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大钊社会学思想发微

陈 定 阂

李大钊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创始人
,

他曾经在北京大学
、

朝阳大学
、

女
一

子师范大

学
、

师范大学
、

中国大学讲授社会学
。

① 他的讲稿可惜没有留下来
,

现就他有关马克思主义

社会学的论述试析如下
。

一
、

历史唯物主义是研究社会现象的法则

李大钊早在 1 9 19 年所写的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 中
,

不仅阐述了历史唯物
二

上义的基本原

理
,

并且提出必须 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去研究社会现象
。

他指出历史唯物主义
`·

于社会学

上的进步
,

究有很大很重要的贡献
。

他能造出一种有一定排列的组织
,

能把那从前各 自发展

不相为谋的三个学科
,

就是经济
、

法律
、

历史
,

联为一体
,

使他现在真值得起那社会学的名称
。

因为他发现阶级竞争的根本法则
; 因为他指出那从前全被误解或蔑视的经济现象

,

在社会学

现象中是顶重要的 , 因为他把于决定法律现象有力的部分归于经济现象
,

因而知道用法律现

象去决定经济现象是逆势的行为 ; 因为他借助于这些根本的原则
,

努力以图说明过去现在全

体社会学上的现象
” 。

② 所 以他说
:

历史唯物主义是
“ 社会学上的一种法则 ” 。

③ “ 社会学

得到这样一个重要的法则
,

使研究斯学的人有所依据
; 傅得循此以考察复杂变动 的 社 会 现

象
,

而易得比较真实的效果
。

这是唯物史观对于社会学上的绝大贡献
,

全
一

与对 于史学上的贡

献一样伟大
” 。

④ 李大钊的这些观点
,

对于建设中国社会学具有重要意义
。

二
、

社会的起源及其变迁的动因

关于社会的概念
,

李大钊认为
“ 社会组织即社会关系

,

也是与布帛获粟一 样
,

是人类依

生产力产出的产物
” 。

⑤ 马克思 曾说过
: “ 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为所谓社会关系

,

构成

为所谓社会
,

并且是构成为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
,

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
” 。

⑥

李大钊正是把这关于社会的概念的经典论断作为他研究社会现象的根据的
。

关于社会起源问题
,

李大钊于 1 9 19 年在 《新潮》 上发表 《物质变动与道德变 动 》 一 文

中
,

主张人类有社会本能
,

而且认为 “
社会的本能必有多种

。

有儿种社会本能确是社会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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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续的必要条件
,

没有这种本能
,

社会生活
,

无论如何
,

不能存续” 。

。 但他在 1 9 2。年发表的

《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 一文则主张
,

人类的生存是社会之所以形成的条 件
。 ②

对社会变迁的动因问题
,

李大钊的思想也是有所演变的
。
1 9 18年发表的 《东西文明根本之

异点》 认为
“
东洋文明主静

,

西洋文明主动
” ,

是由地理条件决定的
。

他说
: “

欧罗细亚大

陆之中央
,

有一凸地日
“
桌地

” ,

此与东西文明之分派至有关系
。

因其地之山脉
,

不延于南

北
,

而亘乎西东
,

足以障阻南北之交通
。

人类祖先之分布移动
,

乃以成二大系统
:
一为南道

文明
,

一为北道文明
。

… … 南道文明者
,

东洋文明也 ; 北道文明者
,

西洋文明也
。

南道得太

阳之恩惠多
,

受自然之赐予厚
,

故其文明为与 自然和解
、

与同类和解之文明
。

北道得太阳之

恩惠少
,

受自然之赐予音
,

故其文明为与自然奋斗
、

与同类奋斗之文明
” 。 ③ 李大钊还详细

地分析了南北两道地理条件之差异
,

及对东西文明在生产上
、

家族上
、

物质生活上
、

哲学思

想上
、

宗教上
、

政治上等各方面的影响
。 ④

李大钊认为物质的因素包括地理的
、

人种的
、

经济的
。 ⑥ 他早年以地理条件说明东西文

明之差异
,

正是这种思想的反映
。

不过他后来则认为地理的
、

人种的这些
“

非经济的物质的要

体
” , “

本来变化很少
,

因之及于社会现象的影响也很小
,

但于他最少的变化范围内
,

多少

也能与人类社会的进程以影响
” 。

不过
“
影响甚微

,

而且随着人类的进化 日益减退
,

结局只

把他们看作经济的要体的支流罢了
。 ” ⑥他批判了以非经济的物质因素作为社会变迁的最高

动因
。

如罗来的人 口稠庶决定论
, ⑦及孟德斯鸿的地理决定论

。

⑧

李大钊指出
: “

经济的要体
,

是历史上的物质要体
。 ”

