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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实 ,特别是里面的`各派法理学之批判' ,30多年以后的今天 ,还没有人能超过他的水平。”是的 ,李老

对各派法理学的批判 ,上自古希腊 、罗马 ,下至近代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各种学派 ,从它们产生的经济根

源 、政治背景到基本论点 ,条分缕析 ,简明扼要 ,特别在批判时切中要害 ,透辟深刻 ,令人信服。除这一篇

外 ,其他篇章也都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与法律的学说来加以阐述。总的说来 ,这本书为我国的法

学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子。可以说 ,李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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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说 ,他对我国新法学的建立起了重要的奠基作用 。他在这方面的贡献 ,也是不可磨灭的 。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我所认识的李达同志

刘　绪　贻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资深教授)

我虽然在解放后认识了李达同志 ,但只限于在公开场合的几次一般交往。我对他的了解 ,大都是由

间接的渠道得来 。但是 ,有些事情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使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 ,李达同志是个真正的

马克思主义者。

(一)只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才能在任何情况下坚持马克思主义

1947年 9月 ,我应聘到武汉大学讲授社会学 ,根据当时我的思想状况和当时形势 ,我觉得自己完全

有责任给学生介绍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知识 ,尽可能引导他们按照人民利益的需要走上正途。但是 ,在当

时白色恐怖极其严重 、马列著作难找而且即使找到也不能公开 、自己这方面知识又很贫乏的情形下 ,介

绍马克思主义知识 ,谈何容易 !不过 ,我总在想办法 、等机会 。

大约是 1948年初的一天 ,我到汉口车站路一家旧书店去看书 ,偶然发现一本李达著《社会学大纲》 ,

翻开阅读一阵 ,不禁喜出望外 。原来 ,这正是我梦寐以求的一本书 ,书名虽题为《社会学大纲》 ,而内容则

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李达同志这办法实在太好了! 因为列宁认为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是科学的社会

学 ,把论述历史唯物主义的书称为《社会学大纲》 ,是名副其实。不过 ,当时国民党统治区学术界一般说

没有这种知识 ,他们只知道从欧 、美引进的孔德一系的社会学 ,这种社会学无害甚至于有利国民党的统

治 ,所以书名叫《社会学大纲》 ,就可以找机会走进大学的课堂和图书馆 。我想 ,李达同志这部书虽然是

根据当时特定环境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妙法 ,但也好像是为我当时的需要而写的 。我把这本书买了

回来 ,后来又促使法学院图书馆买了五六部。于是 ,我不动声色地将这部书列为选修社会学的学生的必

读参考书 ,并规定为期终考试的部分内容。这样 ,选修社会学的 150多个学生就非读一点马克思主义哲

学不可。

不久 ,便有少数学生反对我的这种做法 ,他们反对的理由是功课重 ,没时间读这一大套参考书 。但

是 ,反对的只是那些平日反对进步学运的学生 。我硬着头皮顶住了 。但到期终考试时 ,他们来势汹汹 ,

闹着要罢考。我泰然自若地坚持不让步 。后来在进步同学的支持下 ,他们只好老老实实地参加考试 ,还

不得不答历史唯物主义方面的问题 。

这件事 ,不仅使我初步系统地涉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还进一步坚定了我对马列主义必胜的信心 ,

为我后来参加武汉地下市委领导的地下工作鼓了气。

这件事 ,还促使我进一步了解李达同志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非凡事迹。后来我才逐渐知道 ,自从

1919年起直到他逝世为止 ,他学习和宣传马列主义真是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举例说吧 ,1920年他主编

党的秘密刊物《共产党》月刊 ,一个小小亭子间就是编辑部 ,文稿随时有被查抄没收的危险 ,经费没有保

证 ,最困难时他一个人要担负起从写稿到发行的全部工作。1923年上半年 ,他因与陈独秀意见不合而

脱党 ,但仍继续受毛泽东同志之托任湖南自修大学学长 ,并主编《新时代》月刊 ,宣传马列主义 ,培养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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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 。同年 11月 ,湖南自修大学和《新时代》被军阀赵恒惕封闭 ,他到湖南公立政法学校任教 ,讲授马克

