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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来李大钊思想研究的主要进展与思考

王利民

(河北大学 历史学院,河北 保定 � 071002)

摘 � 要:李大钊思想研究虽然起步较早, 但研究工作的普遍开展却是自改革开放以后开始的。在八十年来的李大钊研究

中,有关李大钊思想的研究始终不绝如缕, 并呈现出选题范围日渐宽泛的特点。在现有研究成果中, 既有对李大钊的哲学、

历史学、经济学、军事学、文学、美学、教育学等学术领域的深究细研,又有对其社会主义思想、民主思想等政治领域的审慎

考辨,且都有巨大建树。然而, 尽管李大钊思想研究已经取得了重要成就, 但其中亦存有一些问题亟待补正。这主要表现

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李大钊思想研究中存在着严重的� 贫富不均�现象;二是学术界对李大钊思想的研究缺乏宏观性把

握;三是有关李大钊思想研究的科学性问题仍然值得引起关注;四是李大钊思想研究的国际学术交流应该继续加大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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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和最早的

马克思主义者, 同时还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

人之一。正是鉴于李大钊在历史上的独特地位及

其所作出的重要贡献, 自李大钊为中国革命牺牲

之日起, 无论是中共党内, 还是国内外学术界, 出

于宣传与研究等目的而开展的李大钊研究一直没

有间断。也正因为李大钊研究成果众多, 所以对

于李大钊研究的综述也一直为学界同人所关注。

据统计,自新中国成立后, 尤其是改革开放至今,

有关李大钊研究状况的综述或述评文章已不下十

几种。它们分别是: 武祜撰写的�关于对李大钊的

研究简况�( �学术月刊�1962 年 第 5 期)、季力撰

写的�李大钊研究综述� ( �河北学刊�1984年第 5

期)、张静如与马模贞撰写的�建国以来李大钊研

究述评�( �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 2期)、谢忠厚与

王小梅撰写的�十年来李大钊研究综述�(�河北学

刊�1989年第 6期)、张静如与侯且岸撰写的�1984

年以来李大钊研究述评�(�河南党史研究�1990年

第 1期)、李果仁撰写的�十年来李大钊研究评述�

(�历史教学�1992年第 2期)、张春丽撰写的�近三

年来李大钊研究综述� ( �北京党史� 1997 年第 3

期)、彭学涛与龙心刚撰写的�近五年来李大钊研

究综述�(�毛泽东思想研究�1999年第 5期)、陈旭

霞撰写的�1989年以来(至 1994年)李大钊研究综

述�(载�李大钊研究论文集�1999年)、侯且岸撰写

的�1994年- 2000 年李大钊研究述评�( �北京党

史�2001年第 6期)、朱志敏撰写的�李大钊研究的

回顾与前瞻�(�中共党史研究�2001年第 2期)、储

文静撰写的�新世纪以来李大钊研究综述�( �党史

研究与教学�2004 年第 4 期 )以及吴汉全撰写的

�近十年来李大钊研究的进展及相关问题的讨论�

( �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 4期)等等。此外, 还有

一些介绍李大钊学术研讨会内容的会议综述论

文。如此众多的综述文章, 一方面表明了李大钊

研究内容的丰富, 另一方面也表明了学术界追踪

李大钊研究学术前沿的意识十分强烈, 应该说, 这

是一件十分可喜可贺的事情。然而, 如果对这些

综述文章作细致考察就会发现这样一个问题, 即

虽然这些文章所述李大钊研究情况存在时间段上

的差异, 但所有的综述文章都是围绕李大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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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整体而论,写作格局大体一致,且有些文章所述

