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60卷　第 4期

2007 年 7 月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Wuhan University Journal(Humanity Sciences)

　Vol.60.No.4
July 2007.458 ～ 462

收稿日期:2006-12-05

河上肇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思想

张　谷
(西北政法大学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3)

[作者简介] 张　谷(1967-),男 ,陕西西安人 ,西北政法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讲师 ,主

要从事中国哲学和中日哲学文化交流与比较研究。

[摘　要] 河上肇作为日本近代的一位马克思主义者 ,与中国思想有着极其密切的双向联

系:一方面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对河上转向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在西方文化处于强

势地位的日本近代 ,他始终亲近中国传统文化 ,从儒学中汲取“求道”的精神动力 ,并以中国古

代思想为媒介来论述他的社会主义 、唯物史观和人道主义;另一方面 ,河上的马克思主义著作 ,

又成为现代中国思想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途径 ,现代中国的许多先进知识分子和革

命者 ,都借助他的著作学习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从而对现代中国的革命思想产生了广泛的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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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上肇(1879—1946)作为日本近代的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他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和近代革命思

想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一方面 ,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对河上走向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另一方面 , 河上的马克思

主义著作 ,又成为现代中国思想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途径 ,对现代中国的革命思想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一 、对马克思主义真理的追求与儒学

河上肇走向马克思主义 、最终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道路 ,是相当漫长而艰难的。用他自己的话说 ,“昭和三年

(1928 年———引者)四月 , ……才对辩证法的唯物论———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一相互关联的学问体系 , 逐

渐达到大体的理解” [ 1](第 230 页),“过了 50岁才好不容易成为彻底的唯物论者” [ 1] (第 199 页)。河上把 1905 年以《新

史观》为题 、翻译并发表采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塞利格曼的《历史的经济解释》 , 作为他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唯物史

观的起点 ,此后历经 20 多年岁月 ,才完成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理解和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 1](第 206 页)。

1943 年 ,河上肇在《自画像》中 , 总结了他“变化多端的一生中的本质的东西” 。他说:“我认为那个本质 , 在我就是追

求真理的至柔的心(杉山那篇评论 , 用《求道者河上肇》作为题目 ,也隐隐约约地看到了这点)。 ……假如出现在我面前的

东西看上去是真理 ,那末我就不问它是什么样的东西 , 毫不踌躇地立刻把它接受下来 , ……只要依然认为它是真理 ,就不

顾身家性命 ,无视毁誉荣辱 , 尽力保持谦虚之心 ,不管何种情况下 , 都无条件地且绝对地彻底地服从 、追随……” [ 1] (第

165-166 页)。河上在追求真理这个意义上 , 理解自己一生的“本质” ,并接受了他人对自己“求道者”的评价。用“求道者”

来给河上肇一生的思想历程和人格定性 ,应该是准确的。河上追求马克思主义真理的执著和勇气 ,正是他“求道”精神的

体现。正是在这种视得道为人生最高价值 ,为此可以“不顾身家性命 ,无视毁誉荣辱”的人生观的指导和鼓舞下 , 他才勇

往直前 ,直至找到“安身立命之地” , 确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河上出生并长期生活在日本山口县岩国市 , 山口县即过去的长州藩 ,这里曾出现过许多明治维新的志士(如吉田松

阴 、木户孝允 、高杉晋作 、山县有朋 、伊藤博文等), 河上肇自幼年起即受到这种儒家式的“志士仁人”气氛的熏陶 , 服膺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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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学的吉田松阴就是河上少年时期崇拜的英雄人物。河上肇在 15 岁时 ,读了德富苏峰写的《吉田松阴》一书后 , 非常兴

奋与感动。用他自己的话说:“极为感动” , “受到松阴先生不少感化” ,“在我胸底潜藏的经世家的愿望 , 不断被松阴先生

激发着……” 。在这种经世的愿望驱动下 , 河上肇决定由文科转向法科 , 这个决定影响了他一生[ 1] (第 153-154 页)。 儒

家式的“杀身成仁”的精神和经世的思想 ,通过幕末维新志士 ,在少年时代已根植于河上肇的心灵 , 形成了他的“志士”的

人生追求。后来河上肇还时常论及于此 ,如在发表于 1901 年的《愚者的天下》一文中 ,他引述了屈原 、吉田松阴和颜渊的

话 ,论说志士的道德使命 , 最后写道:“苟以志士为任者 , 勿顾虑于现世的毁誉荣辱” [ 3](第 49 页)。 可见 , 在道德观念上 ,

儒学在早年就对他有很大的影响 ,并从此伴随他的一生。

1906 年 ,河上肇在以“千山万水楼主人”的笔名发表的《社会主义评论》中写道:“古时孔丘赞扬这个大真理说:̀朝闻

道 ,夕死可矣。' 道者何也? 曰:余所谓绝对最高的真理是也。而人生的目的毕竟在于学习此大真理 ,故人若学得此大真

理 ,即已达到人生的目的 , 然后必会感到`夕死可矣' ” [ 5](第 78 页)。“道”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范畴 , 河上肇用现代语

