2 月李汉俊同志辞去代理书记职务后
,
由李达同志继任

。

他为党的
“

一 大
”

的 召

开进行了繁重的筹备工作
。

在
“

一大
”

上他当选为中央宣传主任
。

他主编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

.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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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党刊
一

《共产党》月刊
,

创办并主持了党的第一个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

创 办并主持了

党的第一所培养妇女干部的学校— 平民女学
。

他还参与了对工人运动和妇女运动的指 导
,

发表了《劳动者与社会主义》
、

《劳工神圣颂》
、

《对于全国劳动大会的希望》
、

《劳动立法运动》
、

《平民女学是到新社会的第一步》
、

《社会主义的妇女观》
、

《女权运动史 》
、

《列宁的 妇 人 解 放

论》
、
《劳农俄国的妇女解放》 、 《绅士阀与如女解放 》等论文或著作

,

并协助《妇女声 》和《劳动

界》两个刊物的出版
。

除了大量的实际组织工作外
,

李达同志在这个时期的突出贡献是在理论斗争方面
,

即坚

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批判错误思潮方面
。 “

五四
”

运动以后
,

各派社会思潮斗争十分激烈
。

随

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
,

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逆流也甚嚣尘
_

L
。

以胡适等人为代表的资产阶

级改 良主义
,

以梁启超
、

张东荪为代表的假社会主义
,

以黄凌霜
、

区声白为代表的无政府主

义
,

都向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动了进攻
。

同时
,

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和第四国际的极
“

左
”

思潮

也从 内部影响共产主义者的队伍
。

斗争的实质和焦点是中国要不要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
,

要

不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领导
,

要不要实行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斗争和要不要实行无产

阶级专政的问题
。

这是关系到中国工人阶级和整个中华民族命运的最重大最迫切的问题
。

李

达同志和当时的一批共产主义者一道
,

以鲜明的旗帜和势如破竹的气概投入了这一斗争
,

赢

得了胜利
。

李达同志发表的《张东荪现原形》
、

《马克思还原》
、

《社会革命的商榷》
、

《讨论社会

主义并质梁任公》
、

《无政府主义之解剖》
、

《马克思派社会主义》
、

《俄国的新经济政策》
、

《评

第四国际》等一系列论文
,

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作了相当准确的论述
,

对各派反马克

思列宁主义的思潮作了系统
、

深刻
、

尖锐的批判
,

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

他还发表了长达三百

七十七页的专著《劳农俄国研究》 ,

回击敌人对列宁领导的新生的苏维埃俄国的诽谤
。

李达同

志在这场重大的斗争中成了共产主义者一方的主将之一
。

当时他年仅三十岁左右
。

党的
“

二大
”

后
,

李达同志辞去了中央宣传主任的职务
, 1 9 2 3年应毛泽东 同志之邀

,

到湖

南担任自修大学学长
,

为党培养干部 , 同时担任该校理论刊物《新时代》的主编
,

发 表 了 《何

谓帝国主义 ? 》
、

《为收回旅大敬告国人》
、

《马克思学说与中国》
、

《中国商工阶级应 有 之 觉

悟》
、

《 旧国会不死
,

大盗不止》
、

《社会主义与江亢宪》等文章
。

这时
,

在国共合作的间题上
,

李达同志同陈独秀发生了原则分歧
。

李达同志拥护党的
“

二大
”

确定的组织联合战线的方针
,

赞成国共合作 , 但他坚决反对在合作中模糊阶级界限
,

以整个组织加入国民党
,

放弃共产党

的领导权
。

他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与中国》 ( 1 9 2 3年 5 月 ) 一文中明确地指出
: “

一
,

中国国民党

似乎是一个社会民主的党派
,

有资本家
、

知识分子及劳动者三种党员
,

共产党至好是影响他

们向左倾
。

将来民主革命成熟时
,

共产党至好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去
。

不然
,

共产党应该单独

严整无产阶级的阵
。

二
,

共产党应注重
,

`

组织无产者成为一阶级
,

的工作
,

时时要保持独立的

存在
,

免受他党的影响
。 ”

①同年夏天
,

李达同志亲赴上海当面说服陈独秀
,

主张共产党派党

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
,

但共产觉必须独立子国民党之外 , 陈独秀仍坚持共产党以整个团

体加入国民党
,

成为国民党的一个党团
。

两人发生激烈争吵
,

陈独秀家长作风严重
,

拍桌打

碗
,

要开除李达同志的党籍
。

在这种情况下
,

李达同志未能采取正确的党内斗争方式坚持自

己的正确意见
,

回到长沙后竟愤而中断了与陈独秀主持的中央的联系
,

随即离开了 党 的 组

织
。

这无疑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

但是
,

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党的事业的信念仍然 忠 贞 不

二
,

继续同党的组织一起战斗
,

并以更大的努力从事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研究 和 宣 传
。

1 9 2 6年 10 月北伐军攻占武汉后
,

李达同志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编审委员会主席兼中央军事

政治学校代理政治总教官
,

后又任农民间题讨论委员会常委
。

1 9 27年
,

他根据毛泽东同志的



意见赴长沙任国民党省党校 (实际上是我党为土地革命培养干部的学校 )教育长
,

直到
“

马 日事

变
”

