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吕振羽的史学创新精神

吴怀祺

《吕振羽全集》 ( 以下简称 《全集》) 是国家 “十二五”规划重点出版

项目，十多位专家学者历时四年编辑，2014 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全集共

计十卷，有专著、史论、政论、回忆录、日记、札记、书信等，近六百万

字。这是当代史学史上的一个大工程。
《全集》展示吕振羽为创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所做的重大贡献，吕

振羽的著作很早就受到党的重视。1942 年 2 月 20 日，毛泽东为中央书记

处起草致电刘少奇及华中局，调抽吕振羽等高级文化人从苏北到延安从事

学术研究。① 1942 年 7 月 25 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

还讨论了出版工作。针对稿件缺少的问题，毛泽东说: 最近经验，少而精

的东西还能看而且有益，多了无法看。有富裕的排印时间，可印 《鲁迅全

集》、《海上述林》、小说、吕振羽的 《中国政治思想史》。②

吕振羽治史成就，不只是分量上 “著述等身”，更重要的是，著述中

凝含的思想和智慧，吕振羽是 “为中国革命积极奋斗的一生，也是从事马

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为现实贡献历史智慧的一生”③。

吕振羽的历史智慧，是他的史学创新精神，启示发展当代史学的途

径，对于当代民族文化建设，对于观察当代世界的变动，思考历史的走

向，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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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史的宽阔视野

吕振羽研究中国历史，善于从世界的变动中进行思考，认识到 “中国

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①。《全集》第一卷开篇，就显示出吕振羽的鲜

亮的世界史的眼光，这一卷收入他的 《中国外交问题》 《中日问题批判》

以及 《最近之世界资本主义经济》著作。他于 1926 年东渡日本，在明治

学院学经济，1928 年回国。第一部 《中国外交问题》，写作是在 1928 年

12 月至次年 1 月。他是以世界史的大视野，开启了探索的历程。1932 年

出版的 《中日问题批判》一书，通过对日本经济危机特点以及对中国物资

与市场依赖等分析，指出中日战争不可避免。同年出版的 《最近之世界资

本主义经济》一书，是他以马克思、列宁有关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来研

究当时的世界经济危机及趋向。他在书中称经济危机中的英国，“这个纸

糊的老虎，更动颤不得。愈益构成其恐慌的严重性”②。

这几部书，表达吕振羽 “强烈的爱国情怀与反帝思想，并从近代中国

史以及世界各关系的广阔视野下”，探索世界民族解放之路③。
1930 年起，吕振羽开始创办和编辑 《新东方》杂志，与志同道合者，

筹备建立 “东方问题研究会”，“探索弱小民族的解放道路，谋求民族独立

自强，呼吁东方民族振奋民族精神，勇往直前，共同奋斗”，“我们应该觉

悟，忍受目前的一切痛苦来创造一个新东方”④。

治史的世界史视野是吕老治史重大特点。当进入 21 世纪，这种视野

又有新的内涵，吕振羽的史学精神更显示出其重要意义。

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是相互影响的，特别是到了近代，因此，应当把

中国史与世界史联系起来思考，讨论中国史的进程，认识中国史发展的大

趋势，讨论历史学建设问题。在全球化过程中，唯物史观关于政治经济文

化发展的不平衡规律，对于讨论民族性的特点有重大意义。中国与世界之

间的影响，是互动的; 中国文化与外国文化是互联互通的。历史研究者要

充分认识并揭示这种关联。世界格局发生了变化，民族性与时代性是新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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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中国历史学的鲜明的特色，民族历史学建设对世界史学发展，同样具有

重大的意义。史学家要从中国，也要从全球的视野，思考人类的命运，思

考民族的未来，观察当代中国社会的变化与走向。

20 世纪 30 年代，关于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中国农

村社会性质论战，实际上让人们思考，中国历史、中国社会的出路，这是

关系到实际与未来的大问题，没有世界史的宽阔视野，就不可能解决。通

过论战，唯物史观进一步扩大了影响，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得到进一步发

展。论战促使人们对中国历史，有更深的思考。吕老发表的相关论说，有

重大的理论与实际意义。

吕振羽撰写 《简明中国通史》，是把中国史作为一个过程把握，根据

正确的方法 论，和 世 界 史 作 比 较 研 究。他 指 出 学 术 的 “中 国 化”，所 谓

“中国化”，就是要使先进的文化活用于中国。通过中国的具体环境和民族

革命的现实要求来活用。① 在对待文化传统上，有两种倾向要反对，一种

是所谓的文化贩运主义，一种是文化闭关主义，实际就是文化上的排外主

义或者说是文化上的保守主义，新史学家要以世界史的眼光对待传统文

化，振奋民族精神。

20 世纪 30 年代，一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以开放的眼光看待中

西史学的问题，吕振羽就是代表。他对传统史学、对传统文化的合理内涵

充分肯定，从理论上阐明了正确对待中西史学的必要，重视传统，不是无

分析地全盘接受，说:

