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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正值沧桑剧变时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风云激荡，地覆天翻。
帝国主义、新旧军阀、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各种势力，各种力量在这里冲突、分化、整合。
官僚、地主、资本家，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商人、学生、市民，在这里为了各自的命运、前途、
利益进行殊死的斗争、角逐。
终于，中国共产党胜利了，中华民族胜利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
回过头来看历史，看这一段历史中的历史人物，每个人都用经历划出了自己的人生轨迹。
陈豹隐（1886-1960），1911年辛亥革命发生时25岁，1960年去世时74岁，其活动主要在20世纪初到1960
年。
他感受到了中国所处的伟大的变革时代，参加到了这个时代伟大的变革中。
“绿叶成荫子满枝，只今我亦动遐思。
春愁比海秋何似？
前梦如烟后可知。
豹父未能舒国手，豚儿犹自羡书痴。
可怜二母慇懃甚，正值沧桑剧变时。
”这是陈豹隐抗日战争时期写下的一首诗，也是对他自身所处时代的真实写照。
这个时代，正是中国沧海变桑田的时代。
一变革的时代需要变革的人物去推动变革。
从日本留学起，陈豹隐走上社会，融入时代，开始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
1905年，正值日俄战争结束，中华民族危机重重，许多青年出国谋求救国良方，陈豹隐毅然东渡留学
，抱着“举国将灰烬，一己宁独安？
策谋安天下，是在有司贤”的志趣，到日本东京，探求救国之路。
辛亥革命发生，他回国参军，“著得戎衣”想“捐躯赴难”，未得，只好返日继续求学。
与李大钊等人办《学艺》杂志，针砭时弊，探讨中国政治。
五四运动前后，任北京大学教授、政治学系主任期间，积极探讨、传播马克思主义，担任马克思研究
会《资本论》研究组导师。
1923年，赴苏联、欧洲考察、研修期间，先后加入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回国后即积极参加国民
革命，成为反对关税会议，反对段祺瑞政府的领导人之一。
在广州、武汉，先后任黄埔军校教官、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员、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农民问题讨论
会常委、《中央日报》总编辑，更是战斗在国民革命第一线，一直走在时代的最前列。
大革命失败，他被开除国民党党藉，成为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南京政府第一批通缉的“共产党首要”之
一，与共产党脱离了组织关系，到日本隐居。
但他实际上并未停止战斗，在研究、介绍无产阶级文学的同时，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坚持中国
要走社会主义道路。
回国后，继续坚持讲授和阐述马克思主义理论，参加组织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并多次赴泰山为爱国
将军冯玉祥讲学，，对冯玉祥的思想转变产生了重要影响。
抗日战争时期，他被恢复国民党党藉，作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事室参事、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参
加了关于抗日战争中一些问题的讨论，并多有建言。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坚持内战独裁，陈豹隐“本为抗战而来，自以为当因抗战终结而去”，毅然
于1946年与其断绝关系，坚持以教学为生，支持学生反内战，争民主运动。
在国民党逃台时，拒绝其威逼利诱，坚持留在大陆，并积极参加组织迎接解放的护校斗争。
重庆解放后，参加重庆市第一至三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参与新政权的建设活动。
积极参与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工作，为四川财经学院的组建做出了自己的努力。
当选为四川省政协常委、全国政协常委后，其工作热情进一步高涨，讴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成就，并
对国家经济建设建言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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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豹隐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不断进步的一生。
”二陈豹隐生活在19世纪末20世纪前60年的中国，他的思想打下了深深的时代印迹。
一是感受到中国人民的深深苦难和封建统治的黑暗。
“暮宿平乐关，有客泪汍澜。
问客何所苦，苛税不可堪。
在苦戚同时，厘金始肇端。
财力方富庶，民情已萧然。
生计日以感[蹙]，赋敛日以繁。
矧今穷迫日，更增统税捐。
统捐复何如，百货纳税钱。
货量无多寡，税钱倍往年。
短尺更相易，不堪二作三。
吁嗟商与民，云何弗饥寒？
⋯⋯民膏刮将尽，犹自乐盘桓。
”因而想“绝海穷荒更几年，淮南离犬尽升天。
愿将王母瑶池水，洒作甘霖遍大千。
”立志救黎民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
二是爱国主义思想。
从到日本留学开始，陈豹隐就对中国在国际关系格局中所处的地位到感深深的忧虑：“行行五里一徘
徊，放眼神州事可哀。
东邻虎视西邻逼，安危谁是出群才？
”学习了政治学理论以后，他对爱国主义有了更加明确的认识，认为爱国主义“实中华民国之灵魂，
之命脉⋯⋯故苟能举此一念，析而清之，推尔广之，使国人皆明国家与个人相属之真理，个人势力对
于国力之关系，根据理智，不尚感情，勇往直前，以爱国主义相诏，则先进诸国民岂得专美于前耶？