内容亦多有重合之处。还有一点十分鲜明, 那就

是在八十年来的李大钊研究中, 有关李大钊思想

的研究始终不绝如缕, 且于近些年逐渐成为李大

钊研究中的显学。而令人遗憾的是,至今却没有

一篇专论李大钊思想研究的综述文章问世, 这对

于李大钊思想研究的健康发展, 无疑是十分不利

的。有鉴于此, 笔者拟对八十年来的李大钊思想

研究作一综述, 以期能对相关研究起到促进作用。

需要说明的是, 因客观条件所限,本文主要是对中

国大陆学者所发论文情况的一个大致概述, 中国

港澳台地区以及日、美、俄等其他国家和地区学者

的李大钊思想研究情况因资料欠缺, 所以除重要

的稍作交代之外,其余均不在本文论述范围之内。

即便是大陆学者的重要研究论文, 因条件所限, 也

难免挂一漏万, 尚请见谅。

一、李大钊思想研究的主要概况

中国学术界对李大钊的研究, 从他为革命牺

牲之日起,就若断若续,不绝如缕。1927年 5月 4

日汉口�民国日报�发表的社论�五四与李大钊�,

以及 1927年5月 8日�向导�周报第195期发表的

短文�悼李大钊同志�, 视为纪念和研究李大钊的

开始。随着李大钊研究的逐步推进,迨至 20世纪

四五十年代, 对李大钊思想的研究也在党内外的

进步学者中间逐渐展开, 虽然范围较小, 但亦出现

了一些较有价值的论文。其中较有意义的当属杨

荣国撰写的�李守常先生的思想� (载�读书与出

版�第二年第一期, 1947年 1月 15日)和蔡尚思撰

写的�李大钊思想的评价� (载�文汇丛刊�第一辑:

�春天的信号�, 1947年 9月)等文。这些文章都肯

定了李大钊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功绩, 指出他

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早应用唯物史观来研究中国

社会、历史、思想的人。此外, 为了纪念李大钊殉

难二十二周年, 1949年 4月 28 日, �人民日报�所

发表的吴玉章撰写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最早的倡

导者�以及范文澜等撰写的�中国最早的唯物历史

科学家�等文亦都涉及李大钊思想方面的内容。

这些均可视为李大钊思想研究的开始。

新中国成立以后至 1966 年十年动乱开始之

前,学术界对李大钊的思想发展作了进一步的研

究,并取得了一定成绩。所发论文涉及的面很广,

包括李大钊一生的革命实践活动和革命思想的发

展过程, 并对他的史学思想、文学思想、教育思想

等进行了某些专门研究。同时, 这一时期出版的

党史、革命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等教科

书,以及烈士传记、近代思想史、有关五四新文化

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等方面的专著,

都论述了李大钊的革命思想和革命活动。特别需

要指出的是张静如撰写并出版了�李大钊同志革

命思想的发展�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 一

书。该书是第一本较为系统地研究李大钊思想的

著作,不仅在国内产生广泛影响, 而且受到苏联、

日本、美国学者的关注, 对后来的李大钊思想研究

乃至整个李大钊研究工作均起到了一定的奠基和

推动作用。遗憾的是, 1966 至 1976年, 由于� 左

倾�思潮的干扰, 包括李大钊思想研究在内的整个

李大钊研究呈现冷落局面。在十年动乱中, 不但

正常研究被迫中断, 而且, �四人帮�滥施斧钺, 对

李大钊进行颠倒历史的诬陷, 如把李大钊说成是

�资产阶级民主派�� 晚节不保�� 叛徒�。受之牵

连,研究李大钊的学者亦多因此获罪,惨遭迫害。

改革开放后, 随着思想的解放, 李大钊思想研

究也重新焕发了生机。三十年来,李大钊思想研究

不仅全面展开,而且还日益深入和逐渐趋于理性。

首先,全国各地相继成立了李大钊研究的专

门团体,除了中国李大钊研究会、河北省李大钊研

究会、北京大钊学社、唐山市李大钊研究会相继成

立之外,河南、天津、乐亭、秦皇岛、昌黎等地也先

后成立了李大钊研究会, 各地陆续举办了一些大

型的学术研讨会和纪念宣传活动, 对于推进李大

钊思想研究起到了重要作用。

其次,搜集、整理、点校出版李大钊著述资料

两种, 一是人民出版社于 1999 年出版的�李大钊

文集�以及于 2006年重新修订出版的最新注释本

�李大钊全集�,二是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9年出版

的�李大钊全集�。前者在人民出版社原有�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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钊文集�基础上按认真考订的原则, 增删了部分条

