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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　坚持真理的理论勇士
⒇

——读宋镜明著《李达》

朱　传　
(武汉大学 人文科学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朱传 ( 1928-) ,男 ,山东滕州人 ,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教授 ,主要从事马克思主

义哲学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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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李达同志诞辰 110周年之际 ,喜读宋镜明教授的新著

《李达》 (为《中央一大代表丛书》之一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

版 ) ,无限感慨 ,又一次使我感受到李达校长的教诲和嘱咐。

《李达》是国内著名学者编撰的《中共一大代表丛书》之一 ,是

宋镜明同志继他的《李达传记》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6年出

版 )之后的又一部力作。 该著与前著相比 ,无论在撰写宗旨、

写作方法、逻辑框架还是史料的摘采和运用以及文字论说等

诸方面 ,均有开拓和创新之处:

第一 ,具有现时代意义的撰写宗旨。 1921年 ,中共 “一

大”召开时仅有党员 50多人 ,如今已经发展成为拥有 6000

多万党员的执政党。 在中国共产党建立后的 79年的历史过

程中 ,她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 ,历经坎坷 ,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和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因此 ,追寻研究参加中共一大的 13

位代表们的足迹和思想历程 ,从中探求人生的价值 ,寻觅历

史发展的轨迹 ,揭示社会发展的规律 ,这就不仅成为后人、特

别是历史学家研究和论说的重要课题 ;而且 ,也是当代中国

共产党人如何坚定不移地信奉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

义 ,做一个先进的、符合时代要求的共产党员所面临的十分

重要的现实课题。 因为 ,当年一同参加中共一大的 13位代

表 ,由于种种原因 ,后来走上了不同的人生之路 ,显露了他们

的历史观和价值观的分野。 其中有毕生为党的事业奋斗者 ,

有为人民的解放事业而献身者 ,有中途脱党者 ,也有背叛革

命沦为汉奸者 ,还有在理论上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阵地、积

极进行理论斗争 ,而在实践上因多种原因而跌了跟头者 ,这

真是一幕大浪淘沙的场景 ,的确表明了他们的经历既曲折又

丰富。 这一方面展现了复杂离奇的社会变迁 ,折射出剧烈动

荡的时代特点 ;另一方面 ,也展示了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和

世界观的演变和不同 ,从而为后人强化共产主义信仰、规范

共产党人的言行 ,提供了难以获得的宝贵借鉴。 这一撰写宗

旨是为一般传记著述所缺乏的。

第二 ,该著作为历史人物传记性之作 ,撰写得是十分成

功的。 它依据真实可靠的历史资料 ,对李达终生最根本的追

求及其活动的时空环境 ,实事求是地秉笔直书 ,再现了其事

其时其景 ,十分动人 ,体现出该著是一部思想性深刻、学术品

位较高的佳作。书中认为 ,李达一生“充满着为马克思主义真

理而献身的强烈感情 ,从不计较个人的名誉地位 ,只知道奋

不顾身地为党工作。”“坚持真理 ,无所畏惧 ,并具有马克思主

义的理论勇气和哲学家的胆识。”因此 ,他为了坚持马克思主

义理论原则 ,“敢于同`一党之主’ 去争论 ,而且争论得面红耳

赤” (第 280页 )。书中从李达作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党

的宣传家 ( 1919- 1922年 )和专注理论研究 ,继续宣传马克

思列宁主义 ,撰写《现代社会学》 (约为 1922- 1927年 ) ;到在

白色恐怖中坚守马克思主义阵地 ,做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翻译

家和红色教授 ,撰写出版《中国产业革命概观》、《经济学大

纲》 ( 1927- 1937年 )和在颠沛流漓的生活中办学、讲授马克

思主义学说 ,著述《社会学大纲》、《法理学大纲》等宣传马克

思主义学说 ,并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和政治斗争效应

( 1937- 1949年 );直到李达重新入党之后、晚年的学术活动

( 1949- 1966年 ) ,都作了历史的深刻阐述 ,具体地展示出李

达在任何困难危险的环境下 ,始终立场坚定 、旗帜鲜明、勤奋

研究、不断前进、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 ,与

一切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战斗到底的精神 ,从而使读者把握

到 ,李达毕生最根本的追求就是为宣传和捍卫马克思主义的

真理奋斗不息的崇高品格。

第三 ,论著对李达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我国最

早传播马克思主义先驱者之一 ,采用翔实资料 ,撰述得确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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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 ,与以往同类著述相比 ,是突出特点之一。李达同志早在