才潜往上海
。

他在 1 9 2 6年 6 月首次发表的《现代社会学》一书
,

系统地阐释了唯物史观的基

本原理
,

论述了世界革命和中国革命的根本间题
,

批判了各种反马克思主义观点
,

明确指出

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半封建半殖民地
,

革命的性质是民族民主革命
,

他针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

主义
,

尖锐地提出了革命领导权的问题
: “

领导革命运动者
,

果必为资产阶级乎 ? 抑为无产阶

级乎?
”

他明确地回答
: 只有把领导权由资产阶级手里

“

移于共产党
” ,

才能取得反帝反封建的

民主革命的胜利
,

从而
“

到达于社会革命
。 ” ②这本书当时在革命队伍中影响很大

, “

几乎人

手一册
” , ⑧反动派则视之为洪水猛兽

。

大革命失败后反动派的
“

通缉人犯
”

表上开列李达的
“

犯罪事实
”

是
: “

著名共首
,

曾充大学教授
,

著有《现代社会学》 ,

宣传赤化甚力
。 ”

从大革命失败到新中国成立的二十二年中
,

李达同志在国民党统治区针对反动派的文化
“

围剿
” ,

不顾敌人的通缉
、

监视
、

搜查
、

殴打
、

解聘等各种人身迫害
,

在党的支持和战友的

配合下历尽千辛万苦
,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
,

捍卫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和路线
,

与各

种反动思潮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

引导许多青年走上了革命道路
,

在哲学
、

经济学
、

科学社会

主义
、

史学等许多领域中进行了开拓性的工作
,

写下了大量有影响的论著
,

为中国革命继续

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

大革命失败后
,

伴随着政治上的白色恐怖
,

文化
“

围剿
”

也开始了
。

以汪精卫
、

陈公博为

代表的
“

改组派
” ,

以陶希圣为代表的
“

新生命派
” ,

以胡适为代表的
“

新月派
”

等等蜂涌而 出
,

鼓噪一时
,

办刊物
,

开书店
,

发文章
,

连篇累犊地向中国共产党发起攻击
。

他们一致宣称中

国的民主革命已经胜利
,

中国的社会 已是资本主义社会
,

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已不存在
,

中国

共产党的斗争纯属多余之举
,

为国民党反动统治大唱赞歌
。

而以陈独秀为代表的
“

取消派
”

也

跟着唱同样的调子
。

因此
,

从理论上驳倒这些谬论
,

击退这股逆流
,

就成为捍卫和推进中国

革命的迫切而艰巨的任务
。

李达同志一到上海
,

就同邓初民等同志合办了昆仑书店 (随 后 又

用
“

笔耕堂书店
”

的名义 )
,

以此为阵地
,

开展了艰苦的斗争
,

一面大量出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书籍 (包括经典著作 )
,

一面亲 自从事译著
。

李达同志本人从 1 9 2 8年到 1 9 3 2年翻译出版的马克

思主义书籍就有《法理学大纲》
、

《现代世界观》 (原名《辩证唯物论入门功
、

《社会科学概论》
、

《农业间题之理论 》
、

《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基础 》
、

《社会科学根本问题 》等六部之多
。

他在

1 9 2 9年一年中发表了三本专著
: 《中国产业革命概观》

、

《社会之基础知识 》和《 民族间题》
。

他

还把反动派在
“

通缉令
”

中列为他的主要
“

罪证
”

的《现代社会学》一书重新出版
,

到 1 9 3 3年共印

行 了十四版
。

没有忘我的革命精神
,

完成这样巨大的工作是很难想象的
。

《 中国产业革命概观》 ( 1 9 2 9) 是中国马克思主义阵营中第一部系统地研究和论述中国社会

性质和革命的专著
。

④李达同志在这部专著中运用国内外的统计资料
,

深入地分析了中国近

代农业和手工业衰落的原因
,

分析了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生发展及其受阻的具体历史过

程
,

有力地证明了中国社会自鸦片战争至今一直是
“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
” ,

并得出结论
: “

要

发展中国产业
,

必须打倒帝国主义的侵略
,

廓清封建势力和封建制度
,

树立民众的政权
,

发展 国

家资本
,

解决土地间题
。 ” ⑧ 他明确地指出

:
中国产业工人

“

是中国革命的急先锋
” ,

农民的绝

大多数
“

已经表现着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大力量
,

表现着为革命而奋斗的大功绩
。 ”

