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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李达和毛泽东有着长期哲学交往关系 ,这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具有

重要地位和作用 。总体上 ,李达和毛泽东的哲学交往是相当密切的 ,也有晚年稍嫌生疏的时

候 ,这是他们哲学思想总体契合 、又有差别的反映 ,也是形势发展使然;李达和毛泽东在哲学交

往的过程中 ,相互之间在哲学思想上相互影响 ,相互促进 ,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哲学思想体系;李

达和毛泽东的哲学交往 ,主导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马克

思主义哲学通俗宣传的历史。李达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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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达是我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 ,他在长期哲学生涯中 ,与毛泽东交往十分密切 ,结下了不解之

缘 ,演绎出一段相互理解 、相互信任 、相互支持 、相互配合 、共同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

哲学的传播和宣传的传奇佳话 。这一对哲学巨人的交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

李达与毛泽东的哲学交往渊源很深 ,可以说 ,是深深植根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过程之中的 ,源于指

导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从 1919年至 1927年 ,是李达与毛泽东哲学交往的第一个阶段 。其特点是:一

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开始在中国传播 ,李达与毛泽东都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二是李达和毛泽东的哲学

交往源于中国革命和创立中国共产党的实际需要;三是李达在双方交往中居于主导地位 ,毛泽东非常欣

赏李达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受其影响较大。

(一)中国共产党创立前 ,李达不遗余力地宣传马克思主义 ,对毛泽东影响较大

李达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时间比毛泽东要早。早在建党前 ,李达从 1918年开始 ,就对传播马克思主

义做了杰出贡献 ,大致包括三个方面:第一 ,翻译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 。1921年 ,李达最早翻译出版

的三本哲学著作《唯物史观解说》 、《马克思经济学说》 、《社会问题》 ,大体上包括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

成部分 ,表明李达从一开始就比较注重马克思主义整体的系统性传播 。第二 ,批判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

潮 ,包括梁启超 、张东荪等的基尔特社会主义 ,黄凌霜 、区声白等的无政府主义 ,张君劢 、戴季陶等的第二

国际修正主义 ,以及第四国际“左倾思潮” 。对这些错误思潮的批判 ,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第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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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 。该刊虽然只出了 6期就停刊了 ,但其刊载的宣传马

克思主义的文章 ,在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从而使其成为建党初期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平台。李达

的马克思主义宣传活动 ,对毛泽东影响较大。毛泽东接到《共产党》月刊后 ,对这个刊物上宣传马克思主

义的文章十分喜爱 ,反复阅读 ,并把它送给一些青年朋友阅读 ,第一师范学生张文亮在其 1920年 12月

27日的日记中写道:“泽东送来《共产党》九本 。”
[ 1]
(第 75 页)1921年 1月 21日 ,毛泽东给远在法国的蔡

和森写信说 , 《共产党》月刊“颇不愧`旗帜鲜明' 四个字”[ 2]
(第 15 页)。毛泽东还把其中刊载的《俄国共产

党的历史》 、《列宁的历史》 、《劳农制度研究》等文章推荐给湖南《大公报》发表 ,在青年中产生广泛影响。

对于李达的论战文章 ,毛泽东也是非常欣赏 ,感到痛快淋漓 。李达对毛泽东在湖南的革命活动和建党活

动也十分关注 ,对毛泽东的胆识和才干十分钦佩 ,认为在湖南建立党的早期组织的重任非毛泽东莫属。

尽管此时毛泽东与李达尚未谋面 ,但友谊的种子已深深根植发芽 ,为他们 40 余年的哲学交往奠定了基

础。

(二)建党初期 ,李达与毛泽东从相知到相识 ,开始了哲学交往 ,建立了非同寻常的关系

1921年 7月 ,李达和毛泽东在上海第一次谋面。不过 ,他们的首次会面并不是为了探讨哲学问题 ,

而且为了创建全国统一的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到上海后 ,李达专程登门看望了他。初次见面 ,毛泽东给

