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奋力翻译外文著作、积
极传播马克思主义

1920年6月，施复亮赴日本留
学、养病，同时受党组织委托筹建
旅日华人中的早期共产党组织。他
刻苦攻读，很快便克服语言障碍，
从1921年起就大量翻译日文版宣
传马克思主义的著述寄回国内发
表。1922 年初回国后，他边工
作、边著述，坚持不懈地致力于马
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据不完全
统计，民主革命时期，他翻译的著
作达24部之多，其中，独立翻译
15 部，其中包括：班纳柯克著
《马克思主义和达尔文主义》、蒲格
达诺夫著《经济科学大纲》、石滨
知行著 《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史》、
上田茂树著《世界社会史》、福本
和夫著《社会进化论：社会底构成
及变革进程》。

《社会经济丛刊》由施复亮发
表于上海 《民国日报》 副刊 《觉
悟》上的《劳动问题》、《社会主义
底进化》等译文集结而成；《马克
思学说概要》与《资本论大纲》两
部是高畠素之的著作；《资本制度
浅说》《辩证法与资本制度》 和
《转形期底经济理论》为山川均的
著作。施复亮的译著中有两部关于
财政学的著作，其中，《新财政
学》原著者阿部贤一，《财政学大
纲》原著者大内兵卫。此外，他还
有《欧美无产政党研究》和《苏俄
政治制度》两部关于政党和政治制
度的译著。

《欧美无产政党研究》和《日
本无产政党研究》两部译著为大家
了解世界各国的无产阶级政党提供
了重要参考。《苏俄政治制度》主
要介绍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联盟”“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
埃共和国”的政治制度。

施复亮与他人合译的著作有9
部，包括：与陈望道合译的《社会
意识学大纲》（原著者蒲格达诺
夫）；与钟复光合译的著作有《苏
联经济政策及社会政策》《近代社

会思想史要》《工会运动底理论与
实际》《现代唯物论》《社会进化与
生物进化》等5部；与周白棣合译
的著作有《实用经济学》《美国资
本主义发达史》《经济史纲》 等
3部。

这些译著是施复亮 20 余年呕
心沥血、奋力翻译的成果，不仅数
量众多，而且内容丰富，几乎涵盖
了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
义等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方方面面，
它们中的大多数出版后深受欢迎、
数次重印、广为流传。

深入开展理论研究、努
力探索中国革命道路

施复亮在完成繁重工作任务
的同时，还积极开展理论研究，
为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付出了巨
大心血。据不完全统计，他出版
的编著、专著达17部之多，内容
涵盖了社会问题、政治问题、经
济问题等诸多方面。

施复亮从步入社会起就始终关
注着中国的社会问题，他曾说，社
会问题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包含着
劳动问题、农民问题、妇女问题、
民族问题、社会政策、社会主义、
社会运动以及其他一切由现社会的
矛盾与缺陷中所产生的问题及其解
决方法。他关于社会问题的著作有
7部，其中5部编著、2部专著。

1922 年，施复亮编著的 《劳
动运动史》（署名施光亮） 由汉口
长江书店出版，后又多次再版，其
中 1927 年第 4 版后附有“勘误
表”，对多处文字及表述错漏进行
了修正，体现了其严谨的治学
作风。

1923 年秋，施复亮到上海大
学社会学系任教，主要讲授 《社
会运动史》《社会思想史》《社会
问题》 三门课程，他编写课程讲
义，于是 《社会运动史》《社会

思想史》《社会问题大要》 三部编
著 先 后 问 世 。 其 中 ，《社 会 运 动
史》 出版地及出版年代有待考证；
《社会思想史》 1924 年由上海书店
出版；《社会问题大要》 1929 年由
上海南强书局出版，后又多次再
版。另外，他还编撰了 《社会科学
小辞典》（署名施伏量），1935年由
上海新生命书局出版，其中共收录
政治、经济、社会、哲学、史地、
诸科学及国际知识等重要名词、事
件 1320 余条，为普及社会科学知
识贡献良多。

施复亮关于社会问题的两部专
著为 《社会问题之基础知识》 和
《社会科学的研究》。其中，《社会
问题之基础知识》（署名施伏量），
1930年由上海新生命书局出版，主
要阐述了“资本主义社会”“劳动
立法”“劳动运动”“农民问题”

“民族问题”“妇女问题”等；《社
会科学的研究》（署名施存统），
1930年由上海宏远书店出版，主要
阐述了“社会科学”“社会问题”

