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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翰笙是中国现在还活着的年龄最高的知名人士，他诞生于1897年2月5日，即清光绪二

十三年正月初四。到2003年的今天，11月5日，已经106岁又9个月了。在海外的中国知名

人士中， 年龄百岁的陈立夫和张学良近年去世后，比他们略大的106岁的宋美龄，在不久

前的2003年10月24日也去世了。陈翰笙与宋美龄是同龄人，但是陈翰笙还是比宋美龄长一

个多月，准确地说，一个诞生在1897年2月5日，光绪二十三年丁酉正月初四，一个是

1897年3月23日，也是光绪二十三年丁酉二月二十一日，二者相差46天。现在陈翰笙还活
着，宋美龄已经去世了。  

  最近我写了一篇题为《陈翰笙的三个“最”三个“家”和三个“人”》的文章，发表
在《中国太平洋学报》上。在那篇文章中，我讲的陈翰笙的三个“最”中的第一个
“最”，是“他是我们国家活着的年龄最高的知名人士”。  

  在这里我想特别说明一点，开始我还只是一般地重视陈翰笙这个中国社会科学界的前

辈。我和陈翰笙的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是在1989年周谷城亲自从上海打电话来，要我接替他
担任中国太平洋历史学会会长之后。长者之命，不敢辞，我接受了，而且得到学会同仁的
赞同。我提出把这个团体的工作范围扩充，改名为“中国太平洋学会”，并提出创办《太
平洋学报》季刊。  

  这时候我考虑到陈翰笙在学术界的威望，特别是考虑到陈翰笙曾经专门到美国去，曾
同美国人拉铁摩尔合作编辑“太平洋学会”在纽约出版的《太平洋事务》季刊。这个“太

平洋学会。是1925年由美国、英国一些资本家和资产阶级学者发起成立的，有澳大利亚、
加拿大、苏联、中国、法国、印度、缅甸、日本、荷兰等国的学术团体和个人参加，学会

的总部设在纽约。陈翰笙1933年还出席了在加拿大召开的“太平洋国际学会”。我考虑到
这些，就请陈翰笙担任“中国太平洋学会”的名誉会长和《太平洋学报》编委会的名誉主
任。  

  这样我和他的关系就同以前不一样了。  

  近几年来，每年2月5日他的生日，我们太平洋学会的人都去向他祝贺，并向他汇报工

作，听取他的意见。他的话不多，可是很中肯。从去年起他家里的人对我们说，2月5日生
日那一天不用去了。因为他现在睡着的时间长，醒的时间短。不久前我听说，他身体已经
很不好了，住在协和医院。我去医院探视了。应该说他的生命快走到尽头了，躺在病床
上，气管切开，不能说话。知道我去探视，好像给我说了些什么。可是我听不到，护理着
他的外孙女婿告诉我，他见我是有说话的意思。目前他是依靠现代医学和医疗设备活着。  

  现在他顽强地活着，是有可能活过107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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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翰笙在自己九十岁的时候，完成了一本自传《四个时代的我》的写作，在1988年7
月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这本书有周谷城写的序。序中周谷城写道：“这本书不仅是传
记文学中一部很好的文学书，而且是近现代历史的一部有趣、而令人信服的参考读物。书
中的事实，无论是翰老自己组织、亲自写定的，或是别人的介绍，都真实可靠，令人信
服。”他说《四个时代的我》是近现代史的一部有趣味的而又令人信服的读物。  

  我完全同意周谷城的评价。  

  陈翰笙生活与工作的时间特别长，经历的事、接触的人物特别多，而且有许多非常重
要的人物，他都记了下来。他的记忆力真好，说明他在做这些事的时候是很用心的，否则
做不到这样。  

  我讲的陈翰笙的三个“最”中的第二个“最”是，陈翰笙是中国现在活着的最老的无
产阶级革命家。  

  1925年他在北京大学，把他引向革命之路的，是也在北京大学的李大钊。陈翰笙和他
的一个好朋友高仁山一道去找李大钊，请李大钊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见到李大钊后，李
大钊说，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我们许多同志都在国民党里工作，你们先加入国民党吧。
于是李大钊和于树德介绍他加入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  

  1926年3月18日，北京进步学生在党的领导下举行游行示威，反对执政的段祺瑞的卖
国行为。他们先是在天安门广场集会，然后到铁狮子胡同执政府门口请愿。游行队伍到段
祺瑞执政府门口时，反动政府下令开枪。当时也参加了这次游行示威的陈翰笙，后来回忆
当时的情景是，他正走近执政府，忽然听到枪声，他就立即伏下。枪声过后，他看见血溅
满地。他听到的枪声都是排枪声，计共两次。于是他急滚入停车场，看见段祺瑞的卫队退
入铁门内，任意射击。当时人群乱了。警察挥舞大刀、铁棍冲过来乱砍。陈翰笙说因为他
也在女师大兼课，认识刘和珍女士。去铁狮子胡同时还看见她也在队伍之中。当晚回家，