历史上，相互交替的两种本质不同的文化，不是一刀两断的，而

是一种辩证的历史过程。新质是旧质的否定，但不是取消而是扬弃，

也就是说，新质产生于旧质的母胎中，吸取旧质构成体中的积极因素

而又把旧质革除; 而新质是在旧质的内在矛盾斗争基础上发生的，并

不是任何旧质的东西的生命的延续或化装。②

西方学人也注意到中国和世界文化的关系研究的重要性，这表明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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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眼光的意义。如美国汉学家费正清等就是代表。他们的努力，促成 “中

国学”的形成，他们同样体会到，互联互通的探讨是必要的。“我们尝试

着对中国思想的具体内容和历史意义进行理解。”① 这是中外学人共同的意

愿。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互联互通，是历史的实际，也是共同的要求。

治史的坚毅与创新的追求

作为现代的五大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之一的吕振羽，贡献是巨大的。

白寿彝先生在他的史学史与史学概论的著述中，谈到中国马克思主义

史学发展史过程，系统肯定吕振羽在社会史、思想史、通史诸多方面的开

启的意义。
———在社会史方面。
1934 年，吕振羽写的第一部史学专著 《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翦伯

赞在他的 《历史哲学教程》中，认 为 这 是 在 中 国 先 阶 级 社 会 史 研 究 上，

“尽了一个开端的任务”。( 《历史哲学教程》)

1936 年又出版了 《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这两部书是运用马克思主

义研究中国原始社会史的早期著作。②

1942 年的 《中国社会史的诸问题》收入的四篇论文，是对二三十年

代关于中国社会论战的较系统的总结，吕老认为: 这部书反映了中国新史

学，“可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参考资料”③。
———思想史方面。

吕振羽同志于 1937 年出版了 《中国政治思想史》 ( 上下册) 一书，

“这是我国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论述中国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的历史著

作”。……吕振羽提出 “深入地开展对民族文化思想之史的研究，把研究

成果提供到实践去，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来说是必要的课题”④。

吕振羽十分重视史学思想的研究，对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具有重要意

义。“他认为能代表先进思潮的史学思想及其著作，自然会对历史起好的、

积极的作用。历史观点、史学思想可谓是史书的灵魂，对史书潜在价值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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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十分关键的作用，是对史著学术价值、社会价值评价的重要因素”①。
———通史方面。
1941 年 《简明中国通史》上册、1948 年的下册，“这是我国历史家运

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作指导编撰中国通史的最早的尝试”②。

吕振羽治史的努力，取得一系列开拓性的成果，也壮大了中国马克思

主义史学队伍。1939 年秋，吕振羽奉周恩来电召来到重庆。侯外庐高兴地

说: “振 羽 的 到 来，政 治 上，我 们 多 了 一 位 知 己，学 术 上 就 像 添 一 支

兵马。”③

皖南事变后，吕振羽奉命转移，当他要去华中新四军离别重庆友人

时，侯老谈到吕振羽，说: “我觉得，振羽身上有一种特别的气质超乎学

界朋友之上。那是一种英雄气概。振羽的作风特别求实而不尚空谈。他的

作别，令我想起古之壮士，振羽的精神当然不是古之壮士所能比拟，但恰

在此中我发现了他不凡的气概。这是深信必胜者宁以血荐而不肯坐待的气

概。其中不掺杂什么浪漫成分。”④

吕振羽总是把历史问题的探讨，作为推进历史发展的力量。
20 世纪 30 年代的“中国社会史性质”的论战，更是把对这个问题的争

论，推向一个新阶段，在一定意义上说，成了国际史学界关注的焦点。对这

个问题的理解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的价值，同时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争

论实际关系到对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认识，关系到对中国向何处去的思考。

抗日战争时期，无论在延安地区还是在重庆等地区的史学工作者，把

中国历史发展历程的理论思考与现实的走向结合起来，开展了深入的研

究。吕振羽的研究，是突出的代表。

新中国成立后，关于中国历史的一系列讨论，是过去争论的延长，不

同的是新中国史学工作者是在更加自觉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基础

上，提出自己的看法，在认识到人类历史发展有共同行程的基础上，具体

思考中国历史的具体过程和特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论说各有不同，但

值得肯定的是，都是努力以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为指导，从生产工具上、

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各个方面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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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上，提出自己的认识。尽管在理论的掌握上，在史料的运用上，在研究

