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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达同志在建党时期对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贡献

宋 镜 明

李达同志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早的播火者之一
。

当年
,

在中国这块土地上
,

他同其他

共产主义先驱者一道
,

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的火种
,

促进了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
,

为我党早期

的思想理论建设
,

作出了宝贵贡献
。

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的书籍
,

是李达同志早期理论活动的
.

重要组成部分
,

也是他对我国

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一大贡献
。

李达是在日本接受马克思主义的
。

为了把马克思主义及时而系统地传播到国内来
,

一九

一八年秋至一九二 O 年夏
,

他专门翻译了包含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内容的 三 本 书
,

即

《唯物史观解说》
、

《马克思经济学说》
、

《社会间题总览》
。

这些书于一九二一年由中华书局正

式出版
。

其中《唯物史观解说》一书至一九三六年重版了十四次
。

李达在
“

译者附言
”

中说
: “

这

部书是荷兰人郭泰为荷兰劳动者作的
,

、

解释唯物史观的要 旨
,

说明社会主义必然发生的根源
,

词义浅显
,

解释周到
。 ” “

凡是要研究社会主义的人
” , “

至少非把这书读两遍不可
” 。

① 他译的

《马克思经济学说》一书
,

以后也多次再版
。

李大钊同志发起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

曾把这本

书列为重要的学习文件
。

《社会间题总览 》全书分三册
,

四 / 、 /又页
,

约二十一万字
,

这是当时

学习科学社会主义一部难得的好书
,

自一九二一年四 月印刷发行至一九三二年八月
,

共出十

一版
。

建党前后
,

李达还翻译发表了《俄国农民阶级斗争史》
、

《劳农俄国的解放制度》
、

《从科学

的社会主义到行动的社会主义》
、

《唯物史观的宗教观》
、
《列宁底妇人解放论》

、
《社会主义的

妇女观》
、

《劳动俄国的妇女解放》等著作
,

特别是发表了《德 国劳动党纲领栏外批评》 即马克

思著的《哥达纲领批判》的中译本
。

为了帮助共产主义者坚定走十月革命的道路
,

李达译述了长达三百七十七页的 《劳农俄

国研究》一书
,

全面介绍了苏维埃俄国的政治
、

经济
、

文化
、

教育以及工运
、

农运
、

妇运情况
。

此外
,

李达主持的我党第一个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

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
,

仅在一年

之内
,

就出版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书籍十五种
,

其中包括马克思全书三种
,

列宁全书五种
、

康 民尼斯特丛书四种
,

其他三种
。

当时
,

在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下
,

马克思主义被反动派诬蔑攻击为
“

洪水猛兽
” 、 “

邪端异

说
” ,

出版马克思主义的书籍被认为是非法的
,

随时都有被查抄没收的危险
。

但是李达怀着

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
,

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

奋不顾身地从事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

在党

的初创时期
,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直接被译成中文的为数不多
,

因此
,

他的不少译著和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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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出版的马列全书和康民尼斯特丛书
,

成为许多共产主义者必读的启蒙书和教科书
。

这对

于启迪革命人民学习马克思主义
,

树立共产主义的坚强信念
,

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
,

是非

常有益的
。

作为我党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启蒙思想家
,

李达同志撰写了阐述马克思主义的大量论著
。

他以唯物史观为指导
,

着重研究和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
。

李达为什么要着重致力于科学社会主义的研究和宣传呢? 这不仅因为
,

科学社会主义是

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
,

它包括马克思主义的一系列根本问题
,

关系着无产阶级革命事

业的成败
。

而且
,

也是由于斗争的需要
。

五四运动前后
,

近代新思潮传入中国的
,

除了科学

社会主义之外
,

还混杂着空想社会主义
、

基尔特社会主义
、

国家社会主义
、

无政府主义
、

修

正主义
、

新村主义
、

泛劳动主义
、

工读主义及合作主义
,

等等
,

都是打着
“

社会主义
”

的旗

号
,

纷至沓来
。

特别是一九二 O 年冬至一九二一年初
,

研究系分子梁启超
、

张东荪之流
,

追

随罗素大肆鼓吹基尔特社会主义
。

他们诬蔑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的国情
,

断言中国将来只

能走基尔特社会主义的道路
,

企图以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代替科学社会主义
。

我国思想界这

种错综复杂的形势
,

要求共产主义者对科学社会主义及时作出正确的解释
,

以便澄清是非
.