知道中弹丧命的有26人，刘和珍也在当天被打死的人中。后来陈翰笙写了一篇《三一八惨

案目击记》，发表在3月24日的《现代评论》上。  

  3月19日段祺瑞发出逮捕李大钊的通缉令。李大钊迁入苏联驻中国大使馆，陈翰笙经
常去看李大钊。李大钊把他介绍给苏联大使加拉罕，加拉罕又介绍给文化参赞加托诺维

奇。过了不久，要陈翰笙为第三国际做地下工作，即远东情报局工作。九年之后的1935
年，他由王明和康生在莫斯科介绍，转入中国共产党。  

  这时候，李大钊又负责选派革命青年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6年7月陈翰笙赴苏

学习，一年后回国。1927年应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陈友仁之邀，与王世杰、周鲠生一
道去武汉外交部工作，参加了收回汉口租界的事情。  

  1927年4月奉系军阀张作霖杀害了李大钊。  

  关于陈翰笙的这一个“最”老的革命家，就写到这里为止。现在参加过“三一八”游
行示威并与李大钊一起活动的老革命家已经没有了。  

  三个“最”中的第三个“最”是，陈翰笙是中国现在活着的最老的学者。1925年他是

蔡元培聘请到北京大学的青年教授之一，那时他28岁。与李大钊、胡适、钱玄同、鲁迅等

同事(钱玄同是我的同学钱三强的父亲)。同时他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和燕京大学任教。以
后因为参与政治活动的原因离开了北大。但是他一直从事学术工作，他的学术工作又是密
切结合革命实际的。陈翰笙有一个很重要的贡献：那就是在上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在莫斯
科与当时的苏联人发生了一场关于中国社会、农村性质的论战。当时虽然也有国际问题研
究者对中国社会的性质、革命的性质、任务提出过不同的看法，但都受到了抑制与批判。



当时在苏联，魏特夫、瓦尔加提出中国在资本主义之前没有封建社会，中国社会只有官僚
和劳动者之分这样的谬论。在共产国际内部，在苏联理论界，魏特夫观点占了上风。他们
认为中国共产党没有弄清中国的社会性质，因而所采取的革命方针、政策都是错误的，所

以导致了革命的失败。1928年，莫斯科出版了马季亚尔的《中国农村经济》一书，将这场

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争论引向高潮。马季亚尔是匈牙利人，1926年到过中国。陈翰笙到苏
联时，他正在国际农民运动研究所担任东方部部长。马季亚尔和瓦尔加可以说是亚细亚生
产方式论的代表人物。陈翰笙与马季亚尔在同一个研究所工作，经常见面。马季亚尔那时
正在写那本《中国农村经济》，对于刚从中国来的陈翰笙和顾淑型还是比较注意的，他们
有过几次接触。但一谈到中国农村、中国革命，观点就迥然不同，还发生过几次激烈争
论。马季亚尔认为，中国社会自原始社会解体后，既无奴隶社会，又无封建社会，而只是

一种亚细亚方式的“水利社会”。而到20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传入中国后，中国也就成了
资本主义，因此中国的农村也就是资本主义的农村。陈翰笙说，你讲的那只是农产品商业
化的问题，实际上，农产品商品化，早在中国宋代就开始了如烟草、丝、麻等，但这只是
资本，而不是工业资本，所以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社会。  

  陈翰笙又是著名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的组织者和带头人。在这个研究会中团结和培
养了许多优秀学者，其中有已经过世的孙冶方、张稼夫、千家驹、钱俊瑞、姜君辰、张锡
昌等。  

  现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方面还没有正式建立院士制度。1955年建立哲学社会科学学部

制度的时候，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学部委员有64个。1958年增补了稽文甫、吕徵等四个

人，一共68个，以后再没有增补。多年来这些人一个一个地去世了，现在活着的只剩下5
个。其中有陈翰笙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的陈翰笙、薛暮桥、骆耕漠三个人。薛暮桥

现在是一百岁(薛暮桥自己说他“受业于陈翰笙”)，骆耕漠94岁。这五个学部委员中只有
季羡林和我两人，不是陈翰笙农村经济研究会的成员。  

  我在给《太平洋学报》上所写的陈翰笙的三个“家”中，有一个“家”是社会科学

家。因此也就插在这里。陈翰笙是经济、社会、历史等许多学科的研究工作者。早在1921
年就有一本著作在上海出版。1925年在北京出版两种。1929、1930、1934年在上海、北

京又出版了七本他用中文写的著作。不知道为什么从1936年到1949年，他的著作都是用英
文写和翻译成日文而且大都在纽约出版。建国后在北京出版一本中文写的《美国垄断资

本》、两部关于印度的社会和历史的著述及《华工出国史料汇编(10辑)》。至于报刊上发

表的文章，仅1923—1927年就发表了53篇。此外，我从他的文章目录数了一下还有125
篇。  

  说的陈翰笙的“三个‘最’”主要是他活的长。第一个“最”说的就是他的寿命，第
二个第三个“最”，也都是同他的第一个“最”联系在一起的。如果不是同活着的人比，
就不是什么最老的革命家和最老的学者了。当然也有他自己的奋斗的原因。  

(摘自《炎黄春秋》2003.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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