(他

还特别热情歌颂了
“
近年来

”

全国特别是粤湘鄂赣等省的农民运动 )
。 ⑥ 《社 会 之 基 础 知 识》



( 12 9) 9则是一部把唯物史观
、

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融贯起来作系统而通俗的论述
,

并

落脚到中国革命的根本间题的著作
。

李达同志在本书的结尾以《 中国的出路》为题旗帜鲜明地

写道
: “

中国是世界社会的一个局部
,

必然要跟着社会进化的激流前进
。

我们知道
,

中国是国

际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
,

在世界帝国主义将要没落的今日
,

已成为向来所拥抱着的一切世界

经济的矛盾之清算者和新局面的打开者了
。

但中国一面是半殖民地的民族
,

同时又是半封建

的社会
。

所以为求中国的生存而实行的中国革命
,

一面要打倒帝国主义
,

一面要铲除封建遗

物
,

前者是民族革命的性质
,

后者是民主革命的性质
,

其必然的归趋
,

必到达于社会革命
,

而与世界社会进化的潮流相汇合
。 ” ⑦ 《民族问题》 ( 1 9 2 9) 是系统论述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

间题的理论和政策的论著
,

其落脚点也在于论证
“

被压迫民族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
,

是

从剥削 与压迫解放出来的唯一道路
。 ” ⑧ 不能不看到

,

当时正是中国革命被打入血泊之中
,

各

种反动势力为反革命统治的
“

胜利
”

庆功摆好的时候
,

正是党内外都还存在着对革命性质和革

命前途的模糊认识和悲观情绪
,

广大革命青年陷入苦闷傍徨的时候
,

也正是毛泽东同志率领

红军进行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的时候
,

李达同志的这些立场坚定
、

旗帜鲜明的论著在白区的

发表
,

其革命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

从 1 9 3 0年到 1 9 3 2年
,

李达同志经党的介绍先后到上海政法学院和暨南大学任教
。

他把大

学讲坛作为宣传革命真理的阵地
,

勇敢地向广大青年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
,

并

宣传对中国革命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观点
。

他的讲课受到进步青年的热烈欢迎
,

教室里常常挤

满了听课的人群
,

不少青年因为受到他的影响而决心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

反动当局对他极为

嫉恨
,

经常派特务刁难捣乱
,

还借故搜查他的住宅
。 “

九
·

一八
”

事变后不久
,

他在暨南大学

一次讲演后遭到特务暴徒的毒打
,

右臂和锁骨被打断
,

住院治疗七个星期
。

进步学生流着泪去

探望他时
,

他从容不迫
,

处之泰然
,

对反动派的卑劣表示蔑视
。

⑨ 随后
,

反动当局就借 口
“

迁

校
” ,

解聘了李达同志
,

使他在上海无法立足 ( 1 9 3 2年 2 月 )
。

不久
,

党组织安排他到泰山为冯

玉祥将军及其身边工作人员讲授列宁主义和唯物史观
,

进行革命宣传 ( 1 9 32 年 5 月至 7 月 )
。

从 1 9 3 2年 8 月到 1 9 3 7年
“

七七
”

事变的五年中
,

李达同志在北平开辟了又一个思想理论斗

争的战场
。

那时的北平是国民党统治区的文化中心
,

是高层次的理论斗争的舞台
。

马克思主

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壁垒分明
,

尖锐激烈
。

李达
、

吕振羽
、

侯外庐
、

黄松龄等同志以北

平大学
、

中国大学
、

朝阳大学为阵地
,

以大学教授的身份组成了一个坚强的马克 思 主 义 阵

营
,

而李达同志是主将
。

吕振羽同志回忆那时的情景时说
: “

李达老师是学校进步师生和反动

派作斗争的一面旗帜
,

反动派对我们是既仇恨又害怕的
。 ” “

进步势力的中心人物就是李达老

师
。

他的威信很高
,

学生不听校长的
,

而听他的
。 ” L侯外庐同志回忆说

: “

李达是这年秋天开

始到北平大学法学院任教的
,

到校后
,

立刻是全校声望最高的一位教授
。

李达同志以往的革

命经历和一向鲜明的马克思主义旗帜都是众所周知的
。

当时
,

正值宪兵三团在北平大搞白色

恐怖
,

蓝衣社在大学里活动很猖狂
。

大学的教室走廊上
,

常常都有特务游巡监督
,

课堂讲什

么
,

外面听得很清楚
。

最艰难的日子
,

李达同志不仅坚持到校讲课
,

而且坚持讲授马克思主

义理论
。

据我知道
,

李达同志对付教室门外的特务自有一套办法
。

万不得 已时
,

他上课戴个

大口 罩
,

一言不发
,

用写黑板代替口授
。 ” “

抗战前
,

在北平敢于宣讲马克思主义 学 说 的 学

者
,

党内外都有
,

`

大家都是很冒风险的
。

但是
,

就达到的水平而言
,

无一人出李达之右
。 ”