目,对收入的文章作了细致的校勘、注释, 其注释

文字近 40万,为人们准确理解李大钊著作的原文

及写作背景等提供了方便。后者则以全部收入已

经发现的李大钊文字为原则, 在原有�李大钊文

集�基础上, 新收文章 61篇(部) , 并对收入的所有

文章加注题解和�校勘性注释�。这两部文集为李

大钊思想研究提供了更为翔实的资料。

再次,出版了一批李大钊思想研究方面的著

作,需要着意指出的主要有吕明灼的�李大钊思想

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3年版)、朱成甲的�李

大钊早期思想和近代中国�(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9

版)、许全兴的�李大钊哲学思想研究�(北京大学

出版社 1989 年版)、日本学者后藤延子著王青等

编译的�李大钊思想研究� (中国社会出版社 1999

年版)、晋荣东的�李大钊哲学研究�(华东师范大

学出版社 2000年版)、吴汉全的�李大钊与中国现

代学术�(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张文生撰

写的�李大钊史学思想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 2006年版)、杨洪章等的�李大钊思想和著作研

究�(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8年版)等。

此外,这一时期出版的李大钊的专题性著作、

个人文集、论文集、研究传记等也都有相当部分内

容是关于李大钊思想研究的, 如韩一德和王树棣

编的�李大钊研究论文集�(上下册) (河北人民出

版社 1984年版)、肖裕生的�李大钊的军事活动�

(军事科学出版社 1988年版)、中共北京市委党校

科研处编的�李大钊研究论集�(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9年版)、阎稚新等的�李大钊与中国革命�(国

防大学出版社 1989年版)、梁柱等的�李大钊研究

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刘民山的

�李大钊与天津� (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 年

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局编的�李大钊研

究文集:纪念李大钊诞辰 100周年�(中共党史出

版社 1991年版)、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的�李大钊

与中国社会主义道路�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4 年

版)、侯且岸的�当代中国的�显学� � � � 中国现代

史学理论与思想新论� (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 年

版)、张静如的�静如文存�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和�张静如文集� (海天出版社 2006 年版)、

朱志敏的�李大钊传�(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8年版

与红旗出版社 2009 年版)、朱文通主编的�李大钊

传�(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5年版)等。

二、李大钊思想研究的主要论题

通过对前述几个阶段的概要分析可知, 作为

李大钊研究工作的重要方面, 李大钊思想研究虽

然起步较早, 但研究工作的普遍开展却是自改革

开放以后开始的。综观八十年来的李大钊思想研

究,既有对哲学、历史学、经济学、军事学、文学、美

学、教育学等学术领域的深究细研, 又有对社会主

义思想、民主思想等政治领域的审慎考辨, 且都有

巨大建树。尤其是, 作为新时期以来第一本全面

系统研究李大钊思想的专著,吕明灼的�李大钊思

想研究�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一书的面

世,更是对李大钊思想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起到

了良好的促进作用。总的来看, 八十年来的李大

钊思想研究, 探讨研究得比较深入的主要有以下

几个领域。

(一)李大钊的哲学思想研究

李大钊是在中国较早且较为全面地传播马克

思主义哲学的先驱。1980年代后半期开始, 李大

钊哲学思想的研究更是备受学术界重视, 表现出

由整体探讨李大钊哲学思想向探讨李大钊创建中

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李大钊历史哲学的方向发展。

主要研究成果集中在这样几个方面。

一是将李大钊哲学作为一个独立的整体来研

究。就专著来讲, 许全兴的�李大钊哲学思想研

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 与晋荣东的�李

大钊哲学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

是将李大钊哲学思想作为一个理论体系来研究的

代表。前者具有开创李大钊哲学思想全面研究之

功,而后者则从历史观的角度对李大钊的哲学思

想作了深入研究, 系统论述了李大钊对于历史的

哲学沉思,并对李大钊如何移植、取舍和批判西方

哲学,尤其是对西方历史哲学作了较为详细的考

察和分析, 着力发掘了李大钊哲学研究中曾被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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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的许多有价值的思想, 填补了空白, 具有较高学