使我国革命沿着马克思主义的轨道前进
。

李达刚刚踏入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行列
,

就抱着极大的热情
,

在 国内报刊

上发表《什么叫社会主义 ? 》《社会主义的目的》等文章
,

用他当时所理解的科学社会主义原理
,

简要说明社会主义的内涵和目的
,

力图划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以及无政府主义的界限
,

指

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

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是不相同的
。

并对那种张冠李戴的假社会主

义作了初步批判
。

那末
,

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 ? 中国要不要走社会主义道路 ? 这是马克思主义者与反马

克思主义者关于社会主义间题的论战的基本问题
,

也是革命人民迫切希望解决的重要问题
。

对这些间题
,

李达在 《马克思还原》
、

《劳动者与社会主义》
、
《社会革命底商榷》

、

《讨论社会

主义并质梁任公》
、

《马克思派社会主义》
、

《社会主义与江亢虎》等文 中
,

作了明确肯定的回答
。

李达根据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共产党宣言》和《哥达纲领批判》中的有关原理
,

对什么是

社会主义作了解释
。

他说
: “

社会主义主张推倒资本主义
,

废止财产私有
,

把一切工广一切机

器一切原料都归劳动者手中管理
,

由劳动者 自由组织联合会
,

共同制造货物
。 ”

②
“

社会主义

的分配制度
,

以 自由平等为根据
” ,

③实行
“

各尽所能
,

按劳分配
”

的原则
。

这就表明社会主义

的基本特征就是要消灭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
,

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
; 要否定几千年来

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
“

劳者不获
,

获者不劳
”

的人剥削人的分配制度
。

李达考察社会主义时
,

不仅把它看作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合理的社会制度
,

而且把它

首先看作是无产阶级为了实现美好的社会制度而奋斗的现实的运动
。

指出
: “

社会主义运动
,

就是用种种的手段方法实现社会主义社会
。 ”

④

为了识别真假社会主义
,

李达还把科学社会主义看作是无产阶级一个十分完备而严整的

思想理论体系
。

他在概述这一理论时
,

曾把
“

马克思所述社会革命的原理
、

手段
、

方法及其

理想中的社会
”

归纳为如下七条
:

“

一
、

一切生产关系财产关系
,

是社会制度的基础
; 一切社会宗教

、

哲学
、

法律
、

政治等

组织
,

均依这经济的基础而定
。



二
、

社会的物质的生产力
,

发展至于一定程度时
,

就与现社会中活动而来的生产关系财

产关系发生冲突
。

资本家利用收集生产物的剩余价值
,

坐致巨富
,

劳动者仅赖工钱以谋生
。

富者愈富
,

贫者愈贫
,

遂划分社会为有产者无产者两大阶级
。

三
、

人类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

资本制度发展到了一定阶段
,

大多数的无产阶级就

与少数的有产阶级互相对峙起来
。

劳动者发生阶级的心理与阶级的自觉
,

互相联合组成一大

阶级
,

与有产阶级为猛烈的争斗
。 ·

四
、

资本主义跋息
,

渐带国际的倾向
,

而无产阶级的作战
,

亦趋于国际的团结
。

于是全

世界一切掠夺
,

压迫
,

阶级制度
,

阶级斗争
,

若不完全歼灭
,

全世界被压迫被掠夺的无产阶

级
,

不能从施压迫施掠夺的有产阶级完全解放
。

五
、

无产阶级的革命
,

在颠覆有产阶级的权势
;
建立劳动者的国家

,

实 行无产阶级专

政
。

六
、

无产阶级借政治的优越权
,

施强迫手段夺取资本阶级一切资本
,

将一切生产工具
,

集中到劳动者的国家手里
,

用最大的加速度
,

发展全生产力
。

七
、

国家是一阶级压迫他一阶级的机关
,

若无产阶级专政
,

完全管理社会经济事业
,

把

生产工具变为国家公产以后
,

则劳动阶级的利益
,

成为社会全体的利益
,

就没有奴隶制度
,

没有阶级差别
,

生产力完全发达
,

人人皆得自由发展
。

国家这种东西自然消灭
,

自由的社会

自然实现了
。 ”