李达留下很深的印象 ,李达以后回忆说:“我初见润之就觉得他言出有理 。”
[ 3]
(第 13 页)李达给毛泽东留

下的印象也很深 ,所以仅仅 10个月之后 ,毛泽东就邀请李达到他主持的湖南自修大学讲授马克思主义

理论 。李达是 1922年 5月到湖南自修大学任教的 ,不久即到上海参加党的“二大” ,同年 11月 ,李达再

应毛泽东函请 ,到长沙担任湖南自修大学学长 。湖南自修大学是一所宣传马克思主义 、培养革命干部新

型学校 ,毛泽东两度邀请李达到校任教的事实表明 ,他对李达的马克思主义水平是钦佩的 ,对李达本人

在一定意义上是以师长事之的 。在自修大学的基础上 ,他们创办了《新时代》月刊 ,该刊发刊词揭示了他

们的共同志趣 ,即“努力研究致用的学术 ,实行社会改造的准备”[ 4](创刊号)。从这时起 ,李达和毛泽东之

间就建立了非同寻常的关系 ,据王会悟回忆 ,那时 ,毛泽东一想起什么问题 ,就来找李达 ,常常是深更半

夜敲门 ,把李达叫起来商谈。1923年 4月 ,毛泽东离开湖南到中央工作 ,李达独自担负起自修大学的工

作 ,半年之后 ,湖南自修大学遭军阀赵恒惕强令解散。

(三)大革命后期 ,李达与毛泽东在革命斗争实践中树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

毛泽东和李达的再次见面是在 3年之后的武昌。1926年 10月 ,北伐军攻占武昌 ,武汉成为全国革

命运动的中心。11月底 ,毛泽东受中央委托到达武汉 ,创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 。不久 ,李达应国民革

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之邀 ,来此主持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招生工作 ,并代恽代英任政治总教

官。毛泽东得知这一消息后 ,当即邀请李达给农讲所的学员讲授马列主义理论。毛泽东和李达在武汉

短暂相聚的时刻 ,正是革命风云突变的时期。大革命风暴在迅猛发展的同时 ,反革命逆流也在潜滋暗

长。为了挽救革命 ,毛泽东和李达曾一起商量能不能做做唐生智的工作 ,使其倾向革命。蒋介石发动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 ,汪精卫集团也随即发动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毛泽东在汉口参加完“八

七”会议后 ,转赴湖南领导秋收起义 ,继而率部上井冈山 ,开创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 、武装夺取政权的道

路;而李达则辗转上海 、北平等 ,继续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活动。这个历史事实说明 ,李达和毛

泽东在革命斗争实践中树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

二

从 1927年至 1949 年 ,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时期 ,也是李达与毛泽东哲学交往的第二个阶

段 ,长达 21年 ,涵盖土地革命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三个时期。其特点是:一是直到建国前夕 ,李达与毛

泽东从未谋面 ,他们交往属于思想交往 ,即所谓的神交;二是李达出版了《社会学大纲》 ,创立了中国马克

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第一个较为完备 、较为科学的体系;三是毛泽东撰写了《矛盾论》 、《实践论》等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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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 ,形成了具有独创性的毛泽东哲学思想;四是李达的哲学著作和哲学

译著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料 。

(一)李达创立了第一部具有完备科学体系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

20世纪 30年代 ,在中国革命实际需要的强力推动下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向纵深发展 ,特别是传

播 、研究唯物辩证法运动开始蓬勃发展 ,在这个过程中 ,李达起了先锋和旗手的作用 。主要表现为两个

方面:第一 ,完成了中国人写的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社会学大纲》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

典作家 ,无论是马克思 、恩格斯 ,还是列宁 ,都没有为自己的哲学思想建立一个逻辑范畴的体系 。苏联哲

学界在批判德波林学派后 ,虽然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哲学教程 ,但逻辑体系不严谨 ,内容简单化。李达的

《社会学大纲》克服了苏联哲学著作中的重要局限 ,是一部逻辑体系完备 、内容丰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

科书 。毛泽东对李达的这部哲学著作评价很高 ,认为这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

书。也有学者指出 ,这部著作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的基本结束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将

