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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传统研究(1919--1949)》的作者是宋修见。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传统研究(1919--1949)》以丰富翔实的第一手史料对1919年至1949年问北京大学
师生学习、研究、传播和践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背景、场域条件、外在形态与内在逻辑进行了史实层
面的系统梳理和学理层面的深入研究。
北京大学具有学习、研究、传播和践行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这一传统并非北大全部传统的最高概括，
但却是北大传统中不可分割和不同寻常的一部分。
这种不同寻常之处在于，北大马克思主义传统承载和彰显了爱国、民主、科学、进步的北大精神，体
现了北大知识分子对真理的追求、坚持与实践冲动，体现了他们对思想解放、无产阶级解放和中华民
族解放的不懈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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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宋修见，男，1967年出生，山东乳山人。
北京大学法学博士，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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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二、李大钊推动马克思主义在北大被认知与实践 1917年11月，李大钊进入北京大学担任图
书馆馆长。
随着他的思想转向马克思主义，北大图书馆所在的红楼也很快成为北大学习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
中心，成为中国最早的赤旗升起之地。
1920年7月，李大钊被聘为教授，开始在北大史学系、经济系、法律系和政治系讲授《社会主义和社会
运动》、《唯物史观》等马克思主义理论课。
特别是他所发起和指导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社会主义研究会等社团的活动，极大地推动了北大师生
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研究、传播和践行。
 （一）红楼中的马克思主义之光 李大钊担任北大图书馆馆长之初，正是他的思想向着马克思主义转
变之时。
而后，经过观察、思考和学习研究，完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开始欢呼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
旗帜鲜明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北大图书馆所在的红楼便很快成为对进步师生充满吸弓l力的马克思主义
阵地。
 李大钊担任馆长后，对北大图书馆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整顿，如制订或修改了《图书馆寄存图书简
章》、《图书馆借书规则》和《北京大学总务处图书部试行条例》等规章制度，鼓励个人藏书寄存以
使资源共享，规范图书借阅以提高利用效率，同时调整服务机构增设各科阅览室，扩大图书规模并注
重增购外文图书，特别是陆续购进一批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书籍。
1918年10月北大图书馆从马神庙公主府迁入新落成的沙滩红楼一层，硬件设施得到进一步改善。
北大图书馆从旧式藏书楼转变为初具规模的现代大学图书馆，成为北大师生研究学术、追求新知的重
要场所。
 在进入北大之前，李大钊就已经是新文化运动的积极支持者和参与者，他的《青春》和《青年与老人
》两篇推动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之作即分别刊载在《新青年》第2卷第1号和第3卷第2号上。
进入北大以后，李大钊又在《新青年》上第4卷第4号和第5号分别发表了《今》、《新的！
旧的！
》等文章；而后不久就与陈独秀、胡适等人形成新文化运动的核心阵营——《新青年》同人编辑部。
因此，红楼中的图书馆馆长办公室，也很快成为新文化、新思潮融汇激荡的一个阵地，对于思想活跃
的师生们充满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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