术价值。学术界发表的论文也有很多是从整体的

角度来认识李大钊哲学思想的。如张翼星认为,

李大钊哲学思想有三个重要特点, 即倡导青春精

神;倡导中西思想融合;倡导历史观与人生观的统

一
[ 1]
。张明仓认为, 李大钊哲学思想的变化经历

了两个阶段, 早期, 李大钊特别强调�斗争�和�创

造�,重视�民彝�的历史创造作用, 其�青春中华之

创造�是一个鲜明的主题; 后期, 李大钊在十月革

命影响下,实现了由唯意志论向唯物史观的转变,

标志着中国近代哲学的重要革命
[ 2]
。

二是对李大钊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

究。张小平认为, 李大钊所理解的马克思唯物史

观具有两个特点:第一,唯物史观不是自然科学也

不是历史科学, 而是哲学; 第二, 唯物史观作为哲

学不是思辨的形而上学, 而是与历史科学相联系

的具有科学实证性质的历史哲学。李大钊这种对

唯物史观的理解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的

实际从一开始就联系起来
[ 3]
。吴汉全认为, 李大

钊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努力, 表现为对心

物关系、群己关系的唯物史观说明, 对历史变迁的

辩证理解,对大同理想的哲学探讨, 这使李大钊成

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创者
[ 4]
。

三是对李大钊历史哲学的研究。学术界十分

重视李大钊历史哲学思想在其哲学思想中的地

位。侯且岸认为, 李大钊考察从西方近代历史哲

学到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内在理路, 在中国全

面开启了历史认识论的探究[ 5]。针对张艳国在

�李大钊阐解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述评�中认为李

大钊对�人类社会发展是有规律的�这条原理的理

解�是粗浅的�的观点 [ 6] ,晋荣东指出, 李大钊从揭

示历史过程与时间的内在关联到把以�今�为中心

的时间性归结为人的实践活动, 较之于简单而独

断地宣布是否存在着什么样的历史规律无疑更为

合情合理[ 7] 。

(二)李大钊的史学思想研究

李大钊在坚持与宣传唯物史观方面所作出的

卓越贡献,是学术界研究的重要课题。自 20世纪

50年代开始,就有诸多论者对李大钊的史学思想

进行了探讨, 并将之称为中国最早的唯物历史科

学家。经历了� 文化大革命�的惨淡十年之后, 到

20世纪七八十年代, 人们对李大钊的史学思想又

进行了深入探讨, 并在李大钊是近代中国用马克

思主义哲学观点解释历史的开创者和奠基人这一

点上取得共识。进入 1990 年代后,李大钊史学思

想的研究更加受到学术界的重视, 并主要对李大

钊的史学理论体系、李大钊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

史学理论的特色、李大钊史学思想与西方史学的

关系、李大钊与中国历史的研究、李大钊的唯物史

观研究等几个问题进行了探讨。需要说明的是,

2006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张文生撰写

的�李大钊史学思想研究�一书。该书直接将李大

钊史学思想作为研究对象, 并紧紧围绕李大钊史

学思想的形成、内容及其地位和影响诸问题, 展开

了全面而深入的系统论述。张文生认为, 李大钊

史学思想形成于 1920年代, 1924年�史学要论�的

出版,标志着李大钊史学思想的形成。李大钊史

学思想的形成是中国史学近代化的产物, 同时也

是与他的职业条件、个人经历和良好才智密不可

分的。李大钊及其史学思想在中国史学史上有着

独特的地位和影响, 他不仅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

学的开创者, 更是中国史学近代化进程的有力的

推动者。

(三) 李大钊的经济思想研究

李大钊的经济思想也是其整体思想体系中的

重要组成部分。对李大钊经济思想的探讨, 主要

是 1980年代以来开始的事情, 并以孔永松、杜蒸

民、汪世忠及杨纪元等为代表。

孔永松认为, 李大钊接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说后,把它当成锋利的解剖刀,用它剖析中国社会

