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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具有历史价值
、

学术价值

和思想教育意义的传记著作

— 评《李达传记》

王永康 阳 光

宋镜明同志著的 《李达传记》 已于 1 9 8 6年 4月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

这部集中反映了
’

我国史学界
、

理论界近几年来对李达研究的最新成果的专著
,

为学术界和广大读者所瞩目
。

已有不少报刊杂志先后发表消息或书评
。

我们完全赞同中共中央顾间委员会委员曹瑛同志的

评价
: 《李达传记》的出版

, “

这是继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李达文集》之后
,

理论学术界的又一

件可喜的大事
。 ” “

它确是一部具有历史价值
、

学术价值和思想教育意义的传记著作
。 ”

((( <李达

传记 )
·

序》第 1消页 )

这部书通过对李达一生光辉业绩的记述
,

为我们指出一个人生活在世界上在不同的环境

下
,

应该怎样学习
、

怎样工作
、

怎样做人
。

这部书告诉我们要爱祖国
、

爱人民
、

爱劳动
、

爱

科学
、

爱社会主义
。

李达早期的思想历程证明
,

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
,

才能找到救国

救 民的真理
,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

李达为传播马克思主义而奋斗终身的历史
,

深刻地

展示了马克思主义必须也只能在斗争中发展的客观规律
,

并说明反对形形色色的假社会主义

和无政府主义是思想战线上的一项长期的任务
, “

忠实于真理
” 、

、

“

始终为共产主义而战
”

应是

共产党人终生信奉的最高准则
。

我们要坚持真理
、

斗争不懈
,

有
“

左
”

反
“

左
” 、

有右反右
。

李

达参加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表明
,

党的成立是历史的必然
,

党的领导地位是人民在革命实

践中选择的结果
。

李达 由参加创党— 一度脱党—
重新入党的曲折前进的过程

,

进一步说

明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有出路
。

用他自己的切身感受来说
: “

一个知识分子
,

特别是自诩为进

步的知识分子
,

如果不跟着共产党走
,

那是没有出路的
。 ”

((( 李达传记 》第 1 14 页 ) 这就充分显

示
, 《李达传记》确是一部进行爱国主义和四项基本原则教育的好教材

。

《李达传记》不仅富有思想教育意义
,

而且更具有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
,

这可从本书下列

儿个特点论证
。

第一
,

史料翔实
,

取材精当
,

文笔流畅
,

内容丰富
,

并且有些 内容从来未公诸于世
。

作

者厉尽艰辛
,

五载寒暑犷跋涉数万里
,

访问了许德琦
、

李维汉
、

沈雁冰等一百多位革命老前

辈
、

老学者
、

老教授和传主的家属
、

亲友
,

跑遍了中央和许多省
、

市及大学的档案馆
、

图书

谊
,

查阅了近百种报刊和其他文献资料 30 。余万字
,

其中有不少是第一次发掘的珍贵史料
。

作者在大量纷繁复杂的史料中
,

悉心筛选
,

巧妙剪裁
,

根据自
`

己多年潜心研究李达革命生涯

与理论著述的深切体会
,

博采众长
,

精心用笔
,

将高深精湛的理论
、

丰富的思想内容
,

用生

动
、

准确的语言
,

娓娓道来
,

丝毫不露刀刻斧凿的痕迹
,

可见作者驾驭文笔之功底
。

第二
,

具有鲜明的个性
,

充分体现了作为理论家传记的特点
。

本书抓住 李 达 是 卓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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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这一根本特点
,