言把孔子的“道”解释为“绝对最高的真理” ,认为它是人生应追求的最高目标。他还曾多次引用孔子“朝闻道 ,夕死可矣”

的话来表达他的这种观点。河上肇这种把求道 、得道作为人生的至高目的和境界的人生观 ,虽已赋予孔子的“道”以新的

含义 ,但基本精神与孔子一致。河上肇还多次用《大学》“在明明德 ,在亲民 , 在止于至善”的思想 ,来表达他这种“求道”乃

人生最高目的的思想 ,如在发表于 1916 年的《贫乏物语》中说:“人类生活的一切营为 ,其最终目的 , 舍道德生活的提升而

无他。按照儒教的说法 ,就是明吾人本具之明德 , 亲民而止于至善……” [ 8](第 101 页)。并引用《孟子》里的话描述得道

的境界是:“上不耻于天 ,下不耻于人 , 贫贱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 [5](第 85 页)。这种“求道”的人生观 , 可以说与其“志士”

的人生追求一脉相承。带有儒家色彩的求道精神 ,对河上肇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形成 ,发挥着一种精神支撑的作用。直到

晚年 ,河上肇依然未改其“求道者”的本色 , 拒绝了日本当局让他发表放弃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转向”声明的劝诱 ,他声

言:“如果我因不合时流便改变自己的信仰 ,为求一身安全便附和雷同无知的人们 ,那就有辱天之使命。” [ 9](第 378 页)这

里鲜明地体现出他“以身殉道”的志士气质和“不辱天命”的儒者精神。当然 ,由于社会历史的原因 , 河上肇的人生哲学 ,

同时也受到基督教的影响。

二 、社会主义与中国古代思想

人道主义与社会主义并存 ,既是河上肇迈向马克思主义的起点 ,也是河上肇式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特征。日本著名

中国学家 、河上肇终生的挚友小岛祐马曾认为 , 河上肇并没有抛却《社会主义评论》以来的人道主义。他说:“没能抛弃人

道主义 ,对博士(指河上肇———引者)来说根本不是什么值得惋惜的事。不仅如此 ,毋宁说这是非常宝贵的。这是博士之

所以为博士 ,也是我更加敬服博士之处。如果像博士心愿的那样完全成为马克思或列宁(主义)的话 ,这样做为共产主义

的一兵卒而不能有任何选择 ,这种角色无论如何也不是博士的初衷。” [ 12](第 137 页)按照小岛的理解 , 人道主义或人道

的社会主义 ,是潜藏于河上肇思想深层的因素。而河上肇的这种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 ,是与中国古代传统思想有着因缘

关系和密切关联的。

20世纪初 ,河上肇通过托尔斯泰 、汤因比、马克思等思想学的著作 ,并在与内村鉴三 、木下尚江 、田中正造的直接接触

中, 渐渐地接近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 ,开始思考 “利己”和“利他”的问题 ,并明确提出经济和道德 ,也就是“义”和“利”的

关系问题。 1905 年起 ,河上肇频繁地引用《论语》 、《孟子》 、《管子》 、《中庸》和《大学》等中国古代典籍, 以论述他关于社会主

义和唯物史观的思想 ,其中主要的论述有:《孔子的经济思想》(1905)、《社会主义评论》(1906)、《经济与道德》(1907)、《足食

足兵民信之矣》(1911)、《论经济的唯物史观》(1913)、《贫困》(1916)、《贫乏物语》(1916)和《米价问题所见》(1918)等, 河上肇

在这些论著中 ,都有对《论语》 、《孟子》 、《中庸》和《大学》的引用和阐发。他认为 ,这些思想是“以马克思为创始人的”“经济的

唯物史观”在古代东洋的思想源头[ 7](第 334-335 页)。一方面 , 河上肇肯定经济是道德的基础 ,并引《论语》 、《孟子》和《管

子》中的话进行论述 ,如他说:“古时孔子说 ,`足食 , 足兵 ,民信之矣' , 仔细思考一下 , 足食实在是政治的第一要事。足食始

能培养强大的军队而达到兵足, 这样 , 教育 、道德才能兴盛而使民信之。” [ 8] (第 33 页)“无恒产因无恒心 , 换言之 , 就是说经

济不改善 ,道德就不能进步。因此, 这是所谓经济的社会观的根本精神的一种应用。” [ 8](第 91 页)