@

现在还健在的杨易辰
、

段君毅
、

任仲夷
、

史立德
、

陈星野
、

彭德纯
、

陆斐文等同志
,

都是当

年在中国大学学习时在李达同志的影响和指导下奋力投入党领导的
“

一二
·

九
”

运动的
。

在北平的五年是李达同志在更广阔的领域中和更深入的层次上为中国革命的理论建设进



行艰苦工作的五年
。

除了继续译介马克思主义名著外
,

他本人撰写了《社会学大纲》
、

《经济学

大纲》
、

《社会进化史》
、

《货币学概论》四部专著
,

还撰写了《中国现代经济史之序幕》
、

《中国

现代经济史概观》
、

《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等论文
。

这两百万言的论著内容宏富
,

范围广阔
,

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

是不待言的
。

但更重要的还不在此
。

如果把这些著作放在中国革命的

全局和进程这个大背景下考察
,

它的意义就更加重大
。

如毛泽东同志多次指出的
,

中国革命

有文武两个战线
,

有文武两支部队
。

这两支兄弟部队是密切配合
,

缺一不可的
。

从大革命失

败到十年内战
,

中国革命历尽艰难困苦
,

屡遭挫折
。

除了种种客观原因之外
,

革命队伍理论

准备不足是关键性的主观原因
。

党内路线错误长期未能根本纠正
,

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

克思主义路线长期未能为党内多数同志所认识
,

根本原因在于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
、

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水平还不高
。

党外当然更是如此
。

因此
,

大力提高全党以至整个革命

队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
、

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水平
,

是当时革命成败的关键
。

三十年

代唯物辩证法运动在中国的兴起
,

正是由于这种客观需要
。

毛泽东同志在 日理万机的情况下

以极大的精力亲自抓了这一头等大事
,

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
。

而当时身在白区主要从事文化

工作的一大批党内外马克思主义者的努力
,

也是功不可没的
。

李达同志就是这支部队中一名

高度自觉
、

功绩卓著的战士
。

他的论著决不是脱离革命实践的
“

纯
”

学术研究
,

决不是书斋文

字
,

而是适应 中国革命的迫切需要
,

为革命大军提供的精神武器
。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
,

李达同志翻译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和他本人的名著《社 会 学

大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 西洛可夫
、

爱森堡等合著 )是苏联清算德波林之后出版的一部系统

论述辩证唯物主义的专著
。

李达同志选择这本书进行译介
,

是为了及时地用马克思主义哲学

的最新成果武装中国的革命队伍
。

这本书在现在看来当然有许多不足之处
,

但在当时介绍这

本书却无异乎雪里送炭
。

1 9 3 5年出版后
,

立即在革命根据地和白区受到广泛的重视
。

毛泽东

同志在 1 9 3 6年 n 月到 1 9 3 7年 4 月 阅读了此书的第三版
,

作了长达 1 31 页的摘要和批注
。

L 这本

书也是许多革命者的精神食粮
,

有的同志在反动派 的监狱里
、

在炮火连天的战场上都还带着

它
。

魏文伯同志的一本就从三十年保存到现在
。

他在此书的扉页上写下了一段感人的经历
,

说明此书是三十年代在国民党监狱里由同狱的郭洪涛同志送给他的
,

出狱后他在抗日战场上

一直带在身边
,

后来在 日寇
“

扫荡
”

中被日寇
“

剔抉以去
” ,

然后又在反击时夺回
。 “

文革
”

中被没

收
,

粉碎
“

四人帮
”

以后又物归原主
。

这本译著在当时的影响
,

于此可见一斑
。

《社会学大纲》是李达同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专著
。

它的内容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

主义
,

为了减少被反动派查禁的危险才使用了这个书名
。

L此书于 1 9 3 5年首先由北平大学法

商学院作为讲义出版
,

1 9 3 7年 5 月由笔耕堂书店作为专著出版
。

这部 47 万言的著作是李达同

志长期艰苦研究的结晶
,

是中国三十年代的唯物辩证法运动中的一个重大成果
,

按毛泽东同

志的说法
,

是
“

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列主义的哲学教科书
” 。

李达同志写作此书的目的极

其明确
。

他在扉页上满怀激情地题写了
“

献给英勇的抗日战士
”