⑤

以上七条
,

比较完整
、

准确地概括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

经济基础与上

层建筑
、

阶级与国家
、

无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原理
。

所以
,

李达把它当作
“

是

马克思社会主义的概观
” ,

并得出结论说
: “

马克思社会主义的性质
,

是革命的
,

是非妥协的
,

是国际的
,

是主张劳动专政的
” , “

马克思社会主义是科学的
”

⑥
。

他还着重指出
: “

马克思提倡

社会主义
,

首先根据他的唯物史观学说
,

说明社会革命的发生及其经过
, 根据他的剩余价值

学说
,

说明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崩坏
;
根据他的阶级斗争学说

,

说明无产阶级推倒资产阶级

的方法及其手段
。 ”

⑦他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这些精辟概括
,

给追求革命的人们
,

提供了辨别真

假社会主义的客观标准
。

李达以科学社会主义原理为指南
,

对形形色色的假社会主义
,

进行了无情揭露和批判
。

他

愤怒地谴责梁启超
、

张东荪一类
“

走狗学者
” ,

指出他们
“

是社会主义的障碍
,

是我们的敌人
。 ”

⑧

他以梁启超的 《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 “

这一篇代表的文 字
”

为
“

最有力的论敌
”

⑨
,

发表了《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的战斗檄文
,

向研究系的整个反动理论体系发动
“

全面反

击
” 。

他批判了所谓
“

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的国情
” ,

中国
“

无劳动阶级
” ,

不能提倡社会主义

的谬论
; 驳斥了所谓 中国唯一的出路只能是

“

奖励
”

资本家
“

开发实业
” ,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谰

言
;
揭露了所谓

“

矫正资本家
” , “

务取劳资协调
”

的改 良主义本质
; 论证了世界朝着社会主义

方 向发展的历史趋势
。

他着重指出
:

在
“

万国竟争
”

的中国
,

企图依靠发展资本主义来竞存于

世界
, “

不免是空想
。 ” “

在今 日而言开发实业
,

最好莫如采用社会主义
。 ”

L
“

将来社会的经济组

织必归着于社会主义
。 ”

@ 这就抓住了社会主义论战中的实质间题
,

从根本上驳倒了假社会主

义
。

在人们被五花八门的
“

社会主义
”

思潮弄得眼花缭乱
,

真假莫辨的情况下
,

在反对研究系

贩卖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斗争 中
,

李达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代表
,

以主将的姿态参加了社会主

义问题的论战
。

他关于社会主义的论述
,

以及对假社会主义的深刻批判
,

对于揭露伪社会主

义者的欺骗
,

帮助革命知识分子掌握科学社会主义的真义
,

划清真假社会主义的界限
,

是有



重大历史作用的
。

李达同志在传播科学社会主义的过程中
,

着力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革命的原理
。

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
。

无产阶级要翻身求解放
,

就必须起来革命
。

那末
,

什么叫做社会

革命? 社会革命的根源
、

目的
、

步骤
、

手段是什么? 这是当时革命青年迫切希望回答的问题
,

也是马克思主义与改 良主义
、

修正主义斗争的重要问题
。

李达在《社会革命底商榷》
、

《马克思

学说与中国》
、

《马克思还原》等论著中
,

明确地表示了自己的真知灼见
。

李达指出
: “

马克思所说的社会革命
,

就是使社会的组织完全解体的意思
”

L
。

即破坏和清

除旧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
,

建立和发展新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
,

实现由一种新的更高级

的社会形态代替另一种社会形态的变革
。

他又指出
: “

社会革命就是为实现社会主义而行的革

命
。 ”

L 即无产阶级起来推翻资本主义统治
,

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

实现社会主义
。

社会革命最深刻的根源在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

李达依据马克思的唯物史观

写道
: “

社会革命不是在哲学中探求而得的
,

乃是发生于现社会的经济状态之变动
。 ” L 任何社

会形态的变更
,

都是由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结果
。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
, “