他一再强调经济因素的社会变迁

的最高动因
,

他说
: “

唯物史观的要领
,

在认经济的构造对于其他社会学上的现象是最重要

的 , 更认经济现象的进路
,

是不可抗性的” 。 ⑧ “
在社会构造内限制社会阶级和社会生活各

种表现的变化
,

最后的原因
,

实是经济的
” 。 L关于社会变迁动因的这一观点

,

在中国社会

学史上
,

是李大钊首先提出的
。

三
、

历史学与社会学

李大钊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
,

把历史学与社会学结合起来
。

他认为
“ 人类的历史

,

乃是人在社会上的历史
,

亦就是人类的社会生活史
。

人类的社会生活
,

是种种互有关联
,

互

与影响的活动
,

故人类的历史
,

应 该是包括一切社会生活现象广大的活动
” 。

@ 因之
,

他认

为
“
社会的变迁

,

便是历史
” 。

@ 社会与历史是同质异观
, “

同一吾人所托以生存的社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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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以观之
,

则为历史
,

横以观之
,

则为社会
” 。

。 池主张对历史和历史学与社会和社会学泣

行比较研究
。 “ 以经济为中心纵着考察社会的历史学

,

对于历史学而横着考察社会的
,

扎
:马

(克思 ) 氏的意思
,

那是经济学
,

同时亦是社会学
” 。 ②

李大钊关于历史就是社会
,

历史学就是社会学这一论断
,

为中国的历史社会学的研究开

创了一条道路
。

社会学史告诉我们
,

社会学是由历史哲学逐渐发展而来
,

李大钊正是循这条

路探索社会学理论之渊源的
。

他曾经在北京大学讲授过 《史学思想史》
,

写下 《 史 观 》

文
,

并对鲍丹
、

鲁雷
、

孟德斯鸿
、

韦柯
、

孔道西
、

桑西门
、

理恺尔等人的历史哲学作论述
,

其目的是在探索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发展的轨迹和社会学规律的演变
。

③

其次
,

李大钊对挂全学研究的对象问题及各派理论进行 了分析
。

他认为社会学应 以社会

为研究对象
。

关于社会
“ 一以人间结 合的形式为社会学对象的社会者

,

一以人间结合的内容

为社会者
” 。

④ “
社会的概念亦有二种

:

一则以之为 自然
,

一则以之为文化
。

以社会为 自然

者
,

即以社会学为研究法则的自然科学 ; 反之以社会为文化者
,

即以社会学为组织的研究现

在事实的文化科学
” 。 ⑤ 李大钊认为心理学是自然科学

,

社会学亦为 自然科学
。

他 特 别 指

出
,

心理现象无论其为单独的或结合的
,

无论其为心理或是社会
,

若以形式考察之
,

不依时

间而变化
,

为同一东西可以屡反复回演者
,

从学问的对象上说
,

这是 自然
;
但从心理及社会

上的价值内容在美术
、

宗教
、

法律
、

政治等方面一趟过的东西
,

而是历史
,

又是文化
。

由此

可见
,

同是一个社会
,

从内容上考察是文化
,

从形式上考察是自然
。

⑥ 李大钊认为
,

根据马

克思主义的原理
,

社会不属于自然
,

而是文化
。

社会是有历史的
,

是依时间而变迁的
。 “ 纵

观人间的过去便是历史
,

横观人间的现在便是社会
,

所以可把历史和历史学与社会和社会学

相对而比论
。 ” ① 历史就是社会

,

这一论点对从事社会学研究的人具有很重要的启示
。

第三
,

李大钊对 中国古代社会史也进行了探索
,

于 1 9 2 0年写了 轰原人社会于文字书契
_

L
_

之唯物的反映》 ⑧ 一文
,

近代学者如梁启超
、

刘师培等
,

都曾经从中国文字里 i呆索中国衣通丈—
社会

,

而李大钊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探索中国古代社会
,

实为中国社会学史
一

L第一人
。

四
、

关于社会问题的分析

李大钊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的开拓者
,

而且以马克思主义原理对重要的社会问

题进行了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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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人口间题