九个大字
,

并在序言中写道
:

“

中国社会已经踏进了伟大的飞跃的时代
,

我无数同胞都正在壮烈的牺牲着
,

英勇的斗争着
,

用自己的血肉
,

推进这个大飞跃 的实现
,

创造着这个大时代的历史
。

这真是有史以来空前的

大奇迹 ! 可是
,

战士们为要有效的进行斗争的工作
,

完成民族解放的大业
,

就必须用科学的

宇宙观和历史观把精神武装起来
,

用科学的方法去认识新生的社会现象
,

去解决实践中所遭遇

的新问题
,

借以指导我们的实践
。

这一部《社会学大纲》是确能帮助我们建立科学的宇宙观和

历史观
,

并锻炼知识和行动的方法的
。

因此
,

我特把这书推荐于战士们之前
。 ”

这部著作一出



版就在革命队伍中广泛流传
,

三年中再版了三次
。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收到李达同志寄来的此

书非常重视
,

从 1 9 38年 1 月起认真地阅读了此书
,

作了详细的摘要和批注
,

L并在 日记中记

载了此事
。

L 据当时在毛泽东同志身边工作的郭化若同志回忆
,

毛泽东同志当时高兴地说
:

“

李达同志寄给我一本《社会学大纲》 ,

我读了十遍
。

我劝你们也读十遍
。

他还寄给我一本《经

济学大纲》 ,

我已读了三遍半
,

也准备读它十遍 ! ”

毛泽东同志向当时的延安哲学研究会和抗

日军政大学推荐这两部《大纲 》 ,

并写信给李达同志高度评价了他的工作
,

称赞他是
“

真 正 的

人
” ,

要他再寄若干本到延安去作抗大教材
。

L 1 9 4 8年
,

为适应解放区读者的需要
,

毛泽东同

志又请艾思奇同志将《社会学大纲》交中原新华书店翻印
。

直到 1 9 6 1年毛泽东在庐山约李达 同

志谈话时还强调《社会学大纲 》现在还有意义
,

要李达同志作一些修改后重版
。

在经济学方面
,

李达同志的主要成果是《经济学大纲》 ( 1 9 3 5年出版 )
。

这是一部系统论述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著作
。

李达同志写作此书的目的也同写作《社会学大纲》一样
。

他在

绪论中写道
: “

我们不是为了研究经济学才研究经济学
,

而是为了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才研究

经济学
” 。

他批评专门研究外国经济而忽略中国经济
“

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

是极大的缺点
” ,

认

为必须注重
“

经济进化的一般原理在中国经济状况中所显现的特殊的姿态
,

特殊的特征
” , “

掌

握中国经济的特殊的发展法则
” , “

了解中国经济的来踪和去迹
” 。

他指出
: “

现在中国的经济
,

是

处于帝国主义宰割之下的
、

工农业陷于破产状态的经济
。

这种经济
,

可以说是国际资本主义

殖民化的经济
。

在这种特殊的经济状态下挣扎着的中国国民
,

究竟应该怎样寻求自己的生路

呢 ? 这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
,

而且是整个中国自求生存
,

自求解放的间题
。

要解决这个问题
,

必须有正确的客观的理论做实践的指导
,

才能成立民族解放的战线
,

才能进行民族解放的工

作
,

才能提起中国经济改造的间题
。 ”