思主义社会学 ,并将讲稿于 1926 年以《现代社会学》为名出版 。1927年“马日事变”后 ,他受到通缉 ,潜

往上海避居在法租界一个偏僻的弄堂里 ,虽然家中有时被不速之客骚扰 、抄家 ,但他仍夜以继日地撰写 、

翻译马克思主义文章 ,还与友人创办昆仑书店 ,出版进步书籍。有一次到暨南大学讲课 ,竟遭特务殴打 ,

右上臂骨折 ,出医院后他每天早晨持一竹竿练习上举 ,并对家人说:反动派想打断我的右臂 ,让我不能拿

笔 ,放下宣传马列武器 ,办不到 ! 1932至 1937年 ,他在国民党白色恐怖统治下 ,在北平各大学一面运用

各种课程宣传马克思主义 ,一面猛烈抨击蒋政权的卖国投降政策 ,并于 1937 年 5月在上海自费秘密出

版了《社会学大纲》 。1941年他在中山大学任教时 ,因坚持宣传马列主义 ,被国民党教育部电令解聘 ,失

业后回乡困居 ,曾遭日寇搜捕 ,几死于荒山之中。但 1947年初经地下党组织介绍到湖南大学任教时 ,他

仍然是个铮铮铁骨的马克思主义者 。学校当局为了不让他宣传马克思主义 ,分配他一门新课———法理

学 ,使他来不及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编新教材。为此 ,他一个暑假没离开过板凳 ,屁股都坐烂了 ,不能坐凳

子 ,用扁担当凳子坐着继续写 ,终于写成了一本马克思主义的《法理学大纲》 。

解放前夕 ,李达同志应邀到北平参加政治协商会议 ,毛主席百忙中在家里热情地接待了他 ,两人长

谈一夜 ,并留他在自己床上歇宿。主席还告诉他:虽然早年离开党组织是个错误 ,但 20余年来坚持马列

主义阵地 ,可以重新入党 ,不要候补期 ,自己愿意作他的历史证明人。这样 ,李达同志很快就获得了新的

政治生命 。自此以后 ,毛主席对他在生活上 、工作上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不过 ,这种非常的知遇之

恩 ,并没有使他忘记马克思主义的原则。1958年夏天 ,毛主席支持了湖北省鄂城县委“人有多大胆 ,地

有多高产”这个错误口号 ,李达同志便与他争论得面红耳赤 ,终于使毛主席承认了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

1961年 ,他回自己家乡实地考察后 ,向湖南省委和中央写了报告 ,认为 1959年彭德怀同志在庐山会议

上提出的意见是对的 。1962年冬 ,他患脑溢血和心力衰竭病 ,经抢救才转危为安 ,医生对他严重警告 ,

不能再写东西。但他“阳奉阴违” ,仍然艰难地继续撰写《唯物辩证法大纲》 。以上举的这样的例子是很

多的 ,我们这里不再举了 。结论是:这样贫贱不能移 、富贵不能淫 、威武不能屈地坚持马克思主义 ,才是

真正的坚持。俗话说 ,真金不怕火烧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才能够经受住各种严峻的考验 。

(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

李达同志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发展的科学;要保持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 ,就必须不断地发展马克

思主义。1961年 ,他接受毛主席交给的任务修改出版《社会学大纲》时 ,感到这本书是 20 余年前写的 ,

没有概括新的历史经验和研究成果 ,没有反映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 ,没有反映现代科学的重

大成果与社会主义建设经验 ,没有批判当代错误思潮 。因此 ,虽然年高病多体弱 ,他仍然决定重写一部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 ,并在这部计划编写的书的上半部(1978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唯物辩证法大

纲》)第 473页中说:理论认识“只有同实践紧密联系 ,仔细倾听实践的呼声 ,才能不断地汲取新的经验 ,

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 ,不致停留在原有的地方 ,变成枯槁的东西” 。

“文化大革命”中 ,使我极大震动并留下极深印象的是李达同志反对“顶峰”论的事迹 ,更是他坚持

“马克思主义必须不断发展”这一论点的鲜明标志 。实际上 ,无论从理论上或实践上 ,对于真正的马克思

主义者而言 ,这早已是非常明确的问题 ,只有那些“为稻粱谋”而著书为文 、那些知识贫乏而又刚愎自用 、

那些随风倒 、那些以权力代替真理的假马克思主义者 ,才会拘泥于经典作家在某些特定时间 、地点做出

的个别论断。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 ,“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 ,各个国家各不相同 ,而在每

一个国家里 ,各个世纪又各不相同 。因此 ,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

马克思 1842年在致达·奥本海姆信中也说过同样道理的话:“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

有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 。列宁也强调这个道理 , “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考虑生动的实际生活 ,必须考虑现