是 由生产力和财产

关系的冲突
,

遂变成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冲突
。

无产阶级为 自谋生存起见
,

就发生了阶级

的觉悟 ; 由阶级的觉悟演出阶级的斗争
, ”

L 因而爆发了无产阶级革命
。

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是推翻资本主义
,

实现共产主义
,

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共产党

宣言》中提出的著名原理
。

据此
,

李达指出
:

无产阶级
“

社会革命底 目的
,

在推倒有阶级有特

权的旧社会
,

组织无阶级无特权的新社会
。 ”
L 根据马克思的学说

,

李达认为无产 阶 级 社 会

革命的步骤
,

可分为三个时期
。 “

第一是准备时期
。 ” “

第二是夺取政权时期
。 ” “

第三是发展产业

时期
。 ” “

这三个时期是社会革命必经的历程
” 。

L他强调指出
: “

社会革命乃是由无产阶级实行

政治革命夺取政权来实现的
。 ”

L这就在实际上宣传了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这一马克思

主义观点
。

李达着重论述了实现社会革命的根本手段
,

明确指出
:

要达到社会革命的 目的
, “

概括

的说起来
,

就是厉行非妥协的阶级斗争
。 ”

L为了揭露资产阶级改 良主义与第二国际修正主义

的欺骗性和反动性
,

他分析比较了议会政策
、

工会运动和直接行动三种不同的具体手段
,

认

为
:

议会政策在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下
, “

难以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
。 ”

L
“

无产阶级的议员要

想在议会中成立一种除去自己阶级痛苦的法案
,

是断然办不到的
。 ”

妙 工会运动也
“

不能算作

社会运动唯一的手段
” L ,

只有
“

直接行动
” ,

才
“

可以称为社会革命的唯一手段
。 ”

L所谓直接行

动
, “

就是最普遍最猛烈最有效力的一种非妥协的阶级斗争手段
。 ”

@ 他强调指出
: “

劳农主义

的直接行动
,

主张联合大多数的无产阶级
,

增加作战的势力
,

为突发的猛烈的普遍的群众运

动
,

夺取国家的权力
,

使无产阶级跑上支配阶级的地位
,

就用政治的优越权
,

从资本阶级夺

取一切资本
,

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到无产阶级的国家手里
,

用大速度增加全部生产力
”

L
。

通

过上述三种手段的分析比较
,

他得出结论
, “

要采用劳农主义的直接行动
,

达到社会革命的目

的
。 ”

风

对研究系分子鼓吹的
“

温情主义
”

政策
,

李达作了深刻有力的批判
,

指出这种主张是彻头

彻尾的改良主义
,

只是
“

略略缓和社会问题
,

并不是想根本的解决社会问题的
。 ”

L 他 说
: “

劝

诱
”

资本家
“

宽待劳动者
” ,

无非是
“

使劳动者安于奴隶状态而不思反抗
。 ” L

李达还坚决揭露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
,

深刻指出
, “

马克思的社会主



义经过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蹂瞒
,

精彩完全丧失
,

由国际主义堕落到国家主义
,

由社会主义堕

落到自由主义
,

由革命主义堕落到改良主义
,

由阶级斗争堕落到阶级调和
,

由直接行动堕落

到议会主义
。 ”

L

李达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论的正确论证
,

以及对改 良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有力批

判
,

极大地帮助当时的共产主义者提高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
,

划清了革命与改 良以及马克

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界限
,

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

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之点
,

李达同志非常重视对无产阶级专政 思 想 的 阐

述
。

马克思主义的敌人反对马克思主义
,

都无不集中攻击和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

中国的无政

府主义者黄凌霜
、

区声白等人
,

也是如此
。

他们大肆宣扬个人的
“

绝对 自由
” ,
高唱

“

废除一

切强权
” 、 “

废除一切政治
” ,

攻击十月革命是
“

抹杀个人
” 、 “

滥用强权
” , “

独裁专制
” ,

极力反

对无产阶级专政
。

为了批判这种反动思潮
,

李达写了《无政府主义之解剖》
、

《马克思还原》和

《马克思派社会主义》等文
。

他指出
:

各派无政府主义都
“

否认一切政府
,

一切国家
,

一切权

力
” ,

L
“

只有个人主义
”