着意刻划了李达的个性
。

全书八章
,

包括李达年谱几乎都

是围绕着这一根本特点而写作的
。

李达从五四时期起就坚信马克思主义真理
,

为传播马克思

主义斗争了半个世纪
,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

该书充分表现了这一斗争过程
。

作者以严肃认

真的态度
,

着重介绍了李达在探索革命真理
、

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所作的艰苦努力
。

从建党

时期翻译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
,

同形形色色的假社会主义
、

无政府主义
、

修正主义作针锋相

对的斗争
,

到大革命失败后不畏白色恐怖
,

继续宣传马克思主义
,

出版《现代社会学》
、

《社会

学大纲 》等马克思主义哲学奠基性著作以及晚年作《 <实践论 >解说》
、

《 (矛盾论 >解说 》
、

主编《唯

物辩证法大纲》等著作
,

就可以窥见李达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道路上孜孜以求
、

始终 不

懈
、

艰苦探索的光辉历程
。

作者没有满足于对李达理论生涯的一般介绍
,

而是站在更高的理

论视点
,

采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
,

概括其理论体系所体现出来的时代特色以及当时产生的社

会影响
。

《李达传记》写道
: “ 《现代社会学》一书在二十年代实开我国唯物史观和科学 社 会主

义研究之先河
。

它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哺育了追求真理的一代青年
。

这本书流传甚广
,

影响深远
。

至一九三三年共印行十四版
。

在当时的革命者中差不多
`

人手一册
, ,

成为必读之

书
。 ”

(第 ” 页 ) 弋社会学大纲 》是李达在三十年代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最重要的理论成果
” 。

(第

10 7页 )
“

毛泽东对此书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

他高兴地读了多遍
,

并作了详细眉批
,

还向延安

新哲学会和中国抗 日军政大学的同志们推荐
,

指出这是本好书
,

在十年内战时期能有这样一

部书问世是非常难得的
。

在一次小型的干部会议上
,

毛泽东说
: `

李达同志给我寄了一本《社

会学大纲》 ,

我 已经看了十遍
。

我写信让他再寄十本来
,

让你们也可 以看看
。 ’

在给李达的信中
,

毛泽东热情地称赞李达是
`

真正的人
, ,

称赞这部著作是中国人 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列主义的哲

学教科书
,

要李达把此书再寄一些到延安去
。

延安的同志得到李达这本书
,

喜出望外
,

争相

传阅
。

书少
,

大家都要看
,

总么办 ? 有的同志便把书拆开
,

大家分头拿去看
,

最后竟没有办

法将书收回
。 ”

(第 1 05 一 1 06 页 )
“

李达的《 <实践论 > 解说》和 ((( 矛盾论 )解说 》是五十年代中国哲

学界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 的 主要成果
。

它是在毛泽东的亲切关怀与指导下写成的
。 ” “

毛泽东

除了亲笔修改
,

还亲笔写信
,

高度赞扬说
: `

这个解说极好
,

对于用通俗的言语宣传唯物论有

很大的作用
。 ’ ”

(第 154 一 1 55 页 ) 以上无疑是最有权威的评价
,

突出了李达作为马克思主义理

论家的光辉形象
,

也是作者在运用史料分析研究李达理论著述时的许多独到之处
。

第三
,

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李达的教育实践和办学思想
。

李达不仅是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

论家
,

而且也是杰出的无产阶级教育家
。

他毕生从事教育事业
,

担任教学和教育行政领导工

作
,

长达 40 年之久
。

他丰富的教育实践经验和办学思想
,

是我们应当学习和继 承 的 宝 贵财

富
。

学术界有关这方面的研究还太少
,

并且多半是零碎地介绍
。

然而作者在《李达传记》中对

此作了全面系统的分析研究
,

可 以说是迄今为止的最好总结
。

本书从李达早期创办上海平民

女校
、

就任湖南 自修大学学长
、

成为著名红色教授
,

到主持湖南大学校政
、

担任武汉大学校

长都作了专门的详细论述
。

作者指出
,

李达从投身党的教育事业开始
,

就具有坚定正确的政

治方向
,

明确的办学宗旨
,

坚持为人民办教育
, “

不能为教育而教育
” ; 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教

育路线
、

方针
、

政策
,

全面提高教育质量 ; 注重思想政治教育
,

强调用马列主义理论武装头

脑
、

强调教书育人 , 注意理论联系实际
,

不断改革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
,

提倡启发式
、

少而

精
,

提倡自修 ; 倡导科学研究
,

使重点大学办成教学科研两个中心
;
尊重知识和知识扮子

,

重视人才
,

爱惜人才
,

依靠教师
,

民主办学
,

等等
。

该书都有充分的论证
。

第四
,

秉笔直书
,

实事求是
,

评价公允
。

该书对李达生平与思想及其著述的分析论证
,

役有夸大其贡献
,

也没有回避其缺点错误
。

作者在谈到李达早期的理论贡献时指出尸诚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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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斗争中
,

李达所发表的文章也有不准确
、

不精当
、

乃至错误的地

方
。

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
,

象其他共产主义者一样
,

他也未能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

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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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但是
,