实的确切事实 ,而不应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 。

马克思 、恩格斯还非常担心后代人把他们的学说当作教条。马克思说 ,“我们的任务不是推断未来

和宣布一些适合将来任何时候的一劳永逸的决定” 。恩格斯说 ,谁要是想“猎取最后的终极的真理 ,猎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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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 、根本不变的真理 ,那么他是不会有什么收获的 ,除非是一些陈词滥调和老生常谈” 。

由此可见 ,经典作家们说得非常明白 ,他们的学说是需要不断发展的。从实践上看也是如此。现在

我们回顾一下 ,当教条主义在我国盛行 、一直发展到“两个凡是论”的那一段日子里 ,如邓小平同志所说 ,

“从 1958到 1978年的 20年里 ,农民和工人的收入增加很少 ,生活水平很低 ,整整 20年 ,生产力没有多

大发展” 。这样建设社会主义显然是违反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原

理的 。是邓小平同志否定了“两个凡是论” ,提倡并领导实行改革开放政策 ,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我国的

经济发展才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

所以我们说 ,坚决而忠诚地服膺与实践马克思主义的李达同志是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

(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前面我们已经提了一下李达同志是一位威武不屈的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战士 ,这里再专门谈一谈他

在这方面的突出表现 。

为什么我们说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呢? 我想这主要是因为:所谓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者 ,乃是这样一种人 ,他真正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的为人民群众谋利益 、为争取全人类幸福前

途的思想体系 ,是一种崇高的理想 ,是值得志士仁人为之献身并愿意为之献身的事业 。李达同志是有这

种认识的 。当然 ,他还认识到要实现这种最终目标 ,首先要争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革命的

成功 ,并愿意为之献身。既然生命都可以献出 ,还何惧之有! 所以 ,从他 1919年献身马克思主义事业

起 ,直到全中国解放的 30年间 ,他面对的是蛮横凶狠的日本帝国主义 、中国军阀 、拥有中统和军统两大

特务系统的蒋政权以及扶蒋反共的美帝国主义 ,他经受的是驱逐 、困厄 、失业 、疾病 、歧视 、威胁 、殴打以

至杀头危险 ,然而他都等闲视之。这是何等的气魄 !

全国解放后 ,从 50年代后期起直到逝世前 10余年间 ,他又面临着强大的极左思潮和“四人帮”的威

胁和迫害 。然而 ,除我们前面提到的为彭德怀同志叫屈和对毛泽东同志犯颜直谏外 ,他还拒绝过批判杨

献珍的“合二而一”论 ,否定过康生的“辩证法只有一条规律”说 ,抵制过林彪的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捷径”

论。不过 ,最能体现李达同志作为一个真正马克思主义者的“无所畏惧”精神的 ,还是他抵制“顶峰”论的

事迹。“1966年 3月 ,他指着一个印有`顶峰' 提法的材料对他的编书助手说:̀什么顶峰 ?马列主义 、毛

泽东思想不发展了吗 ?这不合乎唯物辩证法嘛!' 当时有人提醒他说 :̀这是林×××说的呵!' 李达同志

断然回答说:̀我知道是他说的 。不管是哪个说的 ,不合乎辩证法 ,我不同意 !' ”这又是何等气魄! 试想 ,

当时有多少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 ,敢于这样无所畏惧地直言不讳地保卫马克思主义呢? 说来惭愧 ,

我自己就没这种胆量 。这件事后来传出去了 ,当时炙手可热的康生 、林彪都公开点了李达同志的名 ,李

达同志也就戴上了“毛泽东思想的最凶恶的敌人”的帽子。“从 1966年 5 月 10日起 ,李达同志就被`勒

令' 停止编书 ,交代`罪行' ,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6月 3日 ,向全校宣布揪出了一个以李达为头子的

`武大三家村' ……接着 ,各个报纸 、电台 ,连篇累牍地公布李达的`罪行' ,发表`揭批' 李达的文稿;十几

万人被组织来武大 , `愤怒声讨' 李达。李达同志随时被押到大会小会上去批斗 、辱骂 、审讯 、罚跪。”如果

李达不是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他也许会由于贪生而一时顶不住 ,仗着自己与毛泽东的关系 ,暂时认

错 ,将来有机会再声辩。但他毕竟是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在这种不堪忍受的摧残 、侮辱和折磨下 ,

他丝毫没有屈服 ,决不`认罪' 。对那种栽诬陷害的`批斗' ,他一条一条地据理驳斥 。”最后 ,他终于被康

生和“四人帮”折磨得为马克思主义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我看 ,说他的这种业绩“动天地 、泣鬼神”也不为

过吧 !

(责任编辑　严　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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