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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根据瞿秋白的人生轨迹，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政治理论家、文艺理论家、宣传家，无产阶级革
命家、文学家和中国无产阶级教育事业的奠基人等多种角度，论述了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瞿秋白方方面
面的成就和贡献。
它引用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大都是作者从《瞿秋白文集》、《瞿秋白文选》等书籍中潜心挖掘出来的
，因此，这是一部具有一定新意和独特视角的研究瞿秋白的学术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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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龙德成，1946年生于四川广元，1985年至1986年在四川大学哲学系进修学习，1986年至1988年毕业于四
川教学学院政教系。
现为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江苏省瞿秋白研究会会员。
主要从事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教学与研究，在《中国教育报》、《毛泽东思想研究》、《文史
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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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家  一、在中国最早介绍辩证唯物主义  二、批评东方文化派  三、参与科玄论
战  四、批评胡适的实验主义哲学  五、批判戴季陶的“纯正三民主义”  六、全面评价孙中山  七、正
确评价鲁迅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  一、翻译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二、批判资产阶级文艺
理论  三、提倡大众文艺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家  一、以马克思主义为武器论述近现代中国社会 
二、科学论述中国革命基本问题  三、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  四、重视农民问题  五、提出“工农武
装割据”思想  六、开创中国共产党党建理论  七、批判国家主义派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家  一、
宣传苏维埃俄国  二、创办主编革命刊物第五章 无产阶级革命家  一、从共产国际三大到四大  二、从
中共三大到国民党一大  三、从中共四大到五大  四、从南昌起义到八七会议  五、从秋收起义到广州起
义  六、从中共六大到共产国际六大  七、工作在共产国际  八、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第六章 无产阶
级文学家  一、报告文学家  二、散文家  三、杂文家  四、诗人第七章 左翼文化运动的领导人第八章 中
国无产阶级教育事业的奠基人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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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李大钊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宣传者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初期主要是李大钊与陈独
秀，他们是当时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主要代表。
他们当时在中国传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是唯物史观，辩证唯物主义则很少涉及。
唯物史观中，又主要是阶级斗争学说。
李大钊说：“马氏社会主义的理论，可大体为三部：一为关于过去的理论，就是他的历史论，也称社
会组织进化论；二为关于现在的理论，就是他的经济论，也称资本主义的经济论；三为关于将来的理
论，就是他的政策论，也称社会主义运动论，就是社会民主主义。
离了他的特有的唯物史观，去考证他的社会主义，简直是不可能。
因为他根据他的史观，确定社会组织是由如何的根本原因变化而来的⋯⋯预言现在资本主义的组织不
久必移人社会主义的组织，是必然的运命⋯⋯他这三部理论，都有不可分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
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
所以他的唯物史观说，‘既往的历史都是阶级竞争的历史，。
他的《资本论》也是首尾一贯的根据那‘在今日社会组织下的资本阶级与工人阶级，被放在不得不仇
视、不得不冲突的关系上’的思想立论。
关于实际运动的手段，他也是主张除了诉于最后的阶级竞争，没有第二个再好的方法。
”关于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李大钊基本是对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里的经典性表述的转
述。
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李大钊指出，一定社会的生产力与社会组织开始是适应的，社会
组织能够助长生产力的发展，但当生产力发展到与社会组织不能适应的程度，那社会组织就来束缚生
产力的发展。
生产力的发展势必会导致与束缚它发展的社会组织的冲突，结果是这旧的社会组织非至崩坏不可。
这就是社会革命。
但是，社会革命并不是随意发生的，人们不可能随意地离开生产力去改变社会组织。
李大钊说：“这个生产力，非到在他所活动的社会组织里，发展到无可再容的程度，那社会组织是万
万不能打破。
而这在旧社会组织内，长成他那生存条件的新社会组织，非到自然脱离母胎，有了独立生存的运命，
也是万万不能发生。
恰如孵卵的情形一样，人为的助长，打破卵壳的行动，是万万无效的，是万万不能的。
”李大钊还特别强调了物质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高动因。
他说过，经济要件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而非经济的物质要件如人种、地理等等，本来变化很小，
因此，对社会现象的影响也很小，只能被看做经济要件的“支流”。
精神的构造随经济构造的变化而变化，表面构造视基础构造的转移而转移，而“基础构造的变动，乃
以其内部促他自己进化的最高动因，就是生产力”。
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李大钊指出：“其一是说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经济
的结构。
一切社会上政治的、法制的、伦理的、哲学的，简单的说，凡是精神上的构造，都是随着经济的构造
变化而变化。
”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
李大钊一再说明：“唯物史观的要领，在认识经济的构造对于其他社会学上现象，是最重要的；更认
为经济现象的进路，是有不可抗性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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