经济的性质、状况, 从而寻找出中国革命的道路,

这是李大钊经济思想最突出、最宝贵的地方。李

大钊的经济思想具有鲜明的无产阶级革命性的特

点,具体体现为李大钊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的经济

学说同中国社会的具体经济情况相结合, 并把经

济思想付诸革命实践, 努力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

合。与此同时, 作者还指出, 李大钊的经济思想,

反映了 20世纪初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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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主义的时代要求。是他根据时代需要和人民利

益所作的创造性的理论探索, 是中国早期的社会

主义经济思想。它的出现, 严正地宣告了中国封

建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经济思想的终结,一个全

新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在中国的诞生[ 8]。

杜蒸民、汪世忠认为, 李大钊作为我国最早的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一个重要标志, 在于他应

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俄国建设社会主义新经

验,在我国较早地较系统地提出关于实现社会主

义经济问题的若干设想, 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

理论和创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起了开路作

用[ 9]。杨纪元则从一个新的视角对李大钊的经济

思想作了探讨, 他认为,李大钊的经济思想是中国

近代现代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中国社会

主义经济思想的先驱。正由于李大钊的经济思想

在中国经济思想发展史上占有这样重要的地位,

所以,我们今天要学习它,继承它, 发扬它,以更好

地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服务, 为振兴

中华而服务[ 10]。

(四)李大钊的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李大钊的社会主义思想研究是新时期以来李

大钊研究的一个热点。特别是 1991年 7 月北京

大学召开的�李大钊同志与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

学术讨论会� ,将这一问题的研究推向了高潮。在

这次学术研讨会上及会后, 学者们对李大钊与中

国现代化、李大钊社会主义思想的特点及李大钊

关于社会主义共性和特性的思想等方面展开探

讨,并取得了卓越成绩。最具代表性的成果主要

有:张静如�李大钊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贡

献�( �北京党史研究�1994 年第 6 期)、朱成甲�李

大钊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特点�( �中共党史研究�

1994年第 2期)、沙健孙�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观�

(�光明日报�1994 年 6 月 27 日)等。尤其是有的

学者敢于挑战传统观点, 表现出了一个学者的求

真务实精神。如朱文通对李大钊社会主义思想的

发展历程作了审慎考察, 并对传统提法提出异议。

他认为,李大钊的社会主义思想最早启蒙于国内,

而非日本。其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时

期:启蒙时期(从 1912年至 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

前) ,李大钊通过多种渠道对社会主义思想有所接

触;产生时期( 从 1917 年十月革命爆发至 1920

年) ,李大钊逐步确立了社会主义必胜的信念; 发

展时期( 1921 � 1924 年) , 李大钊的社会主义思想

由空想社会主义逐步转变为科学社会主义, 并初

步提出了社会主义理论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

想原则 [ 11]。

(五)李大钊的教育思想研究

作为近代著名学者和教育家, 李大钊的教育

思想也是很丰富的。正因如此,八十年来, 学术界

对李大钊的教育思想也展开了探讨。这种探讨首

先起于李大钊殉难三十周年之际�教师报�上曾发

表的几篇回忆和论述李大钊的教育活动与教育思

想的文章。其后, 关于李大钊教育思想的探讨虽

然不热,但亦不绝如缕。

关于李大钊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 论者出于

不同的视角作出了不同的解答。如苗春德认为,

李大钊开我国马克思主义观点教学之先河, 是中

国现代教育的奠基者,是反帝反封建教育的旗手。

同时,李大钊还是我国新民主主义教育的开拓者

和创建者。他提出的工读结合的教育主张, 是对

中国新民主主义教育的杰出贡献之一, 也是毛泽

东新民主主义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作者继

而认为,李大钊关于教育的论述和实践,揭开了中

国教育思想史上新的一页, 使教育开始摆脱封建

的、资产阶级的窠臼和影响,把中国的教育理论推

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是我们党最早的教育理

论家和教育实践家。中国现代教育史的整体学术

规模,实际是李大钊教育思想的展开。透过教育

这个窗口, 也足以看出这位先驱者一生的战斗襟

怀和杰出贡献[ 12] 。雷克啸认为, 李大钊的教育思

想主要表现在传播马列主义教育学说和指导青年

人健康成长两个方面
[ 13]
。刘好兰从李大钊的教育

� � 会后,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辑了�李大钊与中国社会主义道路�一书,并于 1994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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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李大钊关于教育在社会改造中的作用的论