进入生根 、开花和结果的新时期
[ 5]
(第 290 页)。第二 ,翻译出版了苏联哲学家西洛可夫 、爱森堡等的哲学

教科书《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该书是苏联在批判德波林学派过程中产生的一部很有影响的著作 ,其显

著特点是突出了列宁的哲学思想 ,坚持了哲学的党性原则 ,阐述了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和辩证法的规律

与范畴。李达高度评价这部书的价值 ,认为是现阶段对“辩证法唯物论的系统说明。”
[ 6]
(译者例言)

(二)毛泽东以李达的哲学著作和哲学译著为主要材料 ,潜心研究 、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延安时期 ,毛泽东撰写了《实践论》 、《矛盾论》这两篇光辉哲学著作 ,从理论上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实

践经验 ,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 ,形成了具有独创性的毛泽东哲学思想。李达的哲

学著作和哲学译著 ,特别是《社会学大纲》和《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为毛泽东的理论创造提供了丰富的思

想资料。第一 ,潜心研读李达的哲学著作和哲学译著。从 1936年 11月至 1937年 4月 ,在《辩证法唯物

论教程》的第 3版上 ,毛泽东先后用毛笔 、黑铅笔在书眉和空白的地方写下了近 12 000字的批注 ,并从

头至尾作了圈点和勾画。其中第三章“辩证法的根本法则”批注文字最多 ,最长的一条有画龙点睛 1 200

多字 。这是毛泽东批注最多的哲学著作 ,足见他对这部书的重视 。对《社会学大纲》 ,毛泽东同样爱不释

手 ,读了 10多遍 ,并作了 3 500字左右的批注。1938年 2月 1日 ,毛泽东的“读书日记”开头这样写道:

“20年没有写过日记了 ,今天起再来开始 ,为了督促自己研究一点学问 。看李达的《社会学大纲》 , 1月

17日至昨天看完第一篇`唯物辩证法' ,从 1—385页 。今天开始看第二篇`当作科学看的历史唯物论' ,

387—416页 。”这以后 ,毛泽东逐日记了读本书的进度 ,3月 16日记:“本书完 。”
[ 7]
(第 279-282 页)第二 ,以

李达哲学思想和哲学译著为主要材料 ,潜心钻研哲学问题 ,形成毛泽东哲学思想 。毛泽东在读《社会学

大纲》和《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时写下大量批注 ,有对原著扼要而精辟的概述 ,有对原著阐明的赞同评语 ,

也有对原著观点的批评 、引申 ,特别是有许多联系中国实际所作的发挥。如阅读了教科书上关于外的矛

盾和内的矛盾 ,即后来他在《矛盾论》中表述为外因和内因关系的原理后 ,毛泽东用以总结第二次国内革

命战争的教训 ,在《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第 3版)上的批注中说 ,五次反“围剿”失败 ,敌人的强大是原因 ,

但当时的军事冒险政策是主要原因 ,机会主义是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 。外的力量需通过内的规律性(机

会主义等)才能曲折间接地发生影响 。中央苏区 、鄂豫皖苏区被破坏 ,主要是内的原因
[ 7]
(第 108 页)。大

致可以判断 ,毛泽东写作《矛盾论》 、《实践论》的主要思想渊源 ,就是《社会学大纲》和《辩证法唯物论教

程》 。第三 ,利用李达的两本书加强党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 ,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毛泽东

曾向延安新哲学学会和中国抗日军政大学的同志推荐《社会学大纲》 ,强调说这是本好书 ,在 10年内战

时期能有这样一本书问世是非常难得的 。在一次小型干部会议上 ,毛泽东说:“李达同志给我寄了一本

《社会学大纲》 ,我已经看了 10遍。我写信让他再寄十本来 ,你们也可以看看。”[ 8]
(第 1 版)在延安整风

时 ,毛泽东在要求党的高级干部学习理论著作时 ,把“李译《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第六章`唯物辩证法与形

式论理学' ”指定为六种必读材料之一
[ 2]
(第 18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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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哲学思想上的心有灵犀加深了李达和毛泽东之间的友情 ,促成了两者之间的历史性会面

