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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登高一呼群山应，从此神州不陆沉。
    大智若愚能解惑，微言如闪首传真。
    这是老革命家林伯渠，1958年10月4日为即将出版的《李大钊选集》题诗的前四句。
它以贴切的比喻，形象的语言，深刻地说明李大钊在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地位与作用。
    李大钊生于1889年，他成长与奋斗的年代，大体上就是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或戊戌维新以后的30年。
这30年，既是中华民族遭遇空前民族危机的时代，又是中华民族激发空前生机活力、从此走上青春再
造的时代；既是中华民族从深重的民族危机中通过文化自觉、实现文化方向根本转折的时代，又是在
革新与革命的两大政治潮流的推动下，实现中国传统的封建政治体制根本转型的时代。
从而，两千余年以厉行一道同风而衰败的中华，才真正出现人才辈出的时代，才真正出现历史需要巨
人而又能够产生巨人的时代，而李大钊恰恰就是生长与奋斗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
    李大钊从“束发受书”之时起，即深感“国势之危迫”，立志“深研政理”，去寻求“挽救民族、
振奋国群之良策”。
由此，他曾接受以追求和平改革为途径、实现君主立宪政治的改良主义；曾坚决拥护并捍卫由暴力革
命而来的民主宪政制度，即民主主义。
在这两大政治潮流中，他都曾起过不同凡响的作用。
但是，李大钊仍不停止自己的探索，不断与时俱进，终于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和在“五四”新文
化运动中，又率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
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举起马克思主义旗帜、发起共产主义运动的人，是20世纪中国在孙中山之后又
一位“登高一呼”、率先开辟中国历史新纪元的人。
    李大钊具有思想家、理论家、革命家与著名学者的综合特征。
他对于时代潮流感应之敏锐，对于时代精神理解与探讨之深刻，对于历史使命承担之勇敢与自觉，在
奋斗与追求中所表现之坚韧与执著，在中国近代人物中都是罕见的。
他不仅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运用方面率先开辟了新时代，而且在如何建立现代国家的诸多理论领域
也进行了开拓性的探索。
其中，最重要的成果就有：以人为本、反对专制人治的民彝政治思想；人天合一、能动转化的青春哲
学思想；以人权为中心、以宪法为保证的民主法治思想；以包容、协调、和平进化为中心的调和思想
以及适应新潮流的平民主义思想。
这些理论成果，都是李大钊立志“深研政理”、寻求爱国之道的心血与智慧的重要结晶。
      李大钊的理论探索，与中国历史发展各个阶段的客观需要、与现实的政治斗争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的。
所以，在李大钊留给我们的文字中，涉及了当时中国几乎所有的重要社会思潮、重要政治集团、重大
历史事件和重要人物。
其社会历史内容之深广与思想文化内涵之丰富与深刻，都是并不多见的。
在他的文字中，我们看不到一篇是闲文，几乎是具有篇篇皆政、篇篇皆史的特征。
所以，从总体上说，人们如果对于戊戌以后30年的中国政治史、中国思想文化史没有相当的了解，那
么，要想真正比较全面、正确、深入地理解和评价李大钊，那简直几乎是不可能的。
    正因为李大钊的人生道路和思想理论具有上述的特点，所以，本著才不能不涉及比较广阔的社会历
史背景和诸多重大复杂的中西文化问题。
本著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尽可能帮助一些读者缩小与李大钊之间在时代方面与学术文化方面的
距离，以便更好地理解与学习这位伟大的历史人物。
    李大钊为了中华民族的重新崛起与伟大复兴，为了实现建设新中国与新世界的崇高理想，不惜牺牲
奋斗，直至献出最宝贵的生命。
他的理想、思想理论、业绩，崇高人格与奋斗精神，永远值得每一个中国人学习、发扬与继承。
关于李大钊人格与人生的典型意义，著名学者张申府先生曾有很精到的说明。
张申府先生说：    他应说是现代中国的一个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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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他的思想，他的行动，他的为人，他的待友处家，都是无可訾议的。
他的思想的前进，他的行动的积极，他的为人的纯洁，他的对人的温厚，他的道德的高尚，他的革命
情绪的热烈，所有这些兼而有之，真可说是一时无两。
(见《忆守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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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阐述李大钊在1918年进入北京大学以前的人生历程。
其中，重点阐述他在清末立宪运动、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反袁护国、反段护法等重大历史事件
中的表现与重要作用；深入剖析他与当时的主要政治集团、主要社会思潮及其主要代表人物之间的复
杂关系；突出论述他的新爱国主义主线与探寻“救国政理”的主要思想成果，如民彝思想，青春思想
，民主法治思想，调和思想等。
从而，使本著具有深广的社会历史内涵与思想文化分量，不仅是一部李大钊个人的传记，而且在一定
程度上也是一部独特的中国近代思想史与政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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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朱成甲，江苏灌云人，1933年生。
1961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审，北京大
学历史系兼职教授。