中国共产党成立前三年 ,他已开始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

究、介绍和宣传了。书中对此作了比较全面的具体阐述 ,认为

李达在历次论战中是主将 ,“他为建立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无

产阶级政党作出了杰出的理论贡献 ,为党的建立进行了思想

理论准备” (第 51页 )。 在论著第二章“播火者”中 ,开头就是

以“论战主将”为标题进行阐述的 ,明确指出五四时期在关于

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中 ,“他是主将。他一直站在

斗争的最前列 ,成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杰出代表” (第 23

页 )。 李达在积极反对基尔特社会主义论战中 ,先后发表了

《张东荪现原形》、《劳动者与社会主义》、《社会革命底商榷》

等文章 ,并阐明了《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等名著中

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 ,对此 ,书中深刻地指出 ,这场反

对基尔特社会主义论战的实质 ,“是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还

是走社会主义道路 ,是采用革命的方法还是采用改良主义的

方法来改造中国的大争论。在这场大争论中 ,李达最早参战 ,

发挥了先锋骨干作用和主力军的作用” (第 30页 )。论战的历

史事实和结果 ,完全证实了“李达在这场社会主义问题的论

战中所起的主导和核心作用” (第 31页 )。作者还认为李达对

无政府主义斗争的胜利 ,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思想界确立

了优势地位” ,“对于建立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具

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第 37页 )。

作者为进一步说明: 李达作为我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

的先驱者之一 ,他所起的先锋骨干作用和主将的地位 ,还运

用翔实的历史资料 ,系统而深刻地介绍和评述了李达 “对修

正主义思潮的批判”和对第四国际宣扬的 “左倾”思潮的批

判。书中写道 , 1920和 1921年 ,李达先后在《共产党》创刊号

和在《新青年》上发表批判第二国际和修正主义的文章。作者

认为 ,通过“这次思想批判 ,有利于提高人们对修正主义这种

冒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 ,帮助人们划清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

义的界限 ,并且表明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一开始就坚持了革

命的方向。”因此说 ,“李达在批判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捍卫马

克思主义的斗争中 ,有着不朽的历史功绩” (第 44页 )。

书中对李达在 1922年撰文批判“第四国际”的理论活动

作了全面详细的介绍和评述。说李达在《评第四际》中 ,“系统

地批判了第四国际的错误理论与策略”。并认为 ,“《评第四国

际》一文是李达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理论著作。”

“通过对第四国际`左’ 倾思潮的批判 ,使刚刚诞生的中国共

产党排除了外来干扰 ,有利于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发展。” (第

49页 )

该著中认为 ,“李达作为我国最早的系统阐述和传播马

克思主义理论的先驱者之一” ,在他的“理论活动和早期著作

中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 ,一是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

侯外庐先生称他是`一位普罗米修斯式的播火者’ (侯外庐

语 )”。“二是注意理论联系实际。把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

法论、社会发展原理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运用于中国的实

际 ,这对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来说” ,其 “困难是难以想象

的” ,但“却是难能可贵的” (第 49- 51页 )。

作者认为 ,李达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 ,不仅为

创立中国共产党作出了杰出的理论贡献 ,而且在实际活动上

也作出了大量的突出贡献。 为此 ,在该著第三章“建党前后”

中 ,详细地叙述了李达作为“中共发起组代理书记”所进行的

繁重而艰难的工作活动 ,既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宣传方

面的 ,又有组织培训革命青年和工人干部方面的工作。 李达

还亲自主编《共产党》月刊 ,作为组织活动的阵地和机关。 为

筹办召开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 ,李达和他

的夫人王会吾做了大量而细致的工作。

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后 ,李达是中央局的成员。“自担任

中央宣传主任之日起 ,便全力以赴地担负着全党的宣传领导

工作 ,并卓有成效地开辟了全党宣传工作” ,为此 ,作者在书

中着重介绍和叙述了李达的三项重要活动。 首先 ,根据中央

局的决定 ,于 1921年 9月 1日 ,李达主持建立了我党的第一

个出版机构—— 人民出版社 ,并设在李达的寓所。 其主要任

务是出版发行马列主义的理论著作。 其次 ,为适应党成立后

集中致力于工人运动和妇女解放运动任务的需要 ,李达“主

办上海平民女学” ,“平民女学是我党训练妇女干部的一个革

命摇篮” (第 73页 )。再次 ,李达一贯支持工人运动 ,“颂扬劳

工 ,宣传苏俄” ,“注意向工人阶级灌输阶级斗争意识” (第 80

页 )。 因此 ,作者写道: “大量事实表明 ,李达不仅是中国共产

党重要的创始人之一 ,而是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 (第 83

页 )。

第四 ,该著对李达作为马克思主义教育家的撰述 ,也是

资料翔实 ,梳理细缕 ,论说全面深刻 ,对李达坚持系统的马克

思主义教育和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问题 ,着墨浓艳 ,对李

达抵制和反对“左”倾的干扰 ,直书不讳 ,展示了李达对党的

教育事业忠贞不懈的斗争精神。同时 ,对李达注意科学研究 ,

重视和爱惜人才的思想和做法 ,也分别列专节作了论述。 这

也是此著的一大特色。

此外 ,该著对年过花甲的李达在宣传、阐述毛泽东哲学

思想 ,捍卫马克思主义真理 ,批判实用主义哲学 ,以及在年逾

古稀还孜孜不倦地完成毛主席交给的编写《马克思主义哲学

大纲》的任务等 ,均分别列专章进行了论述 ,读后对人教诲至

深。 特别是对李达含冤辞世时那种“旗帜鲜明、实事求是、临

危不惧、威武不屈”的大无畏精神的真实写照 ,读后更是使人

受诲至深、萌生无限敬仰之情。

总括全书而言 ,该著历史资料丰富翔实 ,梳理精细 ,重点

突出 ,有起有伏 ,既突出了传主的活动 ,又展示了传主的性格

特点和人生色彩 ,增强了该著的现实教育功能 ,是一部富有

可读性的佳作。

(责任编辑　严　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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