另一方面 ,河上肇又认为道德在价值上高于经济 ,“义”高于“利” , 其思想有明显的道德至上的倾向。他说:“一些经

济学家倾向于仅仅把所谓物质文明的进步———财富的增值———作为文明的尺度 , 我则相信 , 只有尽量多的人能够`闻

道' , 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明的进步。”在他看来 ,经济只是手段 ,道德才是目的:“闻道是人生唯一的目的 , 富裕只不过具

有作为达到这一人生目的的手段的意义。” [8](第 4页)他批评当时“极端的社会主义者的道德观过于重视物质” , 有“放弃

个人的道德责任而归之于社会制度 ,忽视个人正心诚意之修养”的弊端[ 6](第 29 页)。河上肇认识到当时日本社会面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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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济与道德的冲突” ,他试图运用儒家道学关于“欲”的思想在理论上对其加以调和 , 他说:“我窃以为 , 道学所讲的无

私无欲论 ,并非要否定经济学家所谓的欲望 , 只不过是要正其欲罢了。 ……孔子曰`吾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 孔子年

至七十仍有心之所欲 ,只是 , 在他的欲望不出规矩的意义上 , 可谓完成了道德修养。 ……我作为一介经济学的书生 ,欢迎

欲望的不断增进 ,但是同时 , 我把对一切私欲的超越 ,看作人生的本务。” [ 6](第 30-31 页)在他看来 , 调和经济与道德之冲

突 ,还是要依赖于“正欲”即道德的提升。当“营利和道义发生冲突时 , 如果还有调和两者的途径 , 那就只能是弃利就

义。” [ 6](第 31页)

与这种道德主义相适应 ,河上肇的社会主义还具有“尊农”的倾向。他主张改变牺牲农业而发展工商业的状况 ,调和

“工商业与农业的冲突” 。对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接近 ,强化了他心中具有的亲农村 、反都市的情感。在河上肇当

时的农业论的代表作《日本尊农论》(1905)和《日本农政学》(1906)中 ,一方面带着国家主义的色彩 , 同时也包含着对农民

和劳动者的人道主义同情 ,进而具有与早期社会主义思想相通之处[ 11] (第 41 页)。河上肇的这种对农村 、农业 、农民的

亲近感 ,以及与此相关的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 ,一直到晚年 , 都还持续地保留着。