”他进一步阐述说：中国的爱国主义“当以国家主义、实用主义为本，强兵为经，富国为纬，以抗强
御[敌]为标的，期在远大，持以坚猛，庶其有济。
”他耽耽希望中国人能够抱着爱国主义精神奋发图强，振兴中华。
接受马克思主义后，他运用列宁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理论，对中国的国际地位进行了剖析。
在爱国主义思想指导下，他写下了《中日贸易与日本产业发达之关系》、《庶民政治与外交秘密》、
《对德外交之公正批评》、《帝国主义有白色和赤色之别吗？
》、《中国对苏联的政策应当如何？
》、《关税会议与国民经济》等时政性文章，主张中国要警惕日本的扩张；要从国家、民族、国民的
利益出发，采取适当的外交政策；中华民族作为被压迫的民族，要与苏联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结成友
好，共同反对帝国主义。
他积极参加领导了反对关税会议运动、反对日本进兵、反对卖国的段祺瑞执政府的运动。
在日本隐居期间，写作和翻译了大量的反映被压迫阶级、被压迫民族进行斗争的作品。
九一八后，坚持反对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坚决主张抗日救国。
抗日战争时期，参加了抗战有关问题的讨论，坚决反对对日和谈，坚持主张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要以
抗战为核心，并进行日本必败的宣传鼓动，促使民众建立胜利的信心。
三是从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思想。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进入转型期，在欧风美雨的冲击下，中国的先进分子接受了各种思想洗礼，
由向西方学习，渐而走向探索中国的救亡图存和发展之路。
与许多先进的思想家一样，陈豹隐的政治思想也经历了由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思想的转变。
他先后写下《国宪论衡》、《孔道与国宪》、《抱影庐陈言》、《庶民主义之研究》、《国家改制与
世界改制》、《国家本质及其存立之理由》等大量的政论文章，提出中国应该采取庶民政治、民主政
治和联邦主义。
但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他的思想发生了转变，1921年7月，他做了《社会主义底发生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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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实行条件底讨论与他[它]在现代中国的感应性及可能性》演讲，阐述了社会主义各个流派，论述了
俄国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原因，结合中国的社会状况，得出中国必然要走俄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结论
。
1922年的《我理想中之中国国宪及省宪》，系统阐述了他对中国宪法问题的主张。
主张中国政治上应是一个民主的联合的共和国，经济上应采取“公共团体集中生产手段”。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出版的《经济现象的体系》、《新政治学》、《经济学讲话》从社会发展规律
的角度系统阐述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规律，同时阐明了中国的社会性
质，指出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
三陈豹隐在理论上的贡献主要在经济学方面，他被誉为“著名经济学教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
”、“中国翻译《资本论》第一人”。
这些评价他当之无愧。
从1914年翻译出版日本小林丑三郎的《财政学提要》开始研究经济学，1924年出版《财政学总论》，
他把西方现代财政经济理论介绍到中国，并列举了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财政收支的实例，结合中国的实
际对现代财政学的理论进行了系统的阐述。
但他的主要贡献还在于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传播和介绍。
在东京帝国大学学习时，他就与李大钊等人一起，听过日本著名经济学家河上肇讲授马克思主义经济
学。
1922年3月，他被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资本论》研究组聘为导师，开始讲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
之后，他先后翻译出版了河上肇的《经济学大纲》和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一分册《商品和货币
》，并出版了《经济现象的体系》《新经济学》《经济学原理十讲》《经济学讲话》等专著或讲义。
陈豹隐翻译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一分册，是我国最早的《资本论》译本，因此他被誉为中国翻译《
资本论》第一人。
《商品和货币》是“《资本论》中最难理解的部分，因而翻译也最困难。
陈豹隐在难译的地方不得不加入‘陈注’。
正文中的47条‘陈注’，正是陈豹隐先生作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所留下的47个深深的脚印。
”除了“陈注”和第一、二版序言外，他还译载了“译者例言”、“资本论旁释”、“考茨基国民版
序”，其中包括“马克思经济学说在思想史上的地位”、“《资本论》在马克思经济学说上的地位”
、“《资本论》第一篇在《资本论》上的地位”等内容，以利于读者对《资本论》的阅读和理解。
《经济现象的体系》、《经济学讲话》等著作则系统阐述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各种经济学流派的
理论以及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重点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理论，特别是对资本主义生