“社会思想”“社会运动”“社会革
命 ”“ 国 际 知 识 ”“ 社 会 科 学
家”等。

除此之外，施复亮还出版了关
于政治、经济等问题的专著10余部。

1926 年 8 月，他受党组织委派
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教，主要承担
《社会进化略史》《中国国民党的组
织及训练》 两门课程的教学，因
《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及训练》没有现
成的教材，他便自己撰著 《中国国
民党的组织及训练》 一书，并于
1926年底在广州出版，后来又被翻
印、再版多次。他在该书自序中
说：“这是我与中大同学叙首二月的
一个纪念品。我希望由这本小册子
的介绍，使我对于中大同学能有一
个小小的贡献，在革命的进程中手
携着手欢乐地前进。”

《目前中国革命问题》《中国革
命与三民主义》《中国革命底理论问

题》 三部著作，由施复亮发表在
《革命评论》《新生命》 等刊物上的
文章分别集结而成。其中，《目前中
国革命问题》 和 《中国革命与三民
主义》 1928 年由上海复旦书店出
版；《中国革命底理论问题》1928年
由上海新东方书店出版。另外，《复
兴中国革命：附中国革命问题》（署
名施存统） 1929年由上海复旦书店
出版，主要由他1928年在上海大陆
大学的讲演稿集结而成。这4部著作
性质相同，主要阐述他对中国革命
前途的政治见解，也是他认真思索
中国革命前途所发出的呐喊。

施复亮向来比较关注日本的动
态，1929年初，他的专著《日本无
产政党研究》（署名施伏量）由上海
新生命书局出版，主要内容为他发
表于刊物的 《日本无产政党底过去
和现在》《日本普选与无产政党》
《劳动农民党底成立及其解散》三篇
文章，同年4月再版时又增加了《从
无产大众党到日本大众党》 一文，
他期待该著的出版在当时的反日高
潮中，能够帮助国人加深对日本问
题的理解，能够使国人对日本无产
政党的现状有更加明确的认识。九
一八事变后，他更是积极发表自己
的抗日主张，并于1937年由上海进
化书局出版专著《民主抗战论》，提
出了“持久的全面的抗战”“全民抗
战”“民主的抗战”等主张，形成了
自己的抗战思想。

在关注中国社会问题和政治问
题的同时，施复亮也非常注重对中
国经济前途的探索和思考。1932年
他的 《中国现代经济史》 由上海良
友图书公司出版，这是他系统研究
中国经济的专著，其中提出了当时
中国经济的性质是“殖民地化的复
合的资本主义经济”、中国经济的前
途 只 能 是 实 现 社 会 主 义 等 重 要
观点。

面对抗战后期日益严重的经济
危机，他不但呼吁国人要重视经济问
题，还身体力行地致力于大众经济知
识的普及。1942年9月至1943年1月
间，他连续为《新民报》撰写92篇普及
经济知识的短文，因深受读者的喜
爱，这些文章又于1944年集结成《经
济漫谈》一书，由重庆文聿出版社出
版。他的好友寇如松在序言中赞叹
说，该著把很难懂的理论用经济事实
很平易地叙述出来，读起来不像是在
研究经济问题，更像是在读一本故事
书似的引人入胜。

另外，施复亮还著有 《人生问
题五讲：做人·做事·及男女问
题》，1947年由上海新鲁书店出版，
该著由他1942年为四川省银行行员
训练班编写的“服务哲学大纲”讲
演稿删改增补而成，对广大青年关
于人生问题的思考助益颇多。

以上著作是施复亮积极探索中
国革命道路的理论结晶，也是他民
主革命时期心路历程和人生经历的
写照，它们涵盖了他对中国命运前
途的关切、对国共合作的积极宣传
和对中国社会问题、经济问题、民
生问题的理论探讨等诸多方面，为
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
结合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

（作者系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
员，历史学博士）

施复亮的著作
宋亚文

施复亮（1899-1970），原
名施存统，又名施伏量、施光
亮等，浙江金华人。他是中国
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的主要
成员、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共青团前身）中央首任书记、
中国民主建国会第一至三届
中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也是
著名的政治家和经济学家。

民主革命时期，施复亮除
在报刊发表大量文章外，还出
版译著、专著和编著等 40 余
部，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的传播和对中国革命道路的
理论探索，为中华民族的解放
作出了重要贡献。