1945 年 9月 , 即去世前 5 个月 ,河上肇写下《小国寡民》一文 , 文中他摘引《老子》中的话 ,描述他心目中理想生活环境

和社会是:“小国寡民 ,甘其食 , 美其服 ,安其居 , 乐其俗” , 并表达出他对这种理想社会的向往:“羡慕放翁的东篱 , 但对老

子的小国寡民 ,则更觉得向往。 ……比起宏伟的宅邸 , 我更喜欢住小庵;同样地 ,比起作顽固坚持军国主义和侵略主义的

大国的一员 ,我宁愿成为这种小国寡民的一员 , 我就是这样的人 , 所以虽不知道日本的未来将会如何 ,但当此军国主义崩

溃之际 ,不能不感到特别的喜悦。” [ 2](第 433 页)应该说 ,《老子》所谓“小国寡民” ,基本上是一个以农为本的 ,封闭 、节俭

而又和平的社会 ,这一点 , 应与河上肇的亲农意识相合。但河上肇无疑对“小国寡民”作了现代性的诠释。

此时 ,正值日本战败投降 , 河上肇严厉批评“以大国众民 、富国强兵为目标 、顽固坚持军国主义和侵略主义的日本” ,

并希望日本国民对战败进行反思 ,他说:“日本人如果能借此机会领悟老子小国寡民的极其深刻的意义 ,今后会变得比从

前更幸福。本来 ,对外向其他民族实行暴力武力的国家 , 对内也常常以暴力武力压制国民(被统治阶级)。 从侵略他国获

取主要利益的 ,仅仅是少数的统治阶级 、权力阶级 ,而一般民众充其量也不过是沾到一点余惠 ,并且常常在压制性政治下

窒息 ,那绝不能说是幸福。现在 , 由于战败 ,日本迫不得已放弃了武力侵略主义 , 同时 , 国民之自由将要增长 ,值得庆幸。

如果更进一步 ,能在这两三年间 , 举国实行苏维埃的制度 ,然后能在三四年内恢复战前的生活水平 ,那末今后还是能够以

高速走上增进民众福祉的道路。” [ 2](第 432 页)这里 ,河上肇虽未对“小国寡民”进行直接阐发 ,但从他的论述中 , 可以明

显地看到 ,他是把“小国寡民”当作武力侵略主义和暴力专制政治即军国主义的对立面来理解的 ,也就是当作和平 、民主 、

自由的 、使国民能够获得幸福的苏维埃式的理想社会来理解的。在日本战败之际 , 河上肇提请国民去领悟老子“小国寡

民”的深意 , 其用意正在于 ,让日本国民从军国主义的意识形态中醒悟过来 , 去建立和平 、民主 、自由的苏维埃社会 ,从而

获得幸福。而河上肇借助《老子》中的“小国寡民”思想 ,来表达他的这种社会理想 , 也使这一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得到现代

意义上新的理解。与此相关联 ,河上肇还认为 , 《老子》中有与托尔斯泰的寓言小说《傻子伊万》所宣扬的不抵抗主义非常

相近的思想[ 5](第 188-189页)。河上肇在未放弃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晚年 , 仍然运用中国古代经典《老子》的思想和语

言 ,来表达他的社会理想 , 这不能不说是中国传统思想对其产生深刻影响的结果。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到 ,河上肇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有如下特点:

第一 ,走向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是中国传统思想 ,它成为河上肇思想文化基因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 ,以中国传统思想为媒介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

第三 ,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诠释中国传统思想。这样 ,在河上肇那里 , 中国传统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形成了互动和

融合 ,使他的马克思主义具有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

三 、河上肇与中国现代革命思想

河上肇一方面受到中国传统思想的深刻影响 , 另一方面 ,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和马克思主义思想 , 又反过来影响了

现代中国革命思想的进程。 1919 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 , 以陈独秀 、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 , 逐步接受马

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逐渐在中国传播开来 , 影响了一大批知识分子和革命者 ,马克思主义是现代中国革命思想史上的

主要思潮之一 ,而河上肇则在马克思主义向中国传播的过程中 ,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河上肇的著作 , 从 1920 年到

1965 年 ,先后有《贫乏物语》 、《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 、《经济学大纲》 、《资本论入门》等 12类 20 多种版本被译成中文在中

国出版[ 10](第 148-149 页)。这些著作 ,对中国人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 , 应该说起到了引导的作用。

1917 年 ,日本书商内山完造(1885—1959)在上海经营书店 , 并与鲁迅有亲密交往关系。他在回忆经营书店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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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说:当时上海的完山书店 , 有关社会主义 、唯物论 、唯物史观和资本论的出版物 ,销售量很大 ,不只是日本的顾客 ,中国

的顾客也非常多。特别是河上肇博士的书 ,比如《唯物史观研究》 、《社会组织和社会革命》等 , 日中两方的顾客争相抢购 ,

而《贫乏物语》则像小说一样的售出。顾客中 ,有陈独秀 、李大钊 、于树德 、李汉修(李汉俊? ———引者)等中国社会主义的

伟大先行者。完山说:“总之 ,就像河上肇博士的名字与日本的唯物论 、社会主义等词语一起留在日本人的记忆中一样 ,

或者更深地 ,河上肇博士的名字与社会主义 、唯物论等词语共同烙印在中国人的心灵。” [ 10](第 146 , 173-174 页)

事实上 , 1919 年以来 , 中国许多知识分子和革命者 , 或最早通过河上肇的著作接受马克思主义 ,或读河上肇的著作

受到影响 ,其中有些是后来对中国现代革命思想和革命实践产生影响的历史人物 ,如李大钊 、周恩来 、郭沫若 、彭湃 、毛泽

东 ,还有杜国庠 、陈启修等等 ,不仅是共产党人受河上肇影响 ,国民党人如徐苏中 , 也曾通过翻译河上肇著译《见于资本论

的唯物史观》 、《科学的社会主义与唯物史观》两文 , 介绍唯物史观 , 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 13] 。伴随着这些人物的学术