毛泽东和李达虽久未谋面 ,但缘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志同道合 ,他们的心比以往贴得更紧了。从 30

年代开始 ,毛泽东曾先后三次问候或邀请李达。第一次是1936年8月14日 ,即毛泽东得到《辩证法唯物论

教程》后不久 ,他致信早年的好友 、闻名一时的“文化书社”经理易礼容 ,信中说:“李鹤鸣 、王会悟夫妇与兄

尚有联系否? 我读了李之译著 ,甚表同情 ,有便乞为致意 ,能建立友谊通信联系更好。”
[ 2]
(第 47 页)这里所说

的“李之译著” ,就是《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当时 ,李达在北京 ,自然不可能知道毛泽东的来信。稍后 ,毛泽

东在致著名教育家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副主席蔡元培的信中再一次问候李达。第二次是 1939年 4月 ,正

在重庆讲学的李达收到毛泽东的来信 ,毛泽东称赞李达是一个“真正的人” ,欢迎他到延安去 。中共南方局

书记周恩来派李达的学生吕振羽去看望他并问他是否愿意去延安工作 ,李达表示愿意前往 ,但由于多种原

因未能成行[ 9]
(第 4期)。第三次是 1948年春 ,毛泽东连续三次电示华南局护送李达来解放区 ,并通过党的

“地下交通”给李达带信说:“吾兄系本公司的发起人之一 ,现公司生意兴隆 ,望速前来参与经营。”[ 1] 长期过

着难民般生活的李达 ,接到毛泽东的这封措辞极为巧妙的信后 ,心中感慨万千 ,但因重病缠身未能立即成

行。1949年 5月14日 ,李达抵达北平 ,18日即前往香山同毛泽东会面。毛泽东对李达说:你早年传播马列

主义 ,是起了积极作用的;大革命失败后到今天的 20多年里 ,你在国民党统治区教书 ,一直坚持马列主义

的理论阵地 ,写过些书 ,是有益的 ,人民不会轻易忘记的
[ 10]

(理论版)。这次会面对李达继续马克思主义哲学

研究 、教学工作产生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为了解除李达早年脱党的心病 ,不久 ,毛泽东和刘少奇 、李维汉等

作历史证明人 ,刘少奇做介绍人 ,党中央批准李达重新入党。

三

从 1949年至 1966年 ,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通俗宣传的重要时期 ,也是李达与毛泽东哲学交往

的第三个阶段。其特点是:一是李达与毛泽东交往很密切 ,多次谋面和通信 ,探讨哲学问题;二是他们哲

学交往的内容 ,主要是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知识和毛泽东哲学思想问题;三是两人的哲学交往 ,基

本上以毛泽东为主导 ,李达处于配合的地位;四是二者之间的哲学观点 ,理论原则上一致 ,但在具体问题

和个别观点上出现分歧甚至冲突 ,从而导致两人之间的关系呈现出总体上和谐 、偶有激烈争论的态势。

(一)50年代前期 ,李达不遗余力地宣传毛泽东哲学思想 ,在通俗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做出了

重大贡献

建国后 ,李达除担负教育行政工作的同时 ,以主要精力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

究和宣传工作 ,向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年一代普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常识 ,重塑中国人

的哲学观 。1950年和 1952年 ,毛泽东的哲学巨著《实践论》和《矛盾论》先后重新发表 ,李达立即投身

“两论”的解说工作 ,这对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意义很大 。李达的“两论”解说有三个特点:第一 , “解说”

是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完成的。为了解说得更准确 ,李达每写完一部分 ,就寄给毛泽东审阅修改 。毛泽东

收到后 ,总是立即认真审读并亲笔修改 ,例如他对《〈实践论〉解说》稿第二部分提出的有关中国人民对列

强作排外主义的自发斗争的论述 ,有关孙中山当年所倡导的民族主义完全以清政府为对象 ,从未提起过

反帝国主义的论述 ,有关唯物论的“唯理论”是今日教条主义的来源 ,唯物论的“经验论”是今日经验主义

的来源的论述 ,均作了重要修改[ 2](第 408 页)。第二 , “解说”不拘泥于毛泽东个别词句 ,个别观点 ,而力

求比较全面 、准确地阐述毛泽东思想。例如毛泽东原来在《实践论》中写道: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的认