O 这部著作
,

连同同一时期发表 的《中国现代经济 史 概

观》等论著
,

表明李达同志是我国理论界最早地系统论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

并把它运用

于中国现实经济关系的分析
,

得出具体的革命结论
,

有力地驳斥了种种反共理论的人物之一
。

至于《社会进化史 》和《货币学概论》 ,

也是为着同一 目的而写成的
,

这里就不作分析了
。

1 9 3 7年 7 月北平沦陷
,

李达同志提前一月只身离开了北平
。

日本宪兵闯进他在北平的寓所

搜捕不得
,

毒打了他的夫人王会悟同志
。

这时李达同志本已应广西大学之聘到了桂林
,

但未到

前 已被解聘
,

只得回家乡暂住
。

次年进步人士白鹏飞任广西大学校长
,

才重新应聘
,

讲授马克思

主义经济学
。

1 9 3 9年冬
,

他应八路军驻桂林办处事负责人曹瑛同志的邀请
,

为办事处的同志讲

授马克思主义哲学
。

这时周恩来同志由重庆拍电报要曹瑛同志去看望李达同志
,

并给他经济上

的接济
。

L随后桂林危急
,

李达同志应冯玉祥将军的邀请到重庆为他的研究室人员讲学
。

L他

自己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
,

又代邀邓初民同志讲授马克思主义政治学
,

黄松龄同志讲授马克思

主义经济学
。

他们同原在这个研究室工作的共产党员赖亚力等同志一起
,

把这个研究室变成了

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宣传党的方针的阵地
。

冯玉祥将军规定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听讲
,

自己也带

头听讲做笔记
。

这对冯将军晚年的思想转变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 1 9 4 1年

,

李达同志在广东

坪石 中山大学任教
,

讲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

半年即被解聘
,

不得不回家乡零陵
。

在零陵他贫病

交加
,

又受到反动派的监视
,

处境极为困难
。

但他仍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写作
,

甚至在躲避

日寇空袭时都带着书稿
。
1 9 4 4年零陵沦陷

,

日军又搜捕李达
,

他逃往摇山避难
,

直到抗战胜利
。

1 9 4 7年春
,

经地下党帮助
,

李达同志被聘为湖南大学法律系教授
。

特务机关对他严密监视
,

把他列为黑名单的第一名
,

作为随时可以逮捕的对象
。

学校当局不准他参加政治活动和在家

里接待学生
。

但李达同志在地下党和进步师生的支持保护下仍然积极参加政治活动
,

成了进

步师生的顾问和旗帜
。

学校当局故意刁难他
,

不让他讲授造诣很深的哲学和经济学
,

而要他



讲授他没有讲过的法理学
,

企图迫使他为国民党的
“

宪法
”

作宣传
。

但这并没有难倒他
,

反而

给他提供了一个用马克思主义开拓新领域的机会
。

他在没有马克思主义法学著作可资借鉴的

条件下
,

克服种种困难
,

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武器
,

把卷恢浩繁的各派法学著

作整理成一个井然有序的系统
,

对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观点给予切中肯萦的批判
,

对历史和现实的法律现象给予科学的解释
,

对玩弄
“

制宪
”

戏法欺骗人民的反动派作了巧妙的

揭露
,

写成了一部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的著作《法理学大纲》
。

正如我国著名法学家韩德培同

志评价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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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L 1 9 4 8年
,

李达 同志受党的重

托
,

冒着极大的危险协助湖南地下党动员程潜
、

陈明仁将军起义
,

为湖南省的和平解放作出

了贡献
。

同年
,

毛泽东同志通过地下党邀李达同志赴北京工作
。

在中共华南分局的精心安排

下
,

李达同志于 1 9 4 9年 5 月经香港到达北京
,

受到毛泽东
、

刘少奇
、

周恩来
、

朱德等同志的

热烈欢迎
。

毛泽东同志同他彻夜长谈
,

既指出他早年离开党组织的错误
,

又充分肯定他几十

年来坚持马克思主义
、

为党工作的贡献
。

党中央根据李达同志的一贯表现
,

由毛泽东
、

刘少

奇
、

李维汉
.

张庆孚等同志作他的历史证明人
,

于同年 12 月批准他重新入党
,

不要候补期
。

从新中国成立到
“

文革
”
开始的十七年

,

是李达同志晚年为马克思主义真理继续奋斗的时

期
。

他一如既往
,

把自己担负的理论工作和教育工作正确地理解为党的事业的一部分
,

以
“

老

兵
”

的身份严肃地战斗到生命的终点
。

在理论战线上
,

李达同志致力于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
,

特别是毛泽东哲学思想
,

同时积极参加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
。

李达同志对毛泽东同志及其哲学思想历来高度崇敬
。

早在 1 9 3 9年他在桂林时就对曹瑛同志说过
: “

学习唯物辩证法最好的老师是毛润之
。 ”

@ 19 5。年

和 1 9 5 1年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
、

《矛盾论》相继重新发表时
,

他不顾行政工作繁忙和严重胃

溃疡的困扰
,

精心撰写了
“

两论
”

的《解说》 ,

一边写作一边陆续寄请毛泽东同志审阅修改
。

这

两本《解说》对推动全 国人民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起了重大的作用
,

受到毛泽东同志本人的高

度评价
。

@ 他还撰写了批判胡适等人的资产阶级思想的许多论著
,

发挥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战

斗精神
。

L 19 6 1年夏
,

毛泽东同志要他把旧著《社会学大纲》略加修改重新出版
,

他却认为自

己的旧著已不能适应当前的需要
,

应该另编一本以阐发毛泽东哲学思想为内容 的教科书—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
。

他以年老多病之身
,

亲任主编
,

率领助手
,

不分寒暑地进行编写
。

历

时四年半
,

完成了上卷 (唯物辩证法 )送审稿
,

送请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审阅
,

并 广 泛 征

求理论界的批评
。

正当他主持下卷 (唯物史观 )的编写时
, “

文革
”