关露，这个名字能够唤起人们记忆的
恐怕仅是：她曾是“左联”作家。至于作
品，说句不恰当的话是：待考。因为实在
难以找到人们耳熟能详的作品。不过，历
史上关露的叱咤人生以及恩怨情仇，实在
让人难以释怀。

关露 1907 年生于山西右玉县，姓
胡，名寿楣，又叫胡楣，曾一度与张
爱玲、苏青、丁玲齐名，被称为上海
滩四大才女作家。她这个才女，有点
儿不“安分”。在民族危亡之际，把笔
杆放在一边，大义凛然地走到生死攸
关的谍报前线。

抗战爆发后，有着十多年党龄的关
露，通过胞妹关系，潜伏到汪伪要员李
士群身边，获取大量有效情报，转交潘
汉年后发往延安，并通过她在李士群身
边的声威，营救释放被日伪逮捕的党员
和进步人士，掩护新四军运粮送药，签
批特别通行证，派人护送党的高级干部

通过封锁线等要事。
新中国成立后，意气风发的关露很

想重走文学之路，热情地投入到 《苹果
园》 的创作中，但她并没能如愿，接二
连三的运动，揭开她不光彩“老底”。从
功德林到秦城，两次坐牢，十年生死，
磨平了她的意志和锐气。此后，关露参
加 了 四 次 文 代 会 ， 此 时 她 已 是 垂 垂 老
者，再也见不到意气风发的往昔。1982
年因过量服用安眠药，结束了自己的人
生之旅。

远走的关露，被她的老同事以及挚友们
时常牵挂，并给了她中肯的评价：夏衍说，
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关露内心一直非常
凄苦。周扬说，她为人很善良。

“春天里来百花香，郎里格朗里格朗
里格朗”，这句歌词，据说是她的作品。
时 至 今 日 ， 即 使 找 不 到 关 露 的 鸿 篇 巨
著，这首欢快的歌词，也足以让人时常
记起这位才女作家。

“待考”的作家关露
郭良正

1932 年，熊式一因无“海归”背
景，无法获得大学教职，一气之下，远
渡重洋到英国留学。

熊式一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英文
科，自 1929 年起，他就在 《小说月报》
《新月》等新文学杂志发表翻译英国大剧
作家萧伯纳、巴蕾等的作品，受到徐志
摩的推崇。也许正是这个原因，他到英
国最想见的3个人之中就有萧伯纳。

这个愿望很快就得以实现。他抵英
不久，萧伯纳也结束访华归来，专门邀
请熊式一到家中做客。这次会面给熊式
一留下深刻印象。当时萧伯纳已近80岁
且是誉满全球的大戏剧家，而熊则是刚
30出头的年轻学生。萧伯纳不但替他脱
大衣、移椅子，而且请他先坐下，自己
才就座，让熊式一感到惊奇佩服。

到英国后不久，熊式一开始尝试用
英文创作，自然免不了向萧伯纳请教。
最先请萧伯纳过目的是英文戏剧 《财
神》，萧伯纳一面称其“比英国人写的英
文高多了”，一面又说“应该叫它做中国
的英文”，令熊式一摸不着头脑。

后来，熊式一又创作了戏剧 《王宝
钏》，获得巨大成功，不仅在英国连演3
年，在美国巡演也大受欢迎，剧本出版
后十分畅销。对此剧批评最严的正是萧
伯纳。戏未上演时，他不置一词，等到

演了快 3 年了，他才向熊式一泼了一盆冷
水：“这只能算是一出三文不值两文的传奇
老腔旧调戏而已。”

与此相反，萧伯纳对熊式一创作的另
一出戏《西厢记》却大加赞赏，不吝赞美
之词。他在信中称《西厢记》“是一首令人
心爱的舞台好诗，可与我们最佳最妙的中
古经典戏剧并驾齐驱”。

在萧伯纳“不要等旧戏上演了再写新
戏”的劝告下，熊式一紧接着创作了剧本
《大学教授》，并在扉页献词中将此剧献给
萧伯纳。1939年，该剧在摩尔温戏剧节上
演，与之同台的是萧伯纳的晚年杰作《查
理二世快乐的时代》。在一系列交往中，萧
伯纳的特立独行与风趣幽默给熊式一留下
了深刻印象。