识 , “第一阶段是表面的感性认识的阶段 ,表现在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等笼统的排外主义的斗争上”。

李达在解说这一段话时 ,没有拘泥于毛泽东把太平天国革命列入排外主义的判断 ,而是采取了实事求是

的态度 ,只把义和团运动算作排外主义 。毛泽东在修改李达的《解说》时 ,肯定了他不把太平天国运动列

入排外主义的观点 ,他在给李达复信时 ,特别注明:“实践论中将太平天国放在排外主义一起说不妥 ,出

选集时拟加修改 ,此处暂仍照原。”[ 2](第 407-408页)第三 , “解说”注重通俗易懂。李达特别注意运用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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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 ,既准确又通俗地解说《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基本观点 。对此 ,毛泽东给予高度

评价 ,毛泽东致信李达说:“《解说》极好 ,对于用通俗的言语宣传唯物论有很大的作用 。 ……关于辩证唯

物论的通俗宣传 ,过去做得太少 ,而这是广大工作干部和青年学生的迫切需要 ,希望你多写些文章。”[ 2]

(第 407 页)后来 ,毛泽东再次就通俗宣传哲学问题对李达提出希望说:“你的文章通俗易懂 ,这是很好的。

在再写文章时 ,建议对一些哲学的基本概念 ,利用适当的场合 ,加以说明 ,使一般干部能够看懂 。要利用

这个机会 ,使成百万的不懂哲学的党内外干部懂得一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 2]
(第 487 页)毛泽东的这些

话 ,既是对李达通俗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杰出贡献的赞赏 ,同时又是对李达的热切期望。这充分说明李

达在通俗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二)50年代中后期 ,李达与毛泽东的哲学交往到达最高潮 ,同时在具体问题和个别观点上出现分

歧甚至冲突

50年代中后期 ,随着频繁的哲学交往 ,李达与毛泽东的关系几乎到了无所不谈的地步。同时 ,随着

国家政治生活的变化 ,李达与毛泽东逐渐在一些哲学观点上出现分歧 ,由此在一定程度上拉开了两人之

间的距离 。第一 ,李达与毛泽东的哲学交往日益密切 ,几乎到了无话不谈的地步 。毛泽东只要到武汉必

与李达见面 ,探讨哲学问题。他曾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李达要见我 ,谁也不能挡驾 。李达与毛泽东见

面历来指名道姓 ,“润之” 、“鹤鸣兄”对称 ,异常亲密 。1956年初夏 ,李达在同毛泽东见面时想改口称“主

席” ,被毛泽东制止。谈话中 ,毛泽东说:“你是黑旋风李逵 。你比他还厉害。他只有两板斧 ,你有三板

斧。你既有李逵的大忠 、大义 、大勇 ,还比他多一个大智。你从五四时期 ,直到全国解放 ,都是理论界的

`黑旋风' ,胡适 、梁启超 、张东荪 、江亢虎这些`大人物' 都挨过你的`板斧' ,你在理论界跟鲁迅是一样

的。”
[ 11]

(第 70 页)第二 ,李达与毛泽东哲学交往中出现一些碰撞。在共同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

的过程中 ,毛泽东和李达密切配合 、默契尽然 ,世人皆知。然而 ,在他们愉快的合作中 ,也有“不愉快”的

时候。1958年夏 ,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 ,不少地方提出了违反哲学常识的口号 ,其中最著名的

恐怕要算“人有多大胆 ,地有多高产”了 。对于这个口号 ,毛泽东是赞同的至少是默认的 ,而李达则有不

同看法 。9月份 ,李达当面向毛泽东质问这一口号的科学性 ,毛泽东说:“这个口号同一切事物一样也有

两重性。一重性不好理解 ,`人有多大胆 ,地有多高产' ,是讲人有主观能动性 。”李达又问:“主观能动性

是不是无限大?”但毛泽东毫不让步地说:“在一定条件下无限大 !” [ 12]
(第 72 页)。这次争论由经济建设

中的具体问题引起 ,涉及到哲学问题 ,李达把它概括为主观与客观 、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 ,并认为在这

