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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选择与对真理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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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4月28日，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先驱者李大钊就义80周年，也是由他所发轫的马克思主义在中
国的传播与胜利88周年。 
     李大钊在探寻救国之路的过程中，为什么能率先地找到马克思主义、成为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
义的先驱？这是国内外学者多年来曾反复进行探讨的问题。其代表性回答：一是认为，这是由于李大
钊是“从强烈的爱国主义出发”的缘故；二是认为，李大钊的文化选择“是从能否导致人民的幸福和解放
为弃取标准的”。以上这两种看法，虽然很有道理，但却未免有一般化的缺憾，而未能抓住真正属于
李大钊本人的和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那种深层的、个性的特征。因为，在当时具有“强烈的爱
国主义”的人决不仅有李大钊，例如陈独秀和鲁迅，我们能说他们就没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吗？能
说他们当时的文化选择在主观上就不是以“人民的幸福和解放为弃取标准”的吗？当然不能这样说。在
这两点上，他们和李大钊并没有什么根本性的区别。 
     李大钊在当时之所以能率先地接受、传播与运用马克思主义，条件和原因固然很多，但最主要
的还是由于他在探索救国之路过程中，在学术取向上和人生追求上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之间，几
乎是完全自然地臻于契合与相通。从而，使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选择，也就成为自己思想发展与人生
追求的一种自然的和必然的归宿。 
     在学术取向上与马克思学术路径的契合 
     关于马克思的学术路径，列宁曾说，马克思进大学是研究“法学”，但“研究得最多的是历史和哲
学”，“大学毕业后，马克思迁居波恩，打算当教授”，由于“当时政府实行反动政策”，使他“不得不抛弃
做学者的志愿”。他在与黑格尔左派合作创办《莱茵报》并担任主编的工作中，“感到自己的政治经济
学知识不够，于是发奋研究这门科学”。此后，“马克思主要致力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马克思在《政
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出版）和《资本论》（1867年出版第2卷）两书中，使这门科学革命化了”。 
     对照马克思的学术路径，我们看到李大钊与之实在有着惊人的契合。李大钊在北洋法政专门学
校也就是大学阶段（按：该校章程规定，“仿京师大学堂课程”，毕业时给予“分科大学出身”），学的
也是“法学”，对于历史和哲学也同样有相当的兴趣和研究。其后，在民初政争中他创办《言治》刊
物，并也成为主编之一。由于现实的刺激，他毕业时也同样“感到政治经济学知识不够，”于是决心赴
日本留学，并进入早稻田大学的政治经济学科。如果说，马克思把主要精力转到“政治经济学”方面，
是他最终完成伟大理论创造的关键；那么，李大钊把研究志趣转到“政治经济学”方面，也同样是他其
后能率先接受与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关键。 
     马克思主义既然作为一门学说，人们关注它、理解它、运用它都需要有相应的条件。这种道
理，鲁迅曾有生动的实事求是的评说。对于李大钊的那些理论文字，鲁迅说：“不幸对于遗文，我却
很难讲什么话。因为所执的业，彼此不同。”他又说：“我虽以他为站在同一战线上的伙伴，却并未留
心他的文章，譬如骑兵不必注意于造桥，炮兵无须分神于驭马。”以鲁迅的先进思想，对于李大钊的
理论，只因为“所执的业，彼此不同”，即使虽为“伙伴”和战友，尚且并未“留心”与理解，更何况人们对
于马克思“所执的业”！因此，李大钊拟“所执的业”与马克思的学术路径的契合，是他当时能率先接受
与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 

在人生境界的追求上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品格之间的相通 
     李大钊不仅在学术取向上与马克思主义相契合，而且在人生境界的追求上也与马克思主义的理
论品格相通，是他率先走上马克思主义之路的最重要的条件和内在动力。李大钊人生境界的追求与马
克思主义理论品格的相通，最早表现于他在法政学校毕业后决定赴日留学的抱负当中。对此，他们同
学郁嶷曾说：“君顾自视不足所储，更欲游学日本专究社会经济学，研考民生凋敝之原，探所以抑强
横扶羸弱者，归而造德蚩蚩，其志远而识阔，余与君又何克尼也。” 
     “研考民生凋敝之原”— — —这本是1843年以后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创立现代经济学的最根

