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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报》：李达与马克思主义中
达同志诞辰12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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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维武 

 

 

李达的名字，是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联系在一起的，也是与马克思主

从1919年起，在近半个世纪的岁月中，李达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阐发与

献。今年10月2日，是李达120周年诞辰。为了纪念这位中国马克思主义先

思主义中国化探索中留下的思想足迹，作一历史的追寻。 

 

 

提出“马克思学说与中国”论题 

 

李达在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活动中，就已自觉探讨马克思主义

思考如何使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中国大地上扎根生长、开花结果。

思学说与中国》一文，指出马克思学说在中国，已由介绍的时期而进到实

党人如何应用马克思学说改造中国社会，中国无产阶级应该为解决中国问题

题却尚未解决，因此必须认真地提出并讨论“马克思学说与中国”论题。

 

  对此，李达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中国无产阶级处在这样的经济的政治的情形之下，中

党乘机起来组织无产阶级，企图社会革命，在理论上在事实上并不是没有

无产阶级对于目前的政治运动，究应怎样决定，这一点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上

党筹画，若按照目前中国国情，参照马克思在一八四八年替波兰瑞士德国

以定出一个政策来。”在这里，李达提醒中国共产党人，制定解决中国问题

问题的答案，当然需要从马克思那里获得指导和启示，但马克思主义必须

能离开中国国情来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即使是《共产党宣言》也不能

直接的计划和现成的答案。中国共产党人只有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结

决中国问题的计划和答案。 

 

  在文章中，李达还思考了一个颇有远见的问题：“假使中国无产阶级



么政策？”他的回答是：“我觉得一个国家的政策，总要根据当时产业的

定，有产阶级的国家是这样，无产阶级的国家也是这样。”如对于《共产

级掌握政权后的十项措施，李达就认为，根据马克思所说，这些措施只有在最

用，而且只有最进步的各国无产阶级执政时才能采用；而在落后的中国，情

国无产阶级能够掌握政权，当然可以利用政治的权力把私的资本主义促进

么，将来采用的政策当然可以根据国家资本主义的原则来决定了”。 

 

  李达的这些论述虽然都是初步的探索，但他明确提出“马克思学说与

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个问题的高度关注和反复思考，实为探讨马克思主义中

马克思主义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 

 

探讨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的特殊性 

 

  如何认识中国国情？如何看待中国国情的特点？如何根据中国国情来

达在提出“马克思学说与中国”论题后进一步思考的重要问题，也是当时

的重大问题。20世纪20年代后期，李达在一系列著作中对这些问题予以了集中而深入的

 

  1926年，李达的《现代社会学》一书问世，书中对“中国社会问题之特性

他指出，近代中国种种社会问题，是伴随鸦片战争后资本主义在中国迅速

义发展与中国社会问题，又有自己的特殊性。“中国社会问题虽亦同为资

之理由，乃因产业之不得发展，与工业先进国因产业发展过度而发生之社

性也。”在他看来，认识和把握近代中国产业的特殊性，是认识和把握近代中

 

  1929年，李达写了《中国产业革命概观》一书，对中国产业革命问题进

大量统计资料的分析，指出中国自近代以来虽已开始产业革命，但中国产业

其原因与内容来说颇不相同。大体上说，欧洲产业革命是自力的，是因自力的充

开以及于世界；中国产业革命则是外力的，是因外力的压迫由世界而渗入

革命有其特殊性，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发展，而是半殖民地这一特殊

发展。中国社会的新生产力，不仅受到封建势力和封建制度的阻碍，而且受到

系的限制，这就使得中国产业革命和经济发展步履维艰。 

 

  李达进而指出，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中国革命，即是要打破这种经济

得中国产业革命和经济发展的新的出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是中国产业发

中国革命的两大对象。这也就是说，中国革命的发生，从经济根源上看，

结果，是在中国发展新的生产力的需要。他由此得出结论说：“要发展中

义的侵略，廓清封建势力和封建制度，树立民众的政权，发展国家资本，解

 

  从中国国情出发，李达又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与前途作了深入分析。他在

基础知识》一书中指出：“中国一面是半殖民地的民族，同时又是半封建的社

生存而实行的中国革命，一面要打倒帝国主义，一面要铲除封建遗物，前者是民族革命的性

者是民主革命的性质，其必然的归趋，必到达于社会革命，而与世界社会

就明确揭示了中国革命所包含的两重性质及其社会主义前途，指出了中国

对如何根据中国国情来进行中国革命予以了具体说明。 

 

“建立普遍与特殊之统一的理论” 

 

  20世纪30年代中期，李达的《社会学大纲》与《经济学大纲》两部巨著相



发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作。这两部书尽管都采用了教科书

克思主义理论的泛泛介绍，而是力求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说明和解答中国

学大纲》中提出“建立普遍与特殊之统一的理论”，作为阐发马克思主义

 

  在《社会学大纲》一书中，李达从哲学上对这一方法论原则作了说明：

理都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因而所谓超越时空而都妥适的矛盾解决的实

 

  在《经济学大纲》中，李达则把这一方法论原则贯穿全书始终，强调经济

史科学，认为：“历史上的各种经济形态的发展法则的特殊性，以及顺次由一

态的转变法则的特殊性，是科学的经济学所要集中其注意力的焦点。”“

各种经济形态的发生、发展及其转变的特殊法则。”对于当时中国经济学

究的状况，他提出了尖锐批评：“从来的中国的经济学，或者只是研究资

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但对于中国经济却从不曾加以研究。

经济，却把中国经济忽略了。我认为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是极大的缺点

历史上各种顺序发展的经济形态以外，还必须研究中国经济。只有这样的

的一般原理在具体的中国经济状况中所显现的特殊的姿态，特殊的特征，才能得到具体的

论，才能知道中国经济的来踪和去迹。”循此方法论原则，李达在书中对

察，特别对中国前资本主义经济及其向资本主义经济转化问题进行了专门阐发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可贵探索 

 

  新中国成立后，李达研究和阐发马克思主义的重心，转向对毛泽东哲

主义大众化作出了可贵探索。他写于20世纪50年代前期的《〈实践论〉解

说》，成为毛泽东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名篇。在两书中，李达通

论》的逐段解读，对文本的基本思想、重点和难点进行了细致讲解和清楚

 

  李达解读工作的一个特点，是重视从哲学史入手来讲解和说明文本。如

论：“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观

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即认识对生产和阶级斗争的依赖关系。”

巴哈作为马克思以前唯物论的主要代表人物，对其唯物论及其实践观进行了重

尔巴哈也把实践作为认识的基础，但由于他只把人看做是自然的人而不是社

只是抽象的自然主义的实践观，并不能真正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性。

一论断，通过哲学史的说明而具体化了，使之易于了解和把握。 

 

  李达解读工作的又一个特点，是注意引入实际事例来讲解和说明文本。

上的重大事件，有中国共产党思想史上的复杂斗争，也有新中国成立后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