述、重视青年教育和阐明教育的本质几个方面对

李大钊的教育思想进行了解读 [ 14]。此外, 刘虹在

�河北学刊�撰文指出, 李大钊作为中国第一个用

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教育问题的教育家, 他的

教育思想成为中国从旧民主义向新民主义转型时

期的代表思想, 并为新民主主义教育思想的形成

奠定了基础。李大钊的教育思想主要表现为�以

青春之我�创� 青春之国家�之人生观、价值观, 以

�博爱�之心倡导教育上的�德谟克拉西�(平等)以

及以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武器, 力驳�尊孔读经�的

封建主义教育等三个方面
[ 15]
。郭贵儒亦认为, 李

大钊强调教育对国家和社会进步具有�培根固本�

的重要作用,凸显出� 科教兴国�的战略远见。他

在普及国民教育、规范培养目标、力倡教学内容和

教学方法改革等方面提出的主张, 映透着他民主

平等的教育理念和与时俱进的改革精神。李大钊

的这些思想和主张, 对中国教育现代化具有重要

指导意义
[ 16]
。

此外, 李大钊尚有很多其他思想, 如军事思

想、文学思想、美学思想、图书馆学思想、法学思

想、新闻思想、文化思想、社会学思想等也很重要,

但限于篇幅,本文不予论述。

三、存在问题与今后努力的方向

八十年来, 在一代代学人的学术传承中,李大

钊研究在几经沉浮后终成稳定发展之势。而作为

李大钊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经过多年的探讨, 李

大钊思想研究的成就显著,选题范围日益拓宽, 出

现了全方位研究的景象。李大钊的哲学思想、史

学思想、政治思想(包括民主思想、革命思想、社会

主义思想等)、经济学思想、军事思想、教育思想、

文学思想、美学思想, 等等, 都引起了学者们的注

意。尤其是诸位论者将李大钊的思想放入更为广

阔的历史背景中加以研究, 在突出了时代特色的

同时,也将李大钊思想研究向科学化、深入化方面

推进了一大步。然而, 尽管李大钊思想研究已经

取得了重要成就, 但其中亦存有一些问题亟待补

正。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从研究工作本身来看,李大钊的思想研

究存在着严重的� 贫富不均�现象, 即有的领域研

究较多,而有的领域则仍十分薄弱, 在研究较多的

领域亦有很多课题需要继续探讨。如对李大钊一

生而言,对其早年的思想、活动和他选择俄国革命

道路、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等方面的研究较为

深入,积累的材料较为丰富; 但对其后期的情况,

如他在北京大学的教学研究工作在中国教育史学

术史上的地位和价值, 他在诸多社会团体和社会

活动中的角色和作用, 他在领导北京暨北方地区

中共党组织、国民党组织及工人运动、农民运动、

学生运动的过程中究竟做了哪些具体工作, 等等

方面,还缺少深入细致的研究。又如,就李大钊各

个领域的思想研究而言, 由于李大钊在哲学、史

学、经济学、政治等方面的作为较为突出, 因此对

这些领域的探讨较多, 研究成果也较为显著。而

也正是因为学术界对李大钊上述领域研究的重

视,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们对李大钊思想

中同样占有重要位置的其他思想的探讨。如李大

钊的社会学思想、法学思想、图书馆学思想、文学

思想、美学思想在李大钊思想体系中虽没有前述

思想那样的地位, 但同样值得深入研究。即便是

在前述研究较多的领域, 也仍有诸多方面需要继

续探讨。比如,李大钊史学思想是李大钊思想中

研究得比较深入的部分, 但李大钊的史学思想对

他的前人如梁启超等到底有怎样的吸收和超越,

与同在北大的朱希祖等的史学思想有什么联系,

与日本史家浮田和民、内田银藏等又有怎样的继

承和发展关系, 李大钊后期的学术研究为什么转

向史学领城,等等,都值得深入研究。只有改变李

大钊思想研究的不平衡状态, 李大钊思想全貌才

能凸显出来。此外, 李大钊的社会联系相当广泛、

