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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达的编辑活动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段乐川 

摘 要: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达一生的编辑活动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

播密切相关。从早年创办《共产党》月刊到创建人民出版社，再到新中国建立后主编《马

克思主义哲学大纲》，李达的编辑活动熔铸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为马克思主义在中

国的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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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达（1890—1966），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也是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

驱者之一，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和经济学家。他的一生都在学习、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

义，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被毛泽东称为“理

论界的鲁迅”［1］。李达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工作又与其编辑活动息息相关，本文以李达

一生的主要编辑活动为例，阐述他对马克思主义传播所作的贡献，以求为李达研究提供一

个新的视角。  

  一、 主编《共产党》月刊，  

  开辟党的思想舆论阵地  

  李达早年曾三次留学日本，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特别是第三次赴日，抱着“只有由

人民来直接推翻反动政府，像俄国那样走革命的道路”［2］的信念，学习和钻研马克思

主义。这些开阔了李达的视野，为他日后编辑刊物、书籍，传播马克思主义奠定了坚实的

理论基础。  

  1920年夏，怀揣着“寻访同志，干社会革命”的雄心壮志，李达学成归国，一到上

海，就和陈独秀等人发起组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1920年8月，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在上海

成立，李达是8位发起人之一。  

  1920年9月，陈独秀把《新青年》改为上海共产党发起组的机关刊物，李达积极参与

《新青年》的改版工作，撰写了大量介绍马克思主义、批评非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文章，如

《马克思还原》《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马克思派社会主义》等，在当时产生了很

大的影响。但是由于《新青年》作为社会科学期刊的学术性已经定型，且面向社会公开发

行，自然被反动政府严密监控，传播马克思主义受到很大限制。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推动

和加快建党的准备工作，更直接更全面地向进步青年进行社会主义和党建教育，做好建党

的思想宣传的理论工作，李达主持并创办了半公开的大型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 

  1920年11月20日，《共产党》正式创刊，李达任主编，编辑部就设在他所住的法租界

陈独秀寓所的一个小小的亭子间。在创刊号的《短言》中，李达写道：“要想把我们的同

胞从奴隶境遇中完全救出，非由生产劳动者全体结合起来，用革命的手段打倒本国外国一

切资本阶级，跟着俄国的共产党一同试验新的生产方法不可。”［3］ 这也是李达主编

《共产党》的主要任务和目标。  

  《共产党》月刊16开本，每期约50页，原定每月出版一次，但常因故不能正常出版，

到党成立之日共出了7期。李达确定了月刊的编辑体例，每期由《短言》、正文和《世界

消息》三部分构成，为增加刊物的时效性和针对性，从第4期开始，增加了《国内消息》

栏目。《短言》即社评，由李达执笔，针对具体问题发表立场鲜明的宏论，正文内容则围

绕“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及共产党”“为什么要接受马克思主义及建立党组织”等一系列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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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进行讨论，《世界消息》和《国内消息》是有关国内外社会主义运动发展情况的动态报

道。  

  在《共产党》第２期的《社会革命底商榷》一文中，李达分析了中国实行社会主义革

命的必然性，指出革命的手段包括直接行动和“辅助而行的手段”。他认为，“阶级斗争

的手段，以最普遍最猛烈最有力量的为好”，“此外，还有相辅而行的手段，就是宣传。

宣传的办法，无论是公开的或秘密的，总要普遍，要能激动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的敌忾

的心，亦能发生效力”［4］。《共产党》的编辑内容体现了李达用宣传的方法实现革命

效力的思想。李达在以下两方面的宣传上做出了重要贡献：一是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正本清

源的介绍、传播，特别是注重批判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思想，以肃清建党的

思想障碍；二是大量选编译介关于其他国家共产党建立和发展情况的文章，以俄国为主，

为建党提供了现实的依据和参照。  

  李达冒着来自反动势力监控和迫害的危险，为主编月刊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和大量的心

血。《共产党》一开始就引起反动势力注意，在第3期付印时，《告中国农民》一文的一

面被法租界巡捕房没收，李达为了表示对反动势力压制言论、出版自由的愤慨，毅然决然

地在该文前开一个“天窗”，即在空白一页上写道：“此页被法巡捕房没收去了”。月刊

经费不足，编辑人员较少，编辑出版印刷非常困难，但李达总能想方设法解决困难，在最

困难的时候，他一个人承担从写稿、编辑到发行的全部工作，表现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

坚定信念和高尚风范。  

  李达的编辑工作卓有成效，使得《共产党》在党创建时期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进行

党建知识教育的重要舆论阵地。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把它列为必读材料之一，并在革命分子

中广泛流传，最高发行量达到5000份，实际上成了一个半公开的刊物。李大钊领导的“马

克思学说研究会”在一则《通告》中向会员和进步学生大力推荐《共产党》。毛泽东也对

月刊大加赞赏，曾向《大公报》推荐月刊发表过的文章，而且，他在给远在法国勤工俭学

的蔡和森的回信中盛赞《共产党》“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翟作君和贺世友则认

为，“它比同时期出版的《新青年》杂志，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都前进了一步。

《共产党》月刊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和对中国社会的分析，也比《新青年》杂志深刻的

多。”［5］ 

二、创建人民出版社，  

  编辑马克思主义专著  

  1921年7月，党的一大在上海召开，会议选举产生了党的中央领导机构，李达当选为

中央宣传部主任，成为党主管宣传工作的领导人。在党的创建初期，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

得到迅速传播，另一方面各种反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也在大行其道，党的思

想理论建设和宣传工作亟待提高。因此，加快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的编辑出版，深入宣传

马克思主义，扩大思想舆论阵地，成为一项迫切任务。陈独秀在1921年的《中国共产党中

央局通告》一文中指出：“中央宣传部在明年七月以前，必须出书（关于纯粹的共产主义

者）二十种以上。”［6］为落实中央指示，李达于1921年9月在上海寓所南成都路辅德里

625号，创办了党的第一个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并任出版社主编。  

  为了避免引起反动势力的注意和破坏，李达采取以假乱真的方式出版书籍，把出版社

说成“广州人民出版社”，社址则印成“广州昌兴新街26号”，故人民出版社又被称为

“广州出版社”。  

  在《人民出版社通告》一文中，李达阐明了编辑出书的宗旨和任务：“近年来新主义

新学说盛行，研究的人渐渐多了。本社同人为供给此要求起见，特刊行各种重要书籍，以

资同志诸君的研究……本社出版品的性质，在指示新潮底趋向，测定潮势底迟速，一面为

信仰不坚者祛除根本上的疑惑，一面和海内外同志图谋精神上的团结。”［7］在该文中

李达还厘定了书籍编辑的标准：“各书或编或译，都严加选择，内容务求确实，文章务求

畅达，这一点同人相信必能满足读者的要求。”［8］实际上，“内容务求确实，文章务

求畅达”不仅是李达编书的标准，也是他编刊的追求，这显示了他在传播马克思主义过程

中重视读者、讲究传播艺术和注重宣传效果的思想。此外，该文还公布了人民出版社庞大

的编书计划：《马克思全书》15种，《列宁全书》14种，其他9种。  (ID: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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