 



本出发点。在此研究基础上，马克思不但寻找出“民生凋敝之原”，而且寻找出一种能够从根本上“抑强
横扶羸弱”、实现人类彻底解放的理论和方法，从而创造出科学社会主义的伟大学说。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理论创造过程中，始终都是处在追求真理、发现真理的艰苦思辨和不息奋
斗当中，不管遭遇何种迫害与艰难险阻，他们都一往无前，矢志不移。在这里，他们的生命、学说和
所发现、所追求的真理，可以说是完全融为一体的。而李大钊的人生境界与对真理的追求，与马克思
主义创始人也正是完全相通。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曾高度肯定文艺复兴以“人”为中心、为尺度的人本主义精神。1843年底至次年
初，马克思对于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就曾以“人”的尺度作为一种真理标准。他认为，“人就是人的世
界，就是国家，社会”。“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
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马克思还说：“对宗教的批判最后归结为人是人
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 
     李大钊在日本留学时所发表的《民彝与政治》，也同样首先继承文艺复兴，明确地以“人”或“人
性”（即文中所说的“民彝”）为中心、为尺度来作为解决中国政治问题和“真理”的标准。他说：“民彝
者，吾民衡事理之器”；又说：“盖政治者，一群民彝之结晶；民彝者凡事真理之权衡也”。李大钊当时
这种与马克思相通的“以人为本”的思想，而今已成为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一项最新成果。 
     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观是建立在现代自然科学成就的基础之上的，对于英国弗兰西斯·培根，马克
思曾给予高度评价，称之是“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李大钊也同样极其重视
培根学说与追求真理的关系。他从日本回国后不久，就以培根的学说对中国根深蒂固的偶像崇拜观念
进行批判。他希望国人一定要理解培根的思想：“欲得真理之奥，必先破坏此四类偶像。”而所谓“偶
像”，也就是人们“先入为主之偏见妄想”。其后，他坚称：“余信宇宙间有唯一无二之真理。此真理
者，乃宇宙之本体，非一人一教所得而私也。”又说：“真理乃自然的因果的，宗教传说乃神秘的迷信
的。故吾人与其信孔子，信释迦，信耶苏，不如信真理。”在此，李大钊已真正确立对于任何一种学
说和思想文化鉴别与弃取的理性标准，其中当然也包括马克思主义。 
     在反动势力时时都在扼杀人们对于真理探索的旧中国，1917年春李大钊庄严宣告：“人生最高之
理想，在求达于真理。”他表示：“苟其言之确合乎真理，虽一时社会不听吾说，且至不容吾身，吾为
爱真理之故，而不敢有所逡巡嗫嚅以迎附此社会；苟其言之确背乎真理，虽一时之社会欢迎吾说，而
并重视吾身，吾为爱真理之故，而不敢有所附和唯阿，以趋承此社会。为其持诚以遭世厌绝，犹胜违
心以博世优容。前者则幸免于自欺，后者则已陷于欺人。以言违时之弊犹小，以言惑世之弊乃无穷
焉。”他决心为了达于真理，“虽或见阨于社会，仍可自信于良知”。这就是说，李大钊也像马克思那样
将自己的生命与真理融为一体，实现人生境界的根本升华。 
     李大钊在学术上与人生境界上，比当时的其他任何人都准备好了接受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条
件。所以，一旦面对十月革命吹来的马克思主义的胜利之风，李大钊就率先地举起马克思主义的旗
帜，坚信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即使在敌人法庭上也“承认崇信不讳”，以至英勇献身，也就是完全
必然的和自然的。因此，那种认为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盲目”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 
     李大钊走向马克思主义的那种科学态度特别是他那普罗米修斯和布鲁诺的伟大精神，应该永远
鼓舞和激励我们继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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