社会关系异常复杂, 他同近现代史上许多重要的

历史人物有过交往, 创办过多种刊物,组织过多种

社团。然而,我们对李大钊与近现代重要历史人

物、社团、刊物、思潮之间的关系的专题性研究显

得十分薄弱,有质量的论文虽然逐渐增多, 但仍需

加大研究力度。目前, 学术界在应把李大钊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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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现代社会的大背景当中进行研究方面已经取得

共识,并日益引起重视。还有学者以此为视角展

开系列研究甚或申报各种课题。这种趋势应该保

持下去。

其二,学术界对李大钊各领域思想的研究是

在分别进行的, 研究的是李大钊思想的某一方面。

分别研究有其优点, 就是比较细致, 但宏观性不

够,难以看出李大钊某一方面思想在其整体思想

体系中的地位, 难以从近现代社会发展的大背景

中来做整体把握。学者关于李大钊某一思想的研

究,在行文上好像能自圆其说,但放在李大钊的整

个思想体系中就有许多抵牾之处。其实, 在李大

钊所处的那个时代,包括李大钊在内的许多学者,

不是如今天的学者专治一业,而是涉猎众多领域,

因而需要整体研究。这是今后研究的一个方向。

此外,学术界不仅应注意研究李大钊思想的具体

内容,还应探讨李大钊思想的渊源以及李大钊思

想的主要特征, 这对于认识李大钊思想的深度和

本质内涵有重大价值。而且, 这方面的确还有很

大的可探讨空间。因此, 继续加强李大钊思想源

流和特征研究也是今后努力的一个方向。

其三,有关李大钊思想研究的科学性问题仍

然值得引起关注。应当承认,从整体着眼,李大钊

思想研究工作已经逐渐纳入了科学的轨道, 但仍

有很多文章感情色彩较浓, 有不少文章甚至专著

非常空泛,往往是满足于大的结论, 重复一些已经

定型的观点, 新意不多, 更谈不上学术深度, 甚或

还有一些论著任意夸大、拔高李大钊的思想和活

动。而这些专著或文章又常常被一些不大重视核

对史料真实性的研究者所引用, 以讹传讹,乃至形

成恶性循环, 造成的恶劣影响一时很难根除。应

该说明的是, 近来有很多学者已经注意到了这种

恶劣影响,并以考证的求真、求实态度陆续撰写了

一批有关李大钊研究的考证文章, 逐步弄清了一

些重要的史事, 这对于李大钊思想研究的科学性

问题也是非常有益的, 这种好的趋势应该继续下

去。此外,两种版本的�李大钊全集�的出版发行

对于科学认识李大钊思想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这

也理应成为李大钊研究者科学认识李大钊的

依据。

其四,李大钊思想研究的国际学术交流应该

继续加大力度。应该承认, 李大钊研究很早就已

经引起国外研究机构和学者们的注意, 有些国家

还把李大钊列为重点研究的人物之一。如从 1960

年代起,国外的研究机构和学者就已撰写和整理

出关于李大钊的书籍和资料, 工作进展较大的是

日本、苏联和美国。但是, 长期以来, 由于历史的

一些原因,我们对国外研究李大钊的情况, 几乎处

于隔膜状态,当然,更谈不到内外交流的问题。这

种状况在 1980年代后逐渐被引起注意, 并采取了

一些措施,如翻译外国学者的学术著作和论文, 邀

请外国学者参加学术会议和有关的纪念活动。但

是应当看到,这些工作虽然已经起步,但仍需加大

力度, 有计划、有目的地翻译国外的学术著作, 并

多创造中外学者共同交流的机会。同时, 加强对

译著进行评介、评论工作, 既指出外国学者研究成

果的优点和值得借鉴之处, 又指出他们的不足。

这样做,对双方都将是有益的。

总之,八十年来, 李大钊思想研究取得了很大

进展,但也存在很多问题需要认真解决。其实, 认

识到所存在的问题后,只要我们正视存在的问题,

扎扎实实地开展研究工作, 就一定能够把李大钊

思想研究引向深入, 进而进一步开创李大钊思想

整体研究的新局面。

[参 � 考 � 文 � 献]

[ 1] 张翼星.李大钊哲学思想若干特点的启示[ J] . 北京大

学学报, 1998( 2) : 35- 41.