中国最早介绍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是严复
。 ①但严复对马尔萨斯人口论十分赞赏

。

李大钊

于 1 1 9 7年 3、 4月接连写了两篇关于人口 问题的文章
,

详述马尔萨斯人口论并对之进行有力

的批判
。

这两篇文章一是 19 12 年 3 月在 《甲寅》 发表的 《战争与人口间题》
, ② 一是 1 9 1 7年

4 月在 双言治》 上发表的 《战争与人口 })( 上 ) ⑧
。

它不仅是中国人口间题的最早著作
,

而且

也是中国第一位批判马尔萨斯人 口论的学者
。 ④

首先
,

李大钊认为
,

马尔萨斯所提出的人非食物不能生存以及男女情欲永久不能变这两

个法则是应该予 以承认的
,

但是马尔萨斯提出人口增加速度比食物增加快而致有人口过剩的

现象
,

他认为是不符合事实的
,

是错误的
。

他根据迈浦得
、

加雷
、

弥勒
、

塞里古 曼 诸 人 学

说
,

指出人类生活愈高
,

人口增殖就愈少
,

这是自然之趋势
。 ⑤ 他并以大量统计数字

,

说明

当时
“
各国不

J

准无人口 过庶之忧
,

且有过减之虑
” 。

⑥ 他指出整个 19 世纪人 口 趋 势
,

虽 有

增加之倾向
,

并非由人口 出生多了
,

而是由于死亡减少
。 “

人口 增 加 无 限 之 说
,

为 无 足

据
” 。

①

其次
,

李大钊认为纵使人口增加无限
,

上地面积与地力现在还未至穷极的地步
, “

纵有

穷极之一日
,

人类之知力与自然之势力
,

皆无尽藏
,

用之不竭
,

取之无穷
,

其时当有以 自为

之所
” 。

⑧ 他以大量数字说明现在人类所属的地域
,

土地与人口 比例
, “

尚称辽裕
” 。 ⑧他

估计当时全世界能生产之土地
,

尚有容纳六百余亿人口 之余地
。

即以中国论
,

中国本部土地
“ 足供本部人口之需而有余

” 。 L

第三
,

李大钊认为马尔萨斯人 口论的理论依据之一—
土地报酬递减律也不是不可抗

,

他相信人类文明愈进步
,

人类战胜自然的能力就愈大
,

人类科学技术完全可以战胜上地报酬

递减的规律
。

第四
,

马尔萨斯
`

为人口 过剩必导致战争
。

李大钊指出
,

以战争解决人口间题
“
无异于

堕胎自杀
” ,

@ 战争是饥懂的根源
,

饥懂不是战争的根源
,

马尔萨斯主张战争是由人口过剩

引起
,

实质上是侵略的借口
。

他说马尔萨斯的人 口与达尔文的天演论都是侵略的借 口
,

这就

揭露了马尔萨斯人口论及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反动本质
。

他指出这两种理论
, “

野心之雄
,

闻

而善之
,

将欲默武穷兵
,

必执其言以为 口实
。

明之以利害
,

动之以忠勇
,

煽之以地狭人庶之

危机
,

激其民侵略之心
,

文以物竞天择之新义
,

张其民残忍之性
,

杀人盈野
,

争地争城
,

莽

莽寰区
,

斯无宁日
” 。

@

赫胃黎著
,

严复译
: 《天演论

、

导言三
、

趋异》 按语
,

商务印书馆 《严译名著丛刊》 本
,

第加页
。

《李大钊文集》 上册
,

人民出版社 19 84 年版
,

第 3 6 5一 3 6 ,页
。

《李大钊文集》 上册
,

人民出版社 19 84 年版
,

第3 7 2we 4 0 3页
。

该文下篇未发现
,

对李大钊的人口思想全貌不免有

损
。

陈长薇的 《中国人口论》 初版于 19 18 年 7月
,

校李著迟一年有余
。

李大钊
: 《战争与人口 》 (上 ) , 《李大钊文集》 上肌 人民出版社 1 98 4年版

,

参看第3 8 5一3 8 9页
。

同前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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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的 0一39 4页
。