开始
,

李达同志不幸含冤去

世
。

临终前他留下遗言
,

要他的助手为他写完这部著作
,

以完成毛主席交给他的任务
。

⑧

在教育战线上
,

李达同志作为大学校长
,

也为坚决地全面地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作出了表

率
。

他放在首位的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

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
、

毛泽东思想武装全校师生

员工
,

指导教学科研和其他各项工作
。

在湖南大学和武汉大学都是如此
。

1 9 5 3年他就任武汉

大学校长
,

到校后首先抓了两件大事
:

一件是创办教职员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夜大学
。

他亲

自作学习 《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动员报告
,

带头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革命史
,

自己动

手编写讲义
。

在他的领导下
,

全校的教职员工都参加了不 同层次的班组
,

学习马克思主义的

自觉性空前高涨
,

一时蔚为风气
。

不少教授现在回忆当时的情景还感慨良深
,
说自己的马克



思主义知识就是在那时打下基础的
。

第二件大事是抽调骨千成立马列主义教研室
。

他自兼主

任
,

利用暑假的时间率领教研室成员认真备课
,

通过他的努力
,

不仅为政治理论课的开设打

下了 良好的基础
,

而且培养锻炼了一批优秀的人才
。

他还一贯强调
,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共产

党的世界观
,

是指导各门具体科学和各项具体工作的最正确最完备的方法论
,

在高校中应当

是
“

首席科学
” 、 “

首席课程
” 。

他在 1 9 5 6年主持重建了武大哲学系
,

兼任系主任
,

为这个系规

定了正确的办系方针
。

他强调武大哲学系必须办成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系
,

教师必须是坚信马

克思主义的
,

培养出来的学生也应该是坚信马克思主义的
,

在这个问题上就是要搞
“

清一色
” 。

李达同志在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首位的同时
,

又十分注意学校学术水平和教育质量的

全面提高
,

十分注意按教育规律办学
,

十分注意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

十分注意调动全校

师生员工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

他坚决抵制违背党的政策
、

违背客观规律
、

挫伤知识分子积极

性的
“

左
”

的错误口号和做法
。

他团结群众
,

尊重人才
,

爱护青年
,

受到全校师生员工的爱戴

和怀念
。

他的言行表明了他是一位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家
。

李达同志一生留下了大量的论著
,

在哲学
、

经济学
、

科学社会主义史学
、

法学等多种领

域中都有开拓性的贡献
,

他的论著无疑是我国思想界的一份珍贵的遗产
。

然而更加值得珍贵

的是他的忠于马克思主义的精神
。

而这又是与他的为人民利益献身和为科学真理献身的精神

分不开的
。

他从中学时代起就受时代潮流的激荡
,

成了一位热血沸腾的爱国者
,

立志要改变

祖国的贫穷落后
、

苦难屈辱的处境
,

为人 民的解放献出一切
。

当他迭经顿挫
,

在漫漫暗夜里

发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救国救民的真理时
,

他就立即成为它的笃信者和实践者
。

他把
“

用

马克思主义改造社会
”

作为立身的信条
,

矢志不渝
,

义无反顾
,

百折不挠
,

在半个世纪的惊涛

骇浪中执着地顽强地学习
、

理解
、

探索
、

实践
,

用笔和舌为捍卫和推进这一科学 真 理 而 奋

斗
,

置个人的生死荣辱于不顾
,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

他生前常说
: “

有些讲马克思主义的人

好象在街头摆摊子的小贩
,

天晴就摆出来卖
,

下雨就收摊子了
” “

他对这种人表示 极 大 的 轻

蔑
。

他在漫长的征途中也有缺点
,

有失误
,

然而他基于热爱人民的这种忠于马克思主义的精

神是永远值得景仰和学习的
。

要做一个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
,

就不能没有实事求是的品格和坚持真理
、

修正错误的大

无畏的精神
。

李达同志不仅在解放前的险恶环境中不顾反动势力的迫害
,

坚持与各种反马克

思主义思潮顽强斗争
,

而且在解放后的工作中也敢于同自己队伍中发生的违背马克思主义
、

有损党和人民的利益的错误作斗争
。

即使这种错误 已成为势不可挡的潮流
,

他也决不随声附

和
。

他往往不顾个人安危
,

拍案而起
,

仗义执言
,

坚决顶住
。

1 9 5 9年反对浮夸风
, 1 9 6 2年上

书反映农村的真实情况并要求为彭德怀同志平反
, 1 9 6 4年抵制对杨献珍同志和其他同志的错

误批判
, 1 9 6 6年反对

“

顶峰论
”