[ 2] 张明仓.李大钊哲学思想的演变及其意义[ J] . 北京社

会科学, 2003( 1) : 95- 100.

[ 3] 张小平.李大钊对唯物史观的认识及其影响 [ J] . 中国

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2002( 2) : 42- 51.

[ 4] 吴汉全.李大钊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努力[ J] .

烟台大学学报, 2002( 2) : 232- 236.

[ 5] 侯且岸.李大钊历史思想述论[ J] .史学理论研究, 2000

( 4) : 31- 40.

[ 6] 张艳国.李大钊阐解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述评[ J] . 华

中师范大学学报, 1995( 2) : 68- 75.

[ 7] 晋荣东.历史规律的观念如何可能� � � 李大钊对历史哲

学的一点贡献[ 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1999( 2) : 15- 20.

86



王利民: 八十年来李大钊思想研究的主要进展与思考

[ 8] 孔永松. 李大钊经济思想试析[ J] .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

究, 1982( 1) : 106- 110.

[ 9] 杜蒸民, 汪世忠.李大钊经济思想述论 [ J] . 史学月刊,

1984( 6) : 64- 75.

[ 10] 杨纪元. 李大钊经济思想初探 [ J] . 当代经济科学,

1985( 2) : 53- 58.

[ 11] 朱文通. 李大钊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历程新探 [ J] .河北

学刊 , 2007( 1) : 115- 119.

[ 12] 苗春德. 论李大钊的教育思想[ J] . 史学月刊, 1987

( 2) : 63- 69.

[ 13] 雷克啸. 论李大钊的教育思想 [ J] . 北京师范大学学

报: 社会科学版, 1987( 4) : 36- 41.

[ 14] 刘好兰. 李大钊教育思想初探 [ J] . 温州师范学院学

报, 1990( 2) : 37- 40.

[ 15] 刘虹. 李大钊教育思想浅论 [ J] . 河北学刊, 1997( 1) :

102- 107.

[ 16] 郭贵儒. 李大钊教育思想简论 [ J] . 河北师范大学学

报: 教育科学版, 2005( 2) : 42- 45.

[责任编辑 � 郭玲]

80 Years�Major Progress and Thinking of LI Da�zhao Thought Study

WANG Li�min

( College o f H istory, H ebei U niv er sity, Baoding, H ebei 071002, China)

Abstract: Although LI Da�zhao thought study has an early start , research w o rk is generally carried out

since the beginning o f reform and opening up. In 80 year s� LI Da�zhao study , LI Da�zhao tho ug ht study

is incr easing mor e and mo re, and the range of to pics is broader and bro ader. In the ex ist ing research re�

sults, both on the philo sophy, histo ry, economics, militar y science, literature, aesthetics, educat io n

and other academic areas study of LI Da�zhao go into details, and o f it s so cialist ideolog y, dem ocracy,

etc. prudent Dy nasty , hav e g reat achievements. H ow ever, althoug h LI Da�zhao thought study has made

impo rtant achievements, it also has som e pro blems. It is reflected in the fo llow ing four areas: F irst ,

there is a phenomenon of ser io us � inequality� in LI Da�zhao tho ug ht study; Second, the academic co m�

m unity hasn�t a m acro�grasp to LI Da�zhao thought study; T hird, the scientif ic study of LI Da�zhao

thoug ht is st il l a problem of concern; Fo urth, the issue of internat ional academ ic exchanges o n LI Da�

zhao thought study sho uld be further deepened.

Key words: LI Da�zhao ; LI Da�zhao thought ; LI Da�zhao thought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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