产方式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从而在理论上阐述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历
史趋势。
正如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关梦觉教授所言，陈豹隐“在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功劳是不可磨灭的”。
建国以后，陈豹隐提出了“计划生育论”、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理论，对我国的社会主义
经济理论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正如蒋少龙教授所言：“陈豹隐在传播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捍卫劳动价值论、控制人口增长、社会主
义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等方面功勋卓著，造诣非凡。
他给后人留下了一大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他的许多学术观点，业已为学术界接受，并成为我国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进程的现实。
”陈豹隐对我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贡献固然毫无疑义，但他的学术研究却不仅限于经济学领域，在
法学和政治学领域也有诸多成果。
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国家、法律的产生，国家和法律的本质、内涵
，各种法律学说、国家学说的内容和演变过程及其社会历史原因，都有过深入的讨论，并运用马克思
主义的国家学说对中国的政治状况、国际地位，中华民族的处境及振兴道路都进行过深入的探讨和阐
述。
这些论述今天看可能会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或不足，甚至错误，但在当时，对于中国民众乃至知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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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律思想、国家学说等方面的启迪，不能说不具有重要意义。
同时，作为一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他还对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有着深刻的理解和研究。
1929年陈豹隐翻译的英国爱里渥德著的《科学的宇宙观》出版。
这本书认为，“宇宙是由那常在不断的变化状况中的物质和物力做成的。
”“这些变化的进行不是偶然的，倒是遵照一定的顺序的。
”就是我们所说的事物是运动的，事物的发展运动是有规律的，这些规律是可以被认识的。
他本来想连译带著，写一大部有系统的民众教科书，总名叫做“科学的生活指导原理”，分别为科学
的宇宙观、科学的社会观、科学的伦理观、科学的中国民族观、科学的中国革命观、科学的中国未来
观。
但可惜没有全部完成。
1932年出版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系统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对社会科学的产生、发
展变化的历史，在科学中的地位和作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各种基本概念、基本范畴、基本规律都进行
了深入的解析，并有意识地把它们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提出要按照辩证唯物论来树立正确的人
生观，因为“由辩证法唯物论所形成的人生观是比他种人生观，意义更加远大正确”的人生观，阐述
了按照辩证唯物论的人生观应该所持有的“持己准则”和“对世准则”。
“这本书体系是另U致的，不但在三十年代初期的中国和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中是独特的，就
是在今天也是别具一格的，富有启发性的。
观点也是新颖的，尤其是方法论和人生观两篇中，许多精粹之见至今读起来仍有清新之感。
在这本书中，他对《资本论》的辩证法作了最早的阐述。
在陈豹隐看来，《资本论》方法论是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典范一在这里，他最早提出了‘主要的矛盾
’和‘不主要的矛盾’、矛盾的‘主导方面’和‘不主要方面’的范畴。
而当时的苏联权威哲学著作中还没有这两对范畴。
”此外，陈豹隐在20世纪20、30年代中国无产阶级文学史上也有自己的贡献。
在日本隐居期间，他写作、翻译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其中即有诗歌、戏剧、小说，也有文学理论，并
就诗歌和小说、戏剧提出了自己的主张。
他认为新诗应该是有律现代诗，就是要有韵律，以“引起统一调和的美感快感”，并要讲“逗数”和
“音数”，其实质的要素则是“梦幻化了的感情，创造化了的意志，直觉化了的理智”。
他翻译和介绍了大量的各国无产阶级文学作品和动态，对当时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有所推动。
他主张“新写实主义”。
而“新写实主义”不仅要写出人民大众的痛苦、暴露统治者和剥削者的残酷，描写被压迫剥削者的反
抗和斗争，而且“应该站在社会的及集团的观点上去描写，”“不单描写环境，并且一定要描写意志
”，“不单描写性格，还要由性格当中描写出社会的活力”，等等。
“统笼说来，应该是和廿世纪的无产大众应有的人生观社会相符合的东西。
应该是一种光明的东西。
”“一定是能够教训大众的观点，暗示大众的出路，鼓舞大众的勇气，安慰大众的痛苦，满足大众的
需要的。
”需要指出的是，国内学术界对陈豹隐的经济学说给予了介绍和评介，但对他的政治、法律学说，宪