同前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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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 9 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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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9 8页
。

第40 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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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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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李大钊文集》 上册
,

人民出版社 19 84 年版
,

第 365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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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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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劳动间题

李大钊写了不少揭露资产阶级压迫和剥削工人阶级的文章
,

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 《劳动

问题的祸源》 ① 及 《上海童工间题》
。

② 他在 《劳动问题的祸源》 中指出
,

劳动问题的祸源

在于工银制度
、

资本制度
、

工厂制度及社会上少数人的统治权
。

他揭露工银是出卖劳动的价

格
,

是资产阶级剥削无产阶级的途径
,

劳动者必须团结起来
,

组织团体与资本家斗
一

争
,

才能

补救工银制度的祸害
。

李大钊指 出
,

资本是劳动者所创造的
,

但是绝大部分为资本家所剥削了
,

还指出
“ 在资

本制度
`

下的文明越进步
,

劳动者越受痛苦
” 。

⑧ 资本不属于全社会
,

而是在少数 资本 家 手

里
, “

就成了利害截然的劳资两阶级的仇疾
,

酿成现在很难解决的劳动问题
” ④ 之根源

。

李大钊又进而指出
,

工厂制度是资本制度的产物
,

其罪恶在于工厂使用童工与女工
,

不

仅儿童妇女受更残酷的剥削和压迫
,

而且使一般劳动者的工资都因之而下降
。

工厂因劳动条

件差
,

安全事故经常发生
,

使工人寿命要比农民短三分之一
。
⑤

李大钊指出在
“
资本制下面的劳动问题所以成为世界上难解决的问题

,

就是为了资本家

有政治上势力的缘故
” 。

⑥ 李大钊所提出的这些论点
,

在今天看来似乎为一 般 所 熟 知
,

但

在 60 多年以前确具有
“
雄鸡一鸣天下白

”
的作用

。

在中国社会学史上他是第一个用马克思主

义的观点论述劳动间题的
。

⑦

《上海的童工问题》 一文可以说是李大钊关于劳动问题论述的深入
。

他从童工这一角度

揭露帝国主义在 中国是如何剥削压榨中国儿童的罪行
。

根据外国报纸所载上海童工资料
,

当

时上海属于日
、

英
、

美
、

法
、

意
、

葡
、

瑞 (士 )
、

比的2 75 个工厂
,

共有工人 17 3 2 7 2 人
,

其

中 1 2岁以下的男童工 4 4 7 5 人
,

女童工 1 8 1 3 5 人
。

李大钊写道
,

,’j 良多的不过六岁的童工
,

在

大工厂里作工
,

十二小时内
,

仅给他们一小时的工夫去吃饭
。

他们大都是站立着作工
。

分 日

夜两班换班
, … …工钱只按工 日给与

。

一天的工钱
,

至多不过二角
。

工作场所的卫生设备极

坏
。

那些儿童
,

多由包工者由乡间招来
,

一个月给他们的父母银二元
,

而包工者则一个月 由

工厂主得到银 四元
。

那些儿童们的衣食住
,

均极惨苦
,

而不得一钱
。

作了工厂主和包工者的

小奴隶
,

听他们的剥削而不 自知
,

真可怜啊 ! ” ⑧并且指 出要军阀政府和租界的外国人行政

机构解决童工 问题
,

是决不可能的
,

只有靠上海劳工团体本身才是出路
。

(三 ) 农 民问题

李大钊是中国以马克思主义研究农民问题的先行者
。

他 首光指出占70 % 以 L中国农民是

革命的重要成分
。

其次
,

他根据大量统计资料
,

分析当时中国农民破产的趋势是许多中农破

产而为小农
, “

小农完全丧失或弃去其土地
,

而或流于都市
,

投身于工厂
,

投身 于 人 力 车

夫
,

或流为兵匪者
,

更不知其凡几了
” 。

⑨ 他说这些统计资料多来自
“
秩序未大 破 坏 的 省

李大钊
: 《劳动问题的祸源

》 , “
李大钊文集》 下册

,

人民出版社 19 8 4年版
,

第67 9一 68 6页
。

据 《 文集》 编者注云
:

“
这篇文章是

`

劳动问题概论 (二 )
’

讲演中的第一章第二 肖
,

前后部分均未找到
。 ”