一次，熊式一带了老同学去拜访萧伯
纳，老同学极力夸赞萧伯纳牙齿好。没想
到，萧伯纳马上从嘴里掏出一排假牙，递
到老同学手上，让他仔细欣赏。

萧伯纳八十大寿，熊式一将梅兰芳送
他的一把古铜拆信刀作为寿礼转送给萧伯
纳。一次，二人在街上偶遇，萧伯纳从口
袋掏出一个先令给熊式一，并请熊夫人作
证，他是花了一先令买的刀。原来，按西
方风俗，凡是朋友间送刀，友情就会被割
断。萧伯纳就是用这种独特的方式维护着
自己与熊式一的友情。

熊式一与萧伯纳
年世墨

李大钊遇害后，有一块没有公开面
世的墓碑深埋地下陪伴着他，这是怎么
回事呢？

1927年 4月 28日，在当时的京师看
守所，李大钊等 20 人被秘密送上绞刑
架，李大钊第一个英勇就义。

李大钊生前身系 5 所高校的教授，
收入不菲，本可以过上富足的生活，但
他将工资等多用来作为革命经费，或者
资助困难学生，或捐给公益事业，自己
所留的并不多。当时北大校长蔡元培得
知此情况，曾吩咐学校会计每月发薪时
将李大钊的大部分工资直接送到他家
中，交其夫人赵纫兰，以免被李大钊

“挪作他用”。
李大钊被害在全国引起极大震动，当时

督军潼关的冯玉祥闻讯放声大哭，并召开追
悼大会，令各机关、各部队下半旗志哀，中
级官长以上戴黑纱一周。刘半农称赞李大钊

“温良长厚，处己以约，接物以诚”。
李大钊牺牲后，灵柩曾在北京浙寺

里存放了 6 年。直到 1933 年 4 月中旬，
蒋梦麟、章士钊等北大教授、民主人士

共同发起为李大钊举行公葬。当时具体工
作是由中共领导的左派组织革命互济会做
的。

送葬的队伍来到西单路口，有人拿出
一面早已准备好的中国共产党党旗覆盖在
李大钊的棺木上。同时，一路上不断有人
大声疾呼李大钊的事迹和精神，宣传他的
主张。此举引起了国民党宪兵的恐慌，他
们极力阻挠，还抓了不少学生。

出殡的队伍到达万安公墓，看坟人跑
过来说：“今天一大早，有一辆骡车拉来
一块石碑，说是给李先生坟前立的。”众
人一看，石碑的上方刻着一颗红色的五角
星，内刻镰刀斧头，碑文是“中华革命领
袖李大钊之墓”。经过商议，大家感觉这
样的碑要是公开立起来，肯定会遭到反动
派的破坏，还是隐蔽一点为好。于是将碑
埋在墓旁地下。

1982年，中共中央决定在万安公墓内
建李大钊烈士陵园，有人想到这块碑，一
挖果然挖到了，随后被保存在陵园纪念馆
里。此碑才得以重见天日，向世人静静地
诉说着那一段黑暗的历史……

李大钊的墓碑
周二中

黄炎培是中华职业教育社、中
国民主政团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
创始人之一。在他的一生中，还曾
经有过几次“老板”经历，被誉称
为“老板中的老板”。

任上川交通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

20世纪初，上海与川沙两地间
人员往返频繁。黄炎培关心桑梓，
并判断出两地交通需求必然旺盛，
决心发起修筑上川小铁路。1921
年1月，黄炎培号召川沙乡绅张志
鹤、顾家曾等人，发起成立“上川交
通股份有限公司”，黄炎培担任董
事长，拟集资 20 万元修建上川铁
路。

1922 年 2 月初，上川铁路开
工。由于顾伯威等人精心经营、谨
慎施工，至1925年10月自上海浦

东庆宁寺至川沙龚路镇一段建成，
长12公里，建桥梁17座。10月8
日举行通车典礼，黄炎培与公司同
仁招待各界来宾 500 余人。试车
日，每日来回4次；当日乘客即达
700人次。以后计划增加到每日8
次来回。

1926 年 7 月，铁路续通至川
沙，全长 21 公里。1934 年 5 月，
上川公司与川沙县政府订立租用川
钦县道合同，将上川铁路向东延伸
至小营房，原在四灶港北的川沙站
搬至川沙镇北重建。1936年 3月，
又从小营房向南修筑至南汇县的祝
桥镇。至此，上川铁路全长达
35.35公里。