　　主要从事中国近代思想史，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共党史的研究。
专著有《李大钊早期思想与近代中国》，获中国社会科学院首届老年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
主要论文有：《孙中山的思想理论与20世纪中国历史进程》，《论毛泽东在党成熟过程中的历史作用
》、《陈独秀五四时期的国民运动思想与新文化运动》，《创造社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李大钊对
袁世凯的认识过程》、《五四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传播与李大钊历史作用的探讨——兼评石川祯浩的有
关论述》等。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李大钊传（上）>>

书籍目录

引言——量才常以玉为衡
第一章 出生的家庭与社会环境
一 出生的家庭
二 社会环境
第二章 从科举道路到进入新学堂
一 科举考试的准备
二 科举制的末班考生
三 进入永平府中学堂
第三章 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招生与入学后的思想矛盾
一 北洋法政专门学校的创办与招生
二 入学后的理想追求与清廷教育方针的矛盾
三 精神危机与思想家型人物的特征
第四章 立宪大课堂与现代政治运动的洗礼
一 立宪思潮与清廷预备立宪的影响
二 立宪派的政治追求与清廷假立宪的矛盾
三 速开国会请愿与现代政治运动的洗礼
四 第四次国会请愿的特殊意义
第五章 “反满”革命思想
一 《岁晚寄友》——“反满”思想的实证
二 “反满”革命思想的产生
三 “鸡知天明”的觉醒
第六章 辛亥革命与树立坚定的民主观
一 革命潮流的激荡
二 滦州起义与悼念白雅雨
三 树立坚定的民主共和观
第七章 胜利后的“隐忧”与拥护孙、袁
一 庆幸胜利
二 “统一政府成立”后的“隐忧”
三 拥护孙、袁，批驳中岛端
第八章 第一届国会与《言治》创刊
一 “缓进派”拥袁与第一届国会
二 北洋法政学会与《言治》创刊
三 《言治》月刊拥袁的主要表现
第九章 政党潮中的超政党观察与探讨
一 面对政理难题：政党潮
二 “国赖以昌”政党的先决条件
三 对中国政党的初步审视与考察
四 理想的政党观与现实政党状况之间的矛盾
第十章 民初政争与拥袁
一 对于建都地点问题之争
二 对于“张方案”及《临时约法》问题之争
三 对于“宋案”与“二次革命”问题之争
四 对于“军民分治”与裁都督问题之争
五 “南天动乱”——《忆天问军中》
第十一章 拥袁的背景、原因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李大钊传（上）>>

一 袁世凯的乘时
二 革命党的两难
三 特殊的历史条件与社会心理
四 北洋法政专门学校的袁氏渊源
第十二章 毕业与抉择
一 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
二 鄙弃仕途与政坛生活
三 冲出北洋“樊篱”
第十三章 东京留学
一 并非理想的目标
二 选择早稻田
三 入学前的准备与业绩
四 早稻田的入学与退学
第十四章 走近《甲寅》．结友章士钊
一 《民立报》时期的精神相通
二 《独立周报》时期的神交向往
三 《独立周报》停刊后的困惑
四 “二次革命”失败与创办《甲寅》
五 投稿《甲寅》与结友章士钊
六 章士钊的影响
第十五章 反袁思想与捍卫民主法治
一 法治与人治的交锋：宪法与公布权
二 民主与专制斗争的焦点——国会
第十六章 反袁思想与道德批判
一 道德人心与民族命运
二 袁世凯的反动腐败与道德人心危机
三 道德批判与“昌学”救国的选择
第十七章 反袁思想与首倡群众对抗力
一 对抗力问题的提出
二 民主制下的对抗与反对极端主义
三 首倡群众对抗力
四 民主法治思想的里程碑
第十八章 箴陈奋起，揭举新爱国主义
一 陈独秀关于“爱国”何义的困惑
二 陈文的轩然大波与李大钊的意义提升
三 析陈独秀所谓“自觉心”的虚无性
四 箴陈奋起，揭举新爱国主义
五 《新青年》创刊：陈独秀的积极回应
第十九章 反对侵华“二十一条”与促袁抗日
一 侵华“二十一条”与留日学生的反抗运动
二 留日学生爱国运动的两个重要文件
三 促袁抗日与促袁进行反省和改革
第二十章 反袁与驳“国情”论
一 为袁世凯复辟服务的“国情”论
二 对古德诺“国情”论的批判
三 特殊的意义与民主法治的教训
第二十一章 逆贼稽征讨，鹏鸟始张翼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李大钊传（上）>>