这种难以避免的理论上的缺陷
,

决不能抹杀李达在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中所立下

的重大历史功绩
。 ”

(第 44 页 )该书对李达脱党的原因和脱党后继续宣传马列以及重新入党等间

题都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论证
。

作者明确指出
: “

李达脱党的原因正如他 自己所说的
: `

归纳

起来
,

小资产阶级意识过于浓厚
,

以致思想与实践脱节—
这是当年离开组织的总 原 因

。 ’ ”

“

李达脱党是他
`

生平所曾犯的
’

政治上和组织上
`

最严重的
、

最不能饶恕的大错误
` 。

但李达脱

党以后
,

仍与党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

始终不渝地为党工作
,

坚持马列主义理论的研 究 和 宣

传
。 ”

(第 71 页 )建国前夕
,

李达重新入党
, “

这是党中央对他脱党后二十余年政治表现的 最 好

结论
。 ”

(第 2 3 2页 )

第五
,

突出了李达为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而献身的革命精神
。

李达是思想理论战线

上的一位老战士
,

一直站在思想理论斗争的最前列
。

他坚持真理
,

对那些违背马列主义
、

毛

泽东思想的言行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
。

最难能可贵的是
,

从 60 年代初开始
,

李 达 就坚决

反对林彪鼓吹的
“

顶峰论
” 。

作者写道
: “

他多次对人讲
: `

顶峰? 难道不再发展了吗? !
’ `

这种

提法太绝对了 ! 是形而上学
,

是吹泡泡
,

根本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尸有人当场提醒他
: `
这

是林彪同志说的
,

中南局的决定也是这样写的
。 ’

李达却毫不在乎地回答
: `

我知道
,

我 不 同

意 !
’

他接着又滔滔不绝地讲了一番辩证法
。 `

马列主义是发展的
,

毛泽东思想是发展的
,

违反

辩证法的东西
,

不管是那个讲的
,

都不能同意 !
’ ”

(第 1 72 页 )读后令人感到正气凛然
,

一个坚

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

真正的共产党人形象跃然纸上
。

第六
,

将李达这个历史人物放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中来写
,

把人物研究与历史研究巧妙地

结合起来
。

这部书扼要地叙述了李达的青少年时代
,

以两章的篇幅叙述了他在建党前后的活

动
,

其后按历史时期着重叙述了他在理论宣传与教育战线上的活动和贡献
,

结构严谨
,

章节

编排得当
,

重点突出
。

本书章节编排与党史
、

现代革命史的分期是大体相符的
。

李达活动的

背景取材尤为精当
,

它不是一般历史的复述
,

而是从大量具体的历史材料中经过去粗取精进

行新的提练和概括
,

有的背景只用了两三句话就交待得一清二楚
。

这样写的背景 自然清晰
,

一 目了然
,

读后可以从中看出李达的理论与实践活动是同中国革命的脉搏息息相关的
。

第七
,

以记叙为主
,

史论结合 比较好
。

本书在着重记叙李达一生的同时
,

又对李达的理

论和实践活动作了恰如其份的评论
。

这种评论不是抽象概括而是夹叙夹议
,

寓论于史
,

体现

了史论结合的原则
。

读后令人可信
,

因为评论是以史实作基础为依据的 , 读后也可以使人获得

要领
,

因为它不是史料的堆积 ; 读后还可 以引人发思
,

因为从中可以领悟某些道理
;
读后可以

看到一个真理探索者所走过的漫长道路
,

因为它真实地勾勒出了李达思想发展的厉史轨迹
。

此外
,

载入本书的《李达年谱 》也是值得称道的
。

它为广大学术工作者全面系统而又深入

地研究李达的生平
、

思想和著述
,

提供了颇有学术价值的重要工具
。

综观全书
,

不难看出
, 《李达传记》用新的史料

、

新的观点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在我国传播的

历史和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历史以及我国现代思想文化发展的历史
。

就 目前所能见到的有关李

达研究的论著中
,

无疑这是一部颇具特色
、

较为完备的传记著作
,

因而受到学术界和许多读

者的欢迎
。

美中不足的是
,

本书在介绍李达的理论建树时
,

对其经济思想
、

史学思想挖掘不够深
,

缺乏系统介绍 , 对李达的生活轶事也着墨不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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