法思想，社会科学理论，特别是他在文学方面大量的著述和主张尚乏系统的评论和介绍，对其生平的
介绍也有一些不准确、不全面的地方，反而是日本国学院大学芦田肇教授对他在1930年以前的经历和
文学活动给予了特殊的关注。
希望通过我们这本传记，能够使读者对陈豹隐的一生经历和各方面的贡献有一个全面了解和完整的认
识，并通过陈豹隐的经历，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道路有进一步的认识和理解。
陈豹隐先后任北京大学教授17年（其中到苏联、欧洲考察的两年，仍属于北京大学教授的编制），重
庆大学教授6年，四川财经学院教授8年，为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做出了贡献。
陈豹隐被国家聘任为首批一级教授，并当选为第一、二届四川省政协常委，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委。
1986年9月，西南财经大学、四川省《资本论》研究会举行了“纪念著名经济学家陈豹隐教授诞辰一百
周年大会”，研讨他的理论，缅怀他的业绩和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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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没有忘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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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本《陈豹隐》由刘会军所著，为我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资本论》中文版第一个译者——
陈豹隐的传记作品。
《陈豹隐》由九章组成，向广大读者生动介绍了陈豹隐的人生历程、学术成就等内容，书中还收入了
陈豹隐的部分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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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会军，1957年生，法学博士，吉林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现代史学会理事。
曾任吉林大学历史系副主任、吉林大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
先后出版的专著有《中华民国政治研究》、《蒋介石和戴笠》、《国民党特务组织暗杀纪实》，主编
的有《近代以来中外关系与中国现代化》、《影响二十世纪中国的十种书》及《王希天研究文集》等
，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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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正值沧桑剧变时(代前言)
第一章  留学日本
  第一节  家世少年
  第二节  留学日本
  第三节  《学艺》上的政论
第二章  北大教授
  第一节  教学与管理
  第二节  教职员临时会主席
  第三节  系统阐述社会主义理论
  第四节  推动中日交流
  第五节  《北京大学月刊》上的研究与时评
  第六节  《我理想中之中国国宪及省宪》
  第七节  《国立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季刊》上的文章
  第八节  出版《财政学总论》
第三章  苏欧之行
  第一节  告别北大
  第二节  加入国民党和共产党
  第三节  离开苏联回国
第四章  参与领导北京国民革命运动
  第一节  天安门国民大会主席
  第二节  首都革命的中坚分子
  第三节  反对日本进兵
  第四节  三一八反对段政府
第五章  战斗在广州、武汉
  第一节  黄埔教官
  第二节  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员
  第三节  武汉的斗争
第六章  在日本的文学活动与理论著述
  第一节  隐居日本
  第二节  创作与反思
  第三节  文学评论的译介和主张
  第四节  小说和戏剧的翻译
  第五节  关于诗歌的讨论与外国诗及诗坛情况的译介
  第六节  《经济现象的体系》与《新政治学》
  第七节  《资本论》第1卷第1分册及其它翻译著作
第七章  重返北大
  第一节  继续传授马克思主义
  第二节  泰山讲学
  第三节  坚决主张抗日救国
  第四节  理论著述
第八章  从抗战到迎接解放
  第一节  另一种抗战
  第二节  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第三节  迎接光明
第九章  参加新中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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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重庆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
  第二节  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
  第三节  深切的怀念
附录1  陈豹隐生平年表
附录2  小大脚时代
附录3  父爱如山——女儿心中的永远
附录4  主要参考文献目录
后记

Page 10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陈豹隐>>

章节摘录

版权页：第二节 教职员临时会主席为了加强本校教职员的联系，共同促进北京大学的发展，由马叙伦
、周作人、陶履恭、陈豹隐、胡适等人发起，成立了国立北京大学教职员会。
1920年1月21日《北京大学日刊》刊登了他们的启事：“我们大家在一个学校里做事，很应该有一个联
络情谊的组织：依互助的精神，筹谋本校全体的发展，增益团体生活的趣味。