L才是构成无政府主义反动世界观的基础
。

他还指出
, “

无政府共产社

会
”

是
“

空中楼阁
”

@
,

不要中央集权是
“

蔑视时间空间的空想
。 ”

L
“

绝对自由
” 、 “

绝对平等
”

是根

本不会有的
。

通过这样系统而又击 中要害的批判
,

从而剥夺了中国无政府主义的思想理论武

装
。

李达在批判无政府主义的斗争中
,

进一步阐发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
。

首先
,

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
。

他援引马克思
、

恩格斯和列宁的观点
,

指出
: “

国家是阶级支配的一个机关
,

是一阶级压

迫他阶级… …的机关 ” 。

国家并不是从来就有的
, “

国家是一定发展阶段之中的社会的一个产

物
,

是阶级的冲突和经济的利益不能和协的一个证据
。 ” L据此

,

他批驳了所谓
“

一切国家都

是祸害
”

的谬误
,

指出必须区别两种性质根本不同的国家
。

他认为
,

说资产阶级国家是特权阶

级的国家是可以的
,

若说无产阶级国家也是特权阶级的国家那就不对了
。 “

若嫌特权阶级的国

家不好
,

只好把特权阶级打倒建设无特权阶级的国家就好了
” , “

若说一切国家都是特权阶级

的国家
,

就不免是独断了
。 ”

L

第二
,

论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

李达引证了马克思在 《法兰西内战》 一书中的一段话
: “

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

国家机器
,

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 ”

L说明无产阶级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就必须打碎资产

阶级的国家机器
,

建立无产阶级 自己的革命专政
。

他又引证马克思在 《哥达纲领批判》一书中

的名言
: “

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
,

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
。

同

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
,

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 的 革命 专

政
。 ” L据此

,

他明确提出
: “

资本阶级的独裁只能变为劳动阶级的独裁政治
。 ”

@ 即资产阶级专

政只能为无产阶级专政所代替
。

第三
,

阐明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
、

职能和形式
。

无产阶级专政与前此一切类型的国家有着本质的不同
。

他指出
: “

劳动者专政的本质
,

即

是一阶级对于他阶级而行的革命的强有力的国家
。

换句话说
,

所谓劳动专政就是劳动者的国

家
。 ” “

资本阶级的国家是资本阶级专政
,

劳动阶级的国家是劳动阶级专政
。 ”

函



他认为无产阶级专政至少有三种职能 , 一是
“

要对付反对共产主义的人
” 、 “

要对抗资本主

义的敌国
。 ” L二是

“

征服资本阶级
,

根本铲除资本主义的一切思想
、

风俗习惯和制度
,

确定社

会主义的根基
” , “

经过这政治的过渡时期
,

巩固新社会的基础
。 ”

L 三是
“

用最大的加速度
,

发

展全生产力
”

⑨
。

他还认为
“

典型的劳农会共和制度
” L 即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制度是无产阶级专政适宜的政

治形式
。

第四
、

揭示了无产阶级 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的根本对立以及无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

政的辩证统一
。

他写道
: “

据列宁说一切民主主义都是对立的
,

换句话说
,

就是阶级的民主主义
。 ”

