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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传承·盛世修文

秀读本送延安供学校和部队的干部

学习。

珍稀版本背后的故事

李一氓译、郭沫若校的《马克

思论文选译》，1930 年由上海社会

科学研究会出版。这是一部关于马

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思想重

要著述的节选本，几乎涉及马克思

各个时期的理论观点，对于当时的

中国共产党人完整、准确地接受马

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具有特殊的借鉴

意义。刁青云说：“1928 年至 1931

年间，李一氓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

这期间他翻译、发表文章和著作，

一方面通过翻译过程继续学习马克

思主义理论，另一方面翻译所得稿

费也为他在上海开展工作提供了一

定的物质条件。《马克思论文选译》

一书包含 9 篇译文，其中第一篇《哥

达纲领批判》是科学社会主义十分

重要的纲领性文献，是完整和准确

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经典著

作，其中包含着与中国革命密切相

关的内容。李一氓的译本对原著中

的基础理论问题有着较为准确的理

解和把握，增加了理解正文不可缺

少的‘注释’，对马克思主义这一

历史性的文献在中国的传播有着重

要贡献。第四篇《资本积蓄的历史

倾向》，是《资本论》中的一节，

这是《资本论》中最早被译为中文

的片段，对于宣传普及马克思主义

经济理论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在革命过程中，为了躲过国民

党的审查，还出现过一种叫“伪装本”

的珍稀图书版本。

刁青云说：“伪装本书籍、期

个方面涌现出诸多著作，其中以艾

思奇的《大众哲学》和李达的《唯

物辩证法大纲》最具代表性。《大

众哲学》用通俗的话语引发人们对

哲学的兴趣，解释了唯物论、唯物

辩证法等马克思主义学说。《大众

哲学》的作者艾思奇曾说，“我总

想从哲学中找出一种宇宙人生的科

学道理；但古代哲学很玄妙，都说

不清楚，最后读到马、恩著作，才

豁然开朗，对整个宇宙和世界的发

生和发展，有了一个较明确的认识

和合理的解释”。

后来原国民党将军马璧高度评

价了艾思奇的作品，在艾思奇云南

故居的墙上还有马璧题写的一段小

诗：“一卷书雄百万兵，攻心为上

胜攻城，蒋军一败如山倒，哲学尤

输仰令名。”就是说艾思奇的《大

众哲学》用通俗化本土化的语言揭

示马克思主义理论，使中国共产党

获得了宣传上的、人心上的胜利。

经 典 红 色 著 作《 街 头 讲 话》

1936 年 4 月由生活书店出版发行，

柳湜编著。全书收录有关社会、经济、

政治、道德、宗教、风俗、艺术、哲学、

科学等方面的随笔、杂感 50 篇。其

中35篇曾从1934年8月起发表于《新

生周刊》“街头讲话”专栏，该刊

停刊后，作者续写出15篇，辑成此书。

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阅览

部主任刁青云对记者介绍说：“1933

年，柳湜获释出狱后，在本家亲戚

的帮助下，结识了《申报》总经理

史量才与申报流通图书馆馆长李公

朴并进入图书馆工作。柳湜到岗后，

充分融合《申报》‘读书指导’专

栏以及图书馆夜校工作开展社会科

学知识的教育以及抗日救国思想的

宣传，其间还引荐艾思奇与夏征农

前来主讲哲学与文学，受到了广大

进步青年的欢迎。1934 年，史量才

被特务所杀，所有的工作受到了巨

大的阻碍。为了继续革命事业，在

李公朴的倡导下，柳湜、艾思奇以

及夏征农共同创办了《读书生活》

半月刊、成立了读书生活出版社。

同时，柳湜还积极为邹韬奋生活书

店旗下的进步刊物《大众生活》《新

生》等撰稿，并创作出《街头讲话》

这部经典红色著作。”

柳湜配合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同

阶段的形势，以特有的风格撰写了

11 本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和

社会学的专著和其它文章，共 100

多万字。其中最为著名的便是《街

头讲话》，不仅得到邹韬奋的高度

评价，还受到毛泽东同志的高度重

视。毛泽东曾在 1936 年 10 月给当

时在西安从事统一战线工作的叶剑

英去电，点名要将柳湜的《街头讲话》

和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作为优

上图：

（左）《大众哲学》

（中）《街头讲话》

（右）李一氓译《马

克思论文选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