或革命活动 ,河上肇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现代革命的思想和实践中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李大钊(1889—1927)是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行者 ,他的马克思主义宣传活动在现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

上占有重要地位 ,而其接受马克思主义 , 主要是通过河上肇的著作。 1919 年 ,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

义观》一文 , 标志着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而这篇文章是在读了河上肇的《马克思社会主

义之理论体系》之后写成的 , 其中 ,第 1—6 节的大部分或一部分 ,是对河上肇文章的翻译或概括[ 10](第 177 页), 将其“转

介绍”给读者 , 第 7 节是他在初步研究了河上肇所介绍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等学说后 ,所感觉到的几点“意见” 。河上

肇于 1919 年创办个人杂志《社会问题研究》 , 发表了不少有关马克思学说的译著文章 , 开始转向马克思主义。中国思想

界亦受到他的影响 ,从 1919 年至 1922 年 ,中国报刊上发表的河上肇的文章和译文达 30 篇次之多。李大钊所读到的《马

克思社会主义之理论体系》 , 就是 1919 年在《社会问题研究》上连载的文章。

郭沫若(1892—1978)也深受河上肇著作的影响。他于 1924 年赴日 , 着手河上肇《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的翻

译。此译文曾在《艺文》杂志发表 ,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郭沫若称河上肇此书“要算是日本初期马克斯理论的最高峰” ,

“对于我自己是生了莫大的影响” ,他对书中的观点虽并非完全赞同 ,认为“大有缺陷” , 但肯定“译完此书所得的教益殊觉

不鲜” , 他说:“我从前只是茫然地对于个人资本主义怀着的憎恨 , 对于社会革命怀着的信心 , 如今更得着理性的背光 , 而

不是一味的感情作用了。这书(指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引者)的译出在我一生形成一个转换期。把我从

半眠状态里唤醒了的是它 ,把我从歧路的彷徨里引出了的是它 ,把我从死的暗影里救亡了的是它……译了这部书不仅使

我认识了资本主义之内在矛盾和它必然的历史的蝉变 , 而且使我知道了我们的先知和其后继者们是具有怎样惊人的渊

博的学识。” [ 14](第 25-29 页)应当说 ,河上肇的著作在郭沫若的思想走向成熟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另外 ,还有许多马克思主义革命知识分子如周恩来(1898—1976)、彭湃(1896—1929)、陈启修(1886—1960)等 ,也都

曾受到河上肇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

从以上几位中国现代革命思想史上重要的领导人物和先进分子与河上肇著作和思想的密切关系 ,可以窥见 ,河上肇

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和马克思主义思想 ,对现代中国的革命思想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 1960 年 , 毛泽东对访华的日本

文学代表团说:“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在日本要比中国早 。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是从日本得到的 ,通过日本的书籍我们

学习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京都帝国大学教授河上肇写的著作 , 现在仍是我们的参考书。” [ 10](第 180 页)毛泽东作

为河上肇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读者和接受其影响的中国革命领导人 , 以其亲身体会 ,对河上肇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

的重要地位和对中国现代思想的影响 ,作出了高度的评价。

河上肇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在中国有广泛的影响 , 原因是多方面的 ,如他是日本最早研究 、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

义的学者 ,而日本与中国交通往来较欧洲便利 ,因而他的书也就通过众多的中国赴日 、留日人员 , 较早传入中国。但是 ,

河上肇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所包含的中国传统思想的因素 , 它所具有的东方气质 ,应该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他思想的

这一特点 ,使其与中国的思想界之间有者某种亲和力 ,易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所接受。由此 , 可以说 ,河上肇马克思主义与

中国传统思想互动 、融合的特点及思想历程 , 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东方化以及为中国传统思想的现代转

化 ,提供了一个思想史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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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Kaw akami Hajime , as a modern Japanese M arxist , his thought had the

consanguineously mutual relationships w ith Chinese thought.On the one hand , the Chinese

t raditional thought had deeply influenced him for transforming into Marxism.He got spi ri t pow er f rom

Confucianism and discussed theory of socialism , materilism and humanism through Chinese classical

thought w hen w este rn culture w as ove rpow erling in mode rn Japan.On the o ther hand , his w orks of

Marx ism w as the main w ay from which many Chinese intellectuals revo lutionaries in contempo rary

china studied or accepted M arxism , thus his M arxist thought w as g reatly inf luenced revolut ionary

thought in contempo rary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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