上川铁路促进了浦东地方经济
的发展。《川沙县志·交通卷》记载：

“自上川铁路通行，遂成了强有力之
交通主干，四乡公路、邻区航运，相
机而兴……循是以进，若干年后，蕞

尔川沙，当有较速发展。”

任重庆建夏企业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

1942 年 7 月，黄炎培等发起成
立建夏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由重庆
市社会局转呈国民政府经济部核准
登记，资本总额为国币125万元。公
司取名“建夏”，寓有建设华夏之
意。黄炎培任董事长，钱新之、霍
宝树、刘航琛、浦拯东为常务董
事。4位常务董事皆是当时中国工商
界赫赫有名的人物。

钱新之是民国时期江浙财阀的
代表人物之一。曾任南京国民政府
财政部次长、浙江省财政厅厅长、
中兴轮船公司董事长、中华职教社
董 事 会 主 席 、 金 城 银 行 董 事 长 。
1949年去香港，后定居台湾，1958
年6月卒于台北。

霍宝树曾任浙江省建设厅农矿
处处长、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设计
处处长、中国建设银行公司董事、
中国银行副总裁、淮南矿路公司董
事长、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署长。
1949年前往美国，1959年任台湾中
华开发公司总经理。1963年12月在
美国病逝。

刘航琛曾任四川省财政厅厅长、
国民政府粮食部次长、川盐银行董事
长、国民政府经济部部长。1949年去
台湾，1975年9月卒于台北。

浦拯东曾任交通银行汉口、重
庆分行经理，汉口银行公会主席，
四行联合办事总处贴放处处长。抗
战胜利后任上海市财政局一局局
长，上海市银行董事长、中汇银行
总经理，兼任交通银行、中国农民
银行、太平洋保险公司、润华企业
等多家银行、公司的董事、常务董
事、总经理、协理等职。

由于史料散佚，建夏企业股份
有限公司的经营、业绩、关停等情
况，现今难以翔实完整地了解。不
过，黄炎培先生能够团结钱新之、
浦拯东等当时政界、商界的“风云
人物”，说明他卓尔不凡的个人魅力
与社会影响力，被誉称为“老板中
的老板”是实至名归的。

黄炎培当“老板”
王荣 王抒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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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陶行知为了推行“改革全
国乡村教育”的主张，告别安逸的教授生
活，来到南京北郊神策门外的一个荒凉山
庄，创办了晓庄师范。陶行知刚到这里的
时候，没有住宿的地方，就和同事们借住
在附近的农民家里，条件艰苦，他却很乐
观。在写给妻儿的信里说：“我们晚上睡
在稻草上，暖和得很，比睡在弹簧钢丝床
还舒服。我们六个人睡在一起，一位是钱
向志先生，三位是安徽公学的校工，一位
是我自己，还有一位比较特殊的朋友，你
们猜猜是谁？我想，你们猜上三天也不会
猜出来，呵呵，猜不出来吧，还是我来告
诉你们吧，它是一头耕地的水牛，睡在我
们旁边，它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且忠厚
老实，也非常干净。”

同事们一觉醒来，看着边上的牛，总
感觉有些不对劲。陶行知却对大家说：

“在我们安徽，称绩溪人为绩溪牛，因为

那里的人吃苦耐劳，我们应尊重牛，而且要
学习牛拉犁不松套的精神，牛是农家的命根
子，牛是我们人类最亲近的朋友。美好的生
活是需靠我们像牛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
息、脚踏实地辛勤劳作换来的。”

晓庄师范学校举行开学典礼的那天，陶
行知亲笔撰写了一副对联：“和马牛羊鸡犬
豕做朋友，对稻粱菽麦黍稷下功夫”。此联
读来不仅风趣幽默，更重要地蕴含了他一贯
倡导教育改革的宗旨，旗帜鲜明的倡导深入
农村接触社会。陶行知是这样说的，也是这
样做的，他身体力行，穿上布衣草鞋，和师
生一起开荒生产，挑粪种地，睡地铺，住牛
栏，并与牛为友。他与牛为友，可谓恰如其
分地表达了他就像一头老黄牛一样吃苦耐
劳，默默奉献的精神。他一生为发展中国的
平民教育鞠躬尽瘁，扑心扑命，用鲁迅先生
的“俯首甘为孺子牛”来形容他的一生，再
贴切不过了。

陶行知与牛为友
张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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