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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巨著，三重境界
———读吴汉全教授的《李大钊与中国社会现代化新道路（外二种）》有感

李继华

（滨州学院 李大钊研究所，山东 滨州　 ２５６６００）

吴汉全教授新著《李大钊与中国社会现代化新道路（外二种）》，１ ／ １６ 的开本，１０００ 余页的厚度，
１３０ 多万字，确实是鸿篇巨制。在李大钊研究的历史上，如此分量的学术性专著，实属少见。

《李大钊与中国社会现代化新道路（外二种）》这部巨著，包含三大部分：《李大钊与中国社会现代

化新道路》、《李大钊研究史（１９２７—２００４）》和《李大钊研究文选（１９８８—２００９）》。尽管在分量上有些
差异，实际上就是三部书，并且都是关于李大钊研究的。汉全教授是中共党史名家张静如先生的门

生，早已是中国李大钊研究界的著名专家。清代文学家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讲到：“古今之成大事

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

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此第三境也。”汉全教授这部巨著中的三个部分，倒是可以与这三重境界相契合。

《李大钊研究文选》是汉全教授多年撰写的李大钊研究成果的汇集，颇有“昨夜西风凋碧树。独

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的境界。汉全教授自 １９８８ 年发表李大钊研究论文起，二十多年一直坚持李大钊
研究。近十几年来，他努力开创新的研究领域，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领域颇有建树，但李大钊研

究仍然是他的“看家绝活”。可以说，这部《李大钊研究文选》是汉全教授最早的研究成果和二十多年

学术研究的结晶，也是本书的基石。这一部分收录了作者 １９８８ 年到 ２００９ 年间在《近代史研究》、《史
学史研究》、《史学月刊》等刊物已发的论文 ６０ 篇，按时间顺序排列，反映作者在李大钊研究方面的探
索之路。该作涉及众多领域，纵论李大钊思想、活动和学术研究的各个层面，研究李大钊的青年观、宗

教观、伦理观、法律观、民主观、自由观、真理观、人生观、政党政治观、社会主义观、社会现代化观、生产

力观、文学观、教育观、美学观、史学观、哲学观、国民性观、传统文化观、西方文化观、外国学术观、中国

学术观、中国古代史观、中国近代史观，等等。可以说，在古今中外视野中观照李大钊的思想和活动，

从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文学等学科阐发李大钊的历史贡献，是《李大钊研究论文

选》的显见特色。此种广阔的研究视野，只有厚积薄发、博学深研者才能达到，真可谓是“独上高楼，

望尽天涯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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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研究史》是汉全教授对李大钊研究历史的学术梳理，可谓是其“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

得人憔悴”的学术结晶。《李大钊研究史》是张静如先生最早提出来的科研课题，其意义在于为李大

钊研究者提供学术史的研究基础，这也是许多学者（包括本人）想做而没有做成的难题。《李大钊研

究史》篇幅虽然不长，但纲目清晰，内容简约有致，材料搜罗丰富，梳理和总结了李大钊研究的历史，

对整个李大钊研究有重要的推进作用。这部分共五章，第一章是“解放前的李大钊研究”，第二章是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李大钊研究高潮的兴起”，第三章是“１９７８—１９９４ 年间李大钊研究高潮的再度兴
起”，第四章是“世纪之交李大钊研究的新进展”，第五章是“新世纪李大钊研究的展望”。此部分的附

录是汉全教授在不同时期撰写的几篇综述以及阐述张静如先生研究李大钊贡献的文章。可以说，此

部分的研究开拓了李大钊研究新的领域，以学术研究的实践具体地展示了李大钊研究的新方向。

《李大钊研究史》是吴汉全教授从学术史视角总结李大钊研究的创新之作，对于近八十年来的李大钊

研究成果进行了细致梳理，提出了李大钊研究的“两次高潮说”，并对今后的研究方向予以规划，对今

后的李大钊研究有着指导性意义。用“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句话来说明汉全教授的

研究历程和刻苦精神，应该说是较为贴切的。

《李大钊与中国社会现代化新道路》是汉全教授运用现代化理论诠释李大钊历史贡献的新作，其

境界可谓是“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该部分是汉全教授研究李大钊的

又一高峰。汉全教授经过了 １５ 年的艰辛探索和学术积淀，在发表的 ６０ 多篇李大钊研究论文的基础
上，于 ２００２ 年郑重地出版了 ４８ 万字的《李大钊与中国现代学术》（河北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版），奠定
了其在中国李大钊研究界的领先地位。在国内李大钊研究界，张静如先生率先提出要运用现代化理

论研究包括李大钊在内的现代历史人物，以开创历史人物研究的新局面。汉全教授在张先生门下攻

读博士学位时，接受了张先生的这一理论，进而开始了《李大钊与中国社会现代化新道路》的写作，其

后的几年又多次加以修改。这部《李大钊与中国社会现代化新道路》，从社会现代化视角解读李大钊

的历史活动，对于李大钊寻求社会现代化新范式、建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领导和组织政治现代

化运动以及在推进文化现代化方面的努力作了全面而系统的梳理，展示了李大钊作为中国社会现代

化先驱的崭新形象。该部分特别注重对既有史料的重新诠释，为原有史料赋予了新的历史内涵，在史

料的运用方面显现了作者独特的理论思维。该作学术视野开阔，理论运用娴熟，分析尤为到位，立足

于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来考察李大钊，是研究李大钊与社会现代化关系、阐述李大钊对中国社

会现代化历史贡献的第一部学术专著，也是运用新视角、新境界来研究李大钊的精品之作。

《李大钊与中国社会现代化新道路（外二种）》，以王国维的三重境界说来细细品味，确实给人以

“金字塔”的具体形貌，且显现出层级分明、自下而上、不断推演、蒸蒸日上的动态图景。这部鸿篇巨

制颇能展示汉全教授治学“三境界”之路径。

寻找新视角，阐发新问题，进入新境界，是每个研究者所倾心追求的，却不是每个人都能达到的。

既需要“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的登堂入室和学术铺垫，也需要“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和“众里寻她千百度”的艰难探索，才有可能达到“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境界和收获！

吴汉全教授学术领域宽广，在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马克思主义理论、政治学等多个学科都颇有建

树。评价其在李大钊研究领域的贡献确实不易，笔者自知功力不够，只能就《李大钊与中国社会现代

化新道路（外二种）》著作，以王国维的“三境界说”谈点粗浅的感想，权作汉全教授这部李大钊研究巨

著的一个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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