一

可见李大钊对劳动问题曾

作过系流的论述
。

李大钊
: 《上海的童工问题 》 , 《李大钊文集》 下册

,

人民出版社19 84 年版
,

第7 87 一7 93 页
。

李大钊
: 《劳动问题的祸源

、 , 《李大钊文集》 下册
,

人民出版社 1 9 8 4年版
,

第礴2页
。

同前文
,

第 683 页
。

同前文
,

第6 8 5页
。

同前文
,

第68 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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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的文章发表于 1 924 年
,

1 929 年才有陈述 《 中国劳动间题》 间世
。

李大钊
: 《 上海的童工间题 》 , 《李大钊文集》 下册

,

人民出版社19 84 年版
,

第7 90 一 79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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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出版社19 84 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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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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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

其趋势犹且如此
,

其他西南各省
,

兵战连年的地方
,

农民困苦流离
,

其度更不知倍益几

许啊 ! ” ①并下结论说
: 农民中最多数最困苦的阶级是自耕农与佃农

,

土地问题是农民间题

的核心问题
。

而
“ 佃农及雇工所受的压迫

,

比自耕农更甚
” , ② 已到了无法维持其最低生活

的境地
。

因此 “ `
耕地农有

,
便成了广众的贫农所急切要求的口号

” 。

③

李大钊明确指出
, “

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办法只有农民自己组织起来
,

组织农 民协会
。

农村旧有的农民团体
,

多为乡董把持操纵
,

成为保障其利益的工具
,

甚且专以剥 削 农 民 为

事
。

苦想提高贫农的地位
,

非由贫农
、

佃农及雇工 自己组织农 民协会不可
” 。

④

( 四 ) 自杀问题

李大钊曾于 1 9 2 2年发表 《自杀论》 ⑤ 一文
,

是中国社会学史上第一篇自杀问题的论著
。

李大钊认为自杀是一种社会现象
,

·

是一个社会的事实
,

受环境的影响
, “

受 自然的社会

的种种影响
” 。

⑥ 他根据统计资料分析了风土与景色
、

气候与季节
、

人种
、

生理
、

年龄等自

然因素对自杀的影响
,

强调 自杀的社会经济的原因
。

他说
: “ 经济界萧条的时候

,

战争和商

业的危机
,

可以增加 自杀的数 目
” 。

⑦ 从婚姻状况看
,

独身者比结婚者 自杀人数多
,

寡妇 自

杀比一般妇女高
,

离婚者自杀率常是最高
。

有小孩的人自杀数要比无小孩的少
。

这都透露出

婚姻与家庭对 自杀具有控制力量
。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李大钊认为人类的文明愈进步自杀则越增加
,

因为在文明社会
, “

个

人间的生存竞争
,

或者愈演愈烈
。

结果是多数为生存竞争所驱
,

以致失望的人
,

竟至蹈于 自

杀 ” 。

⑧ 近代文明社会
,

人类知识进步
, “

使人的神经系愈益精致而脆弱
,

愈益露出精神的

失常
” 。 ④ “

文明进步的结果
,

发生了人 口集中的都市生活
。

都市生活与人以刺激与烦忧
,

并为移殖罪恶及荒淫的渊蔽
;
所以更使自杀增多

” 。

L 因之文化较高的国家比较低的国家
,

自杀人数要多
,

都市的自杀比农村要多
。

李大钊认为自杀不是犯罪
,

也不应视为不道德行为
,

而是由社会背景缺陷所造成的一种社

会现象
,

解救之道只有从改造社会入手
,

在经济组织
、

婚姻制度
、

社会风俗等方面加以改造
。

综上所述
,

可 以看出
,

李大钊特别重视社会间题产生的经济因素
,

而且强调社会间题与

政治的关联
。

他认为经济不平等的问题是与政治最有关的间题
,

要解决重大的社会间题
,

必

须
“
先得政权

” , “ 组织强有力的政团
,

解决一切社会上不平等的间题
” 。

“
欲改良社会

,

非靠政治的力量不可 , 因为政治的力量
,

可以改革一切的社会问题
。 ”

@

李大钊是一位马克思主义启蒙者
,

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开拓者
,

他为中国的马克

思主义社会学的理论研究打开了一条道路
,

但是他尚未建立起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理论体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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