一 反袁结社：神州学会
二 策划讨袁赴春申
三 反袁斗争风暴与《民彝》
第二十二章 民彝思想（上）——人的学说与对袁世凯的批判
一 民彝思想的产生
二 民彝思想——中国化的西方人文主义
三 民彝思想与对袁世凯“人”的尺度的批判
第二十三章 民彝思想（下）——人的学说与创建现代国家的政治理论基础
一 必须“凶民彝而少加牖育之功”
二 必须“杀迷信人治之根性”
⋯⋯
第二十四章 创造青春中华的理想（上）——《晨钟报》时期
第二十五章 创造青春中华的理想（下）——《宪法公言》时期
第二十六章 打破矛盾生活的探索——《甲寅》日刊时期
第二十七章 支持孙中山的护法斗争（上）——批判梁启超的伪调和主义
第二十八章 支持孙中山的护法斗争（下）——批判段祺瑞、梁启超的伪国家主义
第二十九章 《此日》——与时俱进赋征程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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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清王朝变法诏下达后，史家认为，在响应言事中“有关科举者”，以袁世凯、刘坤一、张之洞所上之
折，“最受重视”。
1901年4月25日，山东巡抚袁世凯率先开疆臣回应之首，上呈了《遵旨敬抒管见上备甄择折》。
他建议，逐年递减岁科、乡试的取中名额，另增实学一科，将旧科所递减之额，作为实科取中之额，
但以五成为度，待至数试之后，“即将旧科中五成中额，一并按照实科取士章程办理”，也就是结束
旧科。
1901年6—8月，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经过反复商量决定，就变法事宜，向清廷先后发出
三次会奏，每次都在万言上下。
这三次会奏，对于清廷的下一阶段的改革，具有重要的指导推动作用。
因而，对于李大钊当时的学习也就影响最大。
他们参照日本兴学立国的成功经验，结合中国实际，提出了一整套的改革方案。
在初等教育阶段，他们主张：8岁以上人蒙学，“除四书必读外，五经可择读一二部。
家塾义塾，悉听其便”。
他们主张：“拟令州县设小学校。
”“12岁以上入小学校，习普通学，兼习五经。
”同时要求：“兼看中外简略地图。
学粗浅算法，至开立方止。
学粗浅绘图法，至画出地面平形止。
习中国历代史事大略，本朝制度大略、习柔软体操。
三年而毕业。
”“15岁以上人高等小学校”，解经书较深之义理，学行文法，学策论词章；看中外详细地图；学较
深算法，至代数几何止；学较深绘画法，至画出地上平剖面、立剖面、水底平剖面止。
习中国历史大事、外国政治学术大略。
习器具体操。
兼习外国一国语言文字之较浅者。
学校必设兵队操场。
三年而毕业。
“18岁高等小学校毕业”，由“本管府考之，分数及格者，取为附生”。
取为附生者，可送入府学校，也可以人中学校。
我们看到，张之洞的这部分改革设计、恰恰符合当时李大钊的学龄。
李大钊因为当地尚无小学可读，所以不能不还是走科举之路。
1901年8月29日，清廷诏令：科举考试废除八股文，改试策论。
这个问题，在戊戌变法时即曾有诏令，但为慈禧所中断。
这次重申：“自明年为始，嗣后乡会试头场，试中国政治史事论五篇；二场试各国政治艺学策五道；
三场试《四书》二篇、《五经》义一篇。
”“合校三场，以定去取，不得偏重一场。
”同时又规定：“生童岁科两考，仍先试经义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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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在李大钊120周年诞辰即将到来之际，我的《李大钊传》也即将与读者见面。
六十多年前，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曾说：“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年来，其优秀人物
奋斗牺牲，前仆后继，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
”在我的李大钊研究过程中，毛泽东的这段话总是经常地回响在我的脑海里，有时竟情不自禁地流下
感动的热泪。
在毛泽东所说的这种优秀人物中，李大钊实在是最为典型的“可歌可泣”的一位。
毛泽东在“可歌可泣”的话以后，接着说：“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
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而中国共产党则是拿起这个武器
的倡导者、宣传者和组织者。
”毛泽东其后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在《论人民民主专政》的文章中又谈到上述的思想，并且提到四个
“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这就是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
山。
毛泽东的这些看法，应是代表着当时的认识水平。
毛泽东当时虽然正确地说明了中国的优秀人物向西方寻找救国真理、直至寻找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过
程，但是，对于究竟谁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后率先地找到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真理”的优秀人物？
在中国共产党人当中，有没有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也和严复、孙中山同样是向西方寻找真理的
先进人物？
在中国共产党人当中究竟什么样的人才有条件使他能够率先地去接受与运用马克思主义真理？
这些问题，毛泽东当时都没有作进一步说明，而客观的历史过程中，事实上是不可能没有这三个问题
的正确答案的。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指引下，随着我国学术事业的发展，经过我国学
者的努力，这三个问题终于都已有了比较正确地合乎历史实际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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