我们曾把这个意思和许多同人谈过，都认为有组织一个北京大学教职员会的必要。
现在定于本星期三（即二十一日）晚七时，在第二院（理科）大礼堂，开一教职员全体会，商量商量
。
请诸位先生预先把组织的大意想一想，到了那时，务必到会，是我们很盼望的。
”3月，举行了教职员会委员选举，共选出教师26人、职员15人为委员，陈豹隐以78票当选。
陈豹隐当选为北京大学教职员会委员后，积极参与了其中的活动。
北京大学教职员会还参加了五四运动后成立的北京中等以上学校教职员联合会，联合北京中等以上学
校的教职工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
陈豹隐成为其中的骨干。
这一点我们从以下两件事可以看出来。
第一件事是争取教育经费独立。
1920年上半年开始，因为连年军阀内战，北京政府拖欠教育经费，到了7月16日，5、6两个月的经费“
仍未发放”，北大校长蔡元培和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北京法政专门学校、北
京医学专门学校、北京农业专门学校、北京工业专门学校的校长联名上书教育部，要求“将积欠校费
迅速筹拨，俾得维持现状。
”“北大等北京国立专门以上八校教职员，因教育基金无着，薪资积欠，遂举行争取教育经费独立运
动，八校学生也发动了读书运动。
一九二一年三月，各校教职员相继罢教，要求政府指定教育基金和清偿积欠。
李大钊亲自领导八校教职员向反动军阀政府进行‘索薪斗争’。
”但是，北洋军阀政府忙于内部争权夺利和准备内战，经费经常不能按期发放。
1922年1月，在教职员联席会的要求下，蔡元培等8校长又与学务局长联名致公函给教育部次长，说
明1921年的经费“尚欠一个半月，务请一月二十五日以前发出，以为旧历度岁之资。
”2月3日以后，8校长又先后多次联名上书大总统、国务总理、教育部总长，要求将德国战争赔款、英
法等国退还庚子赔款拨作教育基金。
3月，又呈文给教育部总长，说明尚有1921年1个半月，1922年1个多月的经费尚未拨付。
1922年5月3日，《北京大学日刊》刊登“本校纪事”记载：“本校教员临时代表团第一次会议议决事
项：议决（一）本代表团出席各校教职员联会之人，依下列方法定之；A，旧代表每人轮流出席一次
，其轮次依下列大会揭示之名次定之：李守常、周象贤、王星拱、王绍瀛。
B，新代表每次联席会议须有四人出席，除下列名单上最初二人外，每继续出席二次，各人出席之轮
次，依下列大会揭示之名次定之：何基鸿沈士远陈启修黄又昌胡适之⋯⋯（二）明日本校代表出席联
席会议，取劝商态度，希望各校代表顾虑时局纷乱，缓行总辞职，勉强维持现状⋯⋯（三）本临时会
为进行快便起见，应推出临时主席，庶务，文牍，会计等，即推出陈启修先生为临时主席，沈士远先
生为庶务⋯⋯（四）明日联席会议，应提出建议案，请各校派出代表，会同校长团体一致催促政府，
限期给薪⋯⋯”从以上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以下几个问题：一是这个斗争实际上一直采取两条线进
行，一条线是蔡无培等校长循正常渠道寻求解决，另一条线是教职员会通过联合一致，采取辞职、罢
教等形式给北洋政府施加压力；二是李大钊一直是这次斗争中的重要人物之一，据《李大钊年谱》记
载，1921年3月12日，北京大学教职员大会讨论教育经费问题，决定“暂行停止职务”，15日，国立8
校教职员代表会议，决定组织国立专门以上学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决定“（一）要求政府规定实际
款项作为教育基金；（二）要求清偿积欠薪俸”。
此后，8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多次开会，讨论此问题。
三是陈豹隐作为北京大学教职员会的委员，一直参加了这些活动，并被选举为出席各校联席会的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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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教职员会代表、北京大学教职员会代表团临时会议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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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撰写过程中，在资料方面得到中央党史研究室蒋建农研究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副馆长曹必宏
研究员、西南财经大学副校长边慧敏教授、吉林大学图书馆馆长李书源教授及有关图书馆、档案馆等
方面的诸多支持和帮助；陈豹隐之子陈寅星先生、陈大良先生、女陈若豹女士、孙陈小钢先生，西南
财经大学常裕如教授、蒋少龙教授、魏祥杰编审不仅提供了重要资料，而且对本书的撰写提供了宝贵
意见和建议；王明伟先生从日本搜集到有关资料；李晔晔为本书资料的搜集和访谈付出了诸多努力。
本书对芦田肇教授、常裕如教授、刘南燕女士等关于陈豹隐的论著进行了参考并引用。
本书的出版得到吉林大学出版社李新田社长等多位领导和同仁的大力帮助和支持。
上述的关心、帮助租支持，是此书能够在今天得以完成并出版的重要因素，在此一并致以深诚的谢意
！
刘会军2009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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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陈豹隐》：陈豹隐是我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资本论》中文版第一个译者。
曾长期任北京大学教授，并先后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员、武汉《中央
日报》总编辑等职务。
这本《陈豹隐》由刘会军所著，介绍了陈豹隐的主要生平事迹及学术成就。

Page 1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陈豹隐>>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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