个问题上毛泽东违背了他在《实践论》和《矛盾论》等著作中所表达的哲学思想。在这样重大的问题上出

现分歧 ,对双方的关系产生了消极影响 。第三 ,李达反对顶峰论。从 1957年反右扩大化后 ,特别是

1958年“大跃进”后 ,随着个人崇拜的发展 ,在康生 、林彪的影响下 ,把对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的学习逐

渐误入歧途 ,将毛泽东思想说成是马列主义发展的“顶峰” ,从而在全党全国掀起了“活学活用”毛泽东思

想的热潮 。无论是“顶峰论”还是在其指导下产生的“活学活用”热潮 ,实质上是将毛泽东思想庸俗化。

李达不赞成把一个新的用词 、一个新的语句统统说成是“发展” ,不赞成把马列主义已经讲得很透辟了的

东西也说成是毛泽东“第一次提出”的东西。他说:讲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要讲得很科学 ,不要硬

讲成到处都是发展;到处都是发展 ,结果真正的发展反而淹没了;我们的书是中国人写的 ,讲这个问题更

要注意 ,要站得住脚 ,否则外国人会问我们:你们就是这么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呀[ 12]
(第 72 页)! 毛泽东与

李达出现这样的分歧 ,一个重要原因恐怕就是:毛泽东主要是一个政治家 ,在他那里 ,哲学是要为政治服

务的;而李达是一个理论哲学家 ,在他那里 ,哲学为政治服务必须坚持科学性原则。

(三)60年代初 ,毛泽东希望李达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系统研究 ,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

义哲学教科书

经过 3年自然灾害的惨痛教训 ,毛泽东在哲学问题上也有所清醒 ,产生要求编写新的马克思主义哲

学教科书的想法 ,他把这个重任交给了李达。尽管毛泽东与李达之间在哲学上出现某些分歧 ,但总体上

不影响他们的哲学观的一致性 ,毛泽东对李达是信任的 。第一 ,毛泽东希望李达将《社会学大纲》整理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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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1961年夏 ,毛泽东在庐山约见李达 ,在谈话中 ,毛泽东对李达的身体情况和研究工作一一询问 ,无

微不至。李达也趁便向毛泽东当面请教一些理论上的问题 ,比如 ,形式逻辑的推理问题。李达原来主张

形式的正确和内容的真实必须完全一致 。毛泽东则认为 ,形式逻辑只管形式 ,如果从错误的前提 ,推出

错误的结论 ,在形式上也可以是正确的 。李达当即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 ,改变了自己的观点 。谈话中 ,

毛泽东又一次提到李达在 10年内战时期写的《社会学大纲》时说:那本书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列

主义哲学教科书 ,当时起了很大的作用 ,现在也还有意义 ,应该修改一下重新出版 ,并建议在武大哲学系

找几个得力助手 ,在李达的指导下工作 。这恐怕是毛泽东交给李达的最后一个重要任务 ,李达接受了这

个重任
[ 12]

(第 72 页)。第二 ,李达全力编纂《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上半部 ,即《唯物辩证法大纲》 。尽管

毛泽东对《社会学大纲》作了很高的评价 ,但李达认为这本书毕竟是 20多年前写的 ,没有概括新的历史

经验和哲学研究成果 ,没有反映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 ,没有批判当代的错误思潮 ,没有反映

现代科学的重大成果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 ,仅仅对这部旧著作做些修改还不能适应当前的需要 。因

此 ,他毅然决定重新写一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科书。在此后 4年多的时间里 ,李达全身