的视角上有差异，但在主观上是要以唯物史观的原理去分析问题，这是中

国史学工作者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并使之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

合，解决中国历史问题。争论的激烈，恰是从各个方面表现出，史学工作

者对唯物史观学习的热情。
吕振羽有自己的理论思考，认真考察中国各民族的历史与文化，提出

自己的创见。他的史学探索，体现出史学家的时代使命感、责任感。
在学术评论上，吕振羽坦言自己的认识，对自己也是不断反思。在

《中国政治思想史》的 《导言》中说: “我所划出的这个轮廓，只是暂时

的，将来在我们的研究的进行中，如发现不妥时，再予以不断的更正。”①

从 1963 年到 1965 年，就是在失去自由的情况下，吕老仍然继续历史

探讨与史学研究，完成 《史学评论———读报随笔》20 万字。如他在 《随

笔·自编集目》中，还提出 “从事 《简明中国近代现代史》《中国近代现

代哲学史》《亚洲简史》等著作”的写作计划。② 在 《史学评论》中，他

直抒己见，坚持信念，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治史求真的品格，“表现

了著者对党对马克思主义的无比忠诚和作为史学家对我国社会科学发展的

高度关注和责任感”③。

“史”与“诗”熔铸的情怀

《吕振羽全集》第十卷，展现出吕振羽学术的又一组光彩篇章: 《回忆

录》《学吟集诗选》《学吟集诗选补》以及 《日记》《书信》。
吕振羽史学的一个耀眼风景是在他的治史中，又融入 “诗”的情怀。

这由史发而为诗: “敢把日游入正史，欲从今古究长河”④。
据 《吕振羽全集》的 《前言》的统计，吕老的 《学吟集初草》收录

诗近三千首。《咏史》以诗评史、评议古今历史人物，“历史人物一一评，

物观如矢扬群氓”⑤; 而史学家入于 《诗》中的 《华峤范晔两 〈后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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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问偶成》，别开生面，是提倡实学的警世之作。①

吕老诗中，除蕴含史识、抒发感怀、记述经历外，还有浓浓亲情、乡

情。如在 1962 年 《听少文同志述台湾思乡诗》中，写道 “今夕知何夕，

他乡说故乡。看人儿女大，为客岁年长。戎马无休歇，关山已渺茫。一杯

柏叶酒，未饮泪千行”②。他称赞亲人老伴江明同志，是 “革命老伙伴，文

章一字师”。本书收录了诗的手迹。

吕老在完成一系列史学著作的同时，还写出近三千首诗，这是怎样的

精神呵! 即使是专业诗人，也令人震惊。

诗中有史、诗中有情，史化为诗，是呐喊，是追求，是信念， “诗言

志，歌永言”。

杜甫以 “诗”化 “史”，司马迁的 《史记》的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

之变，成一家之言”写史，成为史家千古之绝唱，无韵之 《离骚》。

吕诗同样是史，是 “史”与 “诗”熔铸成的情怀、理念。

他的诗的高峰创作时间，为 1963 年 1 月 9 日至 1967 年 1 月 9 日，也

正是他蒙受不白之冤之时。而诗中体现的对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前途的信

仰，对祖国、对人民、对领袖、对友人、对亲人的热烈的爱，未曾磨灭一

丝一毫。一首 《马克思赞》就有二百七十余行，概括了马克思学说的形成

与发展; 长诗 《祖国颂》讴歌中华五千年的悠长历史; 诗集中有对先进思

想家、改革家的无限景仰，有对民族文化的赞颂; 长诗 《孔子逝世二千四

百四十周年》，是一部民族文化学术史的赞颂; 他称王夫之学术的影响，

是 “史学船山掀巨浪，欲明理势穷长河”③。1968 年他在狱中惊闻国家主

席刘少奇被永远开除出党后，不胜愤懑，默咏出: “二十世纪风波寒，三

顶帽子绝代冤。忠奸功罪全颠倒，吁天辩诬董狐篇!”④ 总之，吕老 “史”

中有 “情”、有 “爱”; “诗”中有 “史”、有 “理”。

伟矣哉，吕振羽之诗与史!

022 理论与史学

①

②

③

④

《吕振羽全集》第 10 卷，第 300 页。
同上书，第 313 页。
同上书，第 197 页。
同上书，第 390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