等等
,

都是感人的实例
。

他对自己的缺点错误从不护短
,

一旦

发现就坚决改正
,

而且公开检讨
。

对片面的乃至错误的批评
,

他也能正确对待
。
1 9 5 6年湖南有人

向湖北 日报投寄文章
,

批评
“

两论
” 《解说 》 “

歪曲
”

毛主席的原著
, “

剿窃
’
他人的成果

,

言辞相

当粗暴
。

编辑部不拟发表
,

转给李达同志参考
。

不久他复函编辑部
,

热情肯定了作者的钻研

精神
,

欢迎他的批评
,

同时又指出他在理论上的偏颇
,

对所谓
“

驯窃
”

的指责
,

李达同志只说

自信无此行为
,

·

请编辑部公断
。

这种虚怀若各的精神
,

编辑部的同志至今还传为美谈
。

L

李达同志离开我们已经二十四个年头了
。

在纪念他一百周年诞辰的时候
,

已经使我们感



到有许多东西需要向他学习
。

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
,

人们将从这位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老战士身

上发现更多的宝贵品德
,

受到教育和激励
。

注释
:

①② ((李达文集》第 1 卷第2 12 页
、

第 559 页
。

③ 见邓初民的 《忆老友李达先生 》
。

④ 参看吴泽
: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社会性质革命性质及社会史间题论战研究》 ,

载《社会科学 辑 刊入

1 9 9 0第 1
、

2 期
。

⑤⑥⑦⑧ 《李达文集》第 1 卷第 4 95 页
、

第 493 页
、

第 558 页
、

第 60 5页
。

⑨ 参阅东方既白
: 《缅怀李达老师》

。

载《光明 日报 1 9 7 8年 n 月 5 日
。

@ 见江明
: 《展读遗篇泪满襟》

,

载《 文献》 1 9 8 0年第 4 辑
。

@ 侯外庐
: 《韧的追求》 ,

三联书店 1 9 8 5年版
,
第 36 页

。

@ 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 ,

中央文献出版社 1 9 8 8年版
,

第 5 一 166 页
。

L 为了同一目的
,

书中还故意把一些名词弄得隐晦些
,

如马克思
、

列宁写作卡尔
、

伊里奇
:
无产阶级

、

资产阶级写作普罗列塔里亚
、

希尔乔亚
,
等等

。

⑧L 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 ,
中央文献研究室 1 9 8 8年版

,

第20 9一 2 76 页
、

第 2 79 页
。

L 毛泽东的这封信
,
李达同志珍藏了多年

,
只给在一起工作的少数共产党员如赖亚力同志等 看 过

,

1 9 4 4年因 日寇搜捕逃往摇山暂避时遭土匪抢劫
,
此信遗失

。

@ 见《李达文集 》第 3卷第 24 页
。

L 见曹瑛
: 《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李达同志》

,
载《新湘评论》 1 9 8 1年第 7 期

。

L 李达同志 1 9 3 2年 5 月受党的指示到泰山为冯玉祥将军讲授过马克思主义哲学
。
1 9 33年 1 月又受党的

委托把到张家 口说服冯将军联合抗日
,

帮助他与党取得联系
。

冯将军后期在政治上深受李达同志的影响
,
对

李达同志十分尊敬
。

L 韩德培
: 《一位少有的马克思主义法学家 》 。

载《武汉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 1 9 8 1年第 1期
。

@ 见曹瑛
: 《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李达同志》

,
载《新湘评论》 1 981 年第 7期

。

L 毛泽东同志在 1 9 5 1年 3 月 27 日给李达同志的信中说
: “

这个解说 (指《 <实践论>解说一 本文作者注 )

极好
,

对于用通俗的言语宣传唯物论有很大的作用
。 ” “

应当出一单行本
,
以广流传

。 ” 1 9 52年 9 月 17 日毛泽

东同志又就撰写 ((( 矛盾论 >解说的间题给李达同志写了信
。

L 毛泽东同志 1 9 5理年 12 月28 日给李达同志的信中说
: “

十二月二十日的信及两篇文章 (指批到胡 适 思

想的两篇文章— 本文作者注 ) ,
收到看过了

,
觉得很好

。

特别是政治思想一篇
,

对读者帮助更大
。 ”

⑧ 1 9 7 8年
,

本书上卷由李达同志的助手修订后由人民出版社以《唯物辩证法大纲 》的书名出版
。

下卷因

有关资料在
“

文革
”

中散失
,

未能完成
。

Q 见艾军
: 《

“

两论解说
”

重印发行有感粉 载《湖北日报》 1978 年11 月一日
。

(本文贵任编杯 郑传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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