心地扑在这本书上 ,差不多忘掉了一切。1965年下半年 , 《唯物辩证法大纲》脱稿 。李达立即用 4号铅

字印了少量稿本 ,并以极其兴奋的心情把稿本送毛泽东 。毛泽东对《唯物辩证法大纲》高度重视 ,仔细阅

读全书 ,并写下重要批语
[ 7]
(第 505-507 页)。该书的特点:一是系统性强 ,即系统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哲

学的产生 、发展的历史 ,以及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二是吸取了新的科学成果;三是概括了最新的历

史经验;四是反映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 。这标志着当时辩证唯物主义研究在中国所能达

到的最高水平。第三 ,李达未能完成《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下半部 ,即《历史唯物论》的编纂工作。《唯

物辩证法大纲》只是李达计划写作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的上半部分 ,它的下半部分是《历史唯物

论》 。他在完成《唯物辩证法大纲》之后 ,就投入到《历史唯物论》的编写工作之中[ 12]
(第 74 页)。然而 ,

“文化大革命”浩劫使李达无法完成这一工作。1966年 6 月 ,李达竟然被诬陷为武汉大学“三家村头

目” 、“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代表” 、“叛徒” 、“地主分子”等种种罪名 ,很快被迫害致

死。毛泽东知道此事后 ,始终感到遗憾 。1969年 4月 28日 ,毛泽东在九届一中全会上讲述党的历史

时 ,特别回忆起李达 ,说他是党的创始人 、著名哲学家。

四

以上 ,我们对李达与毛泽东哲学交往作了一些梳理与评述 ,可以作如下综述:

第一 ,李达与毛泽东的哲学交往 ,主导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通俗宣传的历史。二者之间交往

的三个时期 ,刚好对应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通俗宣传进行的三个阶段。这不是偶然的 ,从一个侧面说

明了李达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重大贡献。其主要表现是:系统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建构

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催生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哲学思想;

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通俗宣传等。李达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具有不

可替代的作用。

第二 ,李达和毛泽东哲学交往的过程 ,实际上就是在哲学思想上相互影响 、相互促进的过程 。在这

个过程中 ,双方均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哲学思想体系 。从李达这方面来讲 ,他在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

书体系方面献出了毕生心血 ,独撰了《社会学大纲》 ,主编了《唯物辩证法大纲》 ,后一本著作是前一本著

作的继承和发展 ,而恰恰这后一本书是在毛泽东哲学思想影响下 、在毛泽东亲自指示下完成的 。从毛泽

东这方面来讲 ,他的《实践论》 、《矛盾论》吸收了李达哲学思想的丰富养料 ,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

化。所以说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 ,毛泽东哲学思想和李达哲学思想无疑是一对交相

辉映的奇葩。

第三 ,李达和毛泽东的哲学交往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非常密切的 ,也有晚年不甚密切的时候 ,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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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哲学思想总体契合 、又有差别的反映 ,也是形势发展的使然 。大致上说 ,从 20世纪 20年代初至

50年代后期 ,李达和毛泽东的哲学交往是相当密切的 ,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需要马克思

主义哲学的指导 ,在这一点上 ,李达和毛泽东达成了共识;另一方面是因为李达和毛泽东在诸如矛盾同

一性与斗争性 、对立统一规律等哲学问题上 ,都有着相当的兴趣和相同或相似的看法 ,这也拉近了两人

的距离。从 50年代后期 ,李达和毛泽东的哲学交往出现不够密切和不够协调 ,这一方面是因为毛泽东

在政治路线上产生了“左”的错误 ,而李达是反对“左”的;另一方面毛泽东在哲学上出现了违背他一贯坚

持的观点 ,而李达是不赞成的 。可见 ,由于政治上 、哲学上的不同看法 ,毛泽东与李达的关系就没有以前

那么密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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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d age , they had estrangement f rom each othe r.This w as the difference of thei r philo sophical

thinking as well as situation .In their philo sophical com munica tion , they had interacted and developed

their distinctive sy stem of the philosophical thinking .The philo sophical com munication had dominated

over the course o f M arxist Sinicization.LI Da had made great cont ributions to M arxist Sinicization .

Key words:LI Da;MAO Zedong;philo sophical communication;M arxist Sinicizat 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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