没有一

切阶级的民主
。

资产阶级民主只是对资产阶级说的
,

而对无产阶级及一切被剥削的劳动者则

是专政
。 “

资本阶级的民主主义
,

不过是资本主义专制的表现
” 。

无产阶级专政
,

也只是对资

产阶级说的
,

而对人民则是民主的
。 “

所以劳动阶级的民主主义 (即劳动专政 )要努力把资本阶

级的民主主义打破
。 ” “

资本主义虚伪的主张一切阶级的政府
,

而在事实上却是一阶级的政府

所以劳动阶级的革命也率直的组织劳动阶级的政府
,

以期实现一切阶级的民主主义
。 ” L

李达同志所述的无产阶级专政思想
,

对于清除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和避免第二国际修正主

义的侵蚀
,

纯洁共产主义者的队伍
,

使我们党一开始就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政党
,

有着积极的

意义
。

五

李达同志不仅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
,

而且也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

建党学说
。

他主编的《共产党》月刊
,

是建党时期进行党的基本知识教育的重要理论刊物
。

他撰写的

《第三国际党 (即国际共产党 ) 大会的缘起》和 《评第四国际》等文
,

是阐述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

的好文章
。

首先
,

阐明了建党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

依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
,

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只有组成独立的革命政

党
,

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
,

才能保证社会革命获得胜利和实现这一革命的最终目标—
消灭阶级

。

李达所着重论述的正是这一基本观点
。

他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时
,

明确指出
: “

无产阶级要实行革命
,

必有一个共

产党从中指导
,

方有胜利之可言
。

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之所以成功
,

与一八七一年巴黎共产

团之所以失败
,

就是因为一个有共产党任指挥而一个没有
。 ” ⑧

他论及无产阶级政党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中的重大作用时
,

又说
: “

无产阶级

革命的目标在夺取政权实行劳工专政
。

政权必须用武装方能夺到手
,

既用武装就不能不有严

密的组织
” , “

阶级争斗
,

就是战争
,

一切作战计划
,

全靠参谋部筹划出来
,

方可以操 胜 算
。

这参谋部就是共产党
。 ”

L

第四国际混淆阶级与政党的界限
,

不赞成无产阶级有独立的政党
,

对此
,

李达指出
: “ `

阶

级
’ 一

与
`

政党
’

并不是一样的东西
。 ” L

“

无产阶级革命
,

应先由有阶级觉悟的工人组织一个共产

党作指导人
。 ” “

无产阶级若没有一个共产党来领导
,

决不能从有产阶级手里
,

从那班昏迷的领

袖们手里解放出来的
。 ”

L

由上述分析
,

他得出的明确结论是
: “

共产党不仅在革命以前是重要
; 即在革命时也是重



要 , 革命之后……
,

尤其重要
。

除非到共产主义完全实现的时代
,

共产党不可一日不存在
。 ”

L

其次
,

提出了建党的原则
。

要建立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
,

必须坚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
,

这是马克思主义关

于党的学说的一个基本要点
,

也是建党所必须遵循的一项基本原则
。

李达非常重视建党的这

一根本思想
,

他强调说
: “

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柱石
,

是无产阶级的头脑 rL
。

与党的性质问题紧密相联的是党的指导思想和党的纲领问题
。

季达明确指出
: “

国际共产

党联盟 (按
:

共产国际 ) 的主 旨
,

就是实现马克思的共产主义
,

即革命的社会主义
,

由公然的

群众运动
,

断行革命
,

至于实现的手段
,

就是采用无产阶级专政
。 ”

他满怀豪情激励共产主义

者说
: “

现在代表国际社会主义的权威
,

就是这个国际共产党
。

世界的共产主义者呵 ! 我们望

着这个 目标前进呀 ! ”

L无容置疑
,

共产国际的宗旨
,

也就是我们建党的宗旨
。

这个宗旨说明

党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
,

党的纲领是用暴力革命夺取政权
,

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

最终目

标是实现共产主义
。

李达关于建党的论述
,

同当时蔡和森
、

毛泽东等同志所阐述的建党思想一样
,

完全符合

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原理
。

它不仅有着不容忽视的历史作用
,

而且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

综上所述
,

李达同志忠实于马克思主义
、

忠实于真理
,

坚决反对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
,

比

较完整
、

比较准确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
,

同许多共产主义者一起
,

开辟了马克思主

义在 中国传播的道路
。

尽管当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
,

象其他共产主义者一样
,

他也未曾正

确地解决中国的社会性质
、

革命性质以及革命步骤等问题
,

但瑕不掩瑜
,

这种难以避免的缺

点
,

决不能抹杀李达 同志在我 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中所建树的重大历史功绩
。

中国共产党

自诞生之日起
,

就是一个完全新式的
、

以共产主义为 目的的
、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 为 行 动 指

南的
、

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
。

这固然与中国特定的社会压史条件以及共产国际的帮助有关
,

但也是早期共产主义者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斗争的胜利成果
。

李达同志就是他们中的重

要一员
,

他坚决捍卫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真理
,

积极宣传共产党的纲领和主张
,

他为在 中国建

立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政党
,

作出了卓越的理论贡献
。

(一九八三年一月二十七 日定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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