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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抗战时期延安知识分子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国化

蒋明敏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南京210044)

摘要：在中国共产党的召唤和鼓动下，大批聚集在陕甘宁边区的知识分子，以各类学校、研究机

构为依托，系统编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广泛开展宣传教育工作，在文化战线上冲锋陷阵。其

中，以王学文、王思华和何干之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立足于边区抗战、革命的具体实

际，研究并致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提出一系列富有创见的经济政策，指导了根据地的大生产

运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文化层面的展开，不仅提高了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境界、文化水平

和政治素养，而且与政治层面相互配合、互为支撑，不断深化着抗战建国的实践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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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13战争爆发前后，随着国内外形势的

急剧变化，中国共产党适时调整政策大量吸收

知识分子，使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迅速

聚集大批进步文化人士，汇聚成近代史上一个特

殊的知识群体。从职业上说，他们集中于思想文

艺界，主要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涉及哲学、史

学、经济学以及文学和艺术等领域；从学历层次上

说，他们大多是高级知识分子，青年学生虽然在人

数上占多数，但主要是专科、大学毕业生，乃至留

学生、博士生；从社会功能上看，他们自觉接受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以建构中共革命意识形态为职

责。概言之，本文指称的“延安知识分子”，是在

1935年10月19 13中共中央到达陕北至1948年

3月21 13党中央撤离陕北的13年间，以陕甘宁

边区首府延安为中心，以高级知识分子为主体，在

思想上自觉接受党的领导，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研

究，并直接服务于中共革命意识形态建构的文化

人士，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具有地域性的

社会群体。

延安时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上的重要阶

段，在此期间中国共产党人充分利用相对有利的

社会环境，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并努力将科学

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促成了中国化马克思

主义即毛泽东思想。期间，知识分子起着特殊重

要的作用。这些思想进步、学养深厚的革命知识

分子从学理上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全

面阐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阐释和论

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规范。他们与领袖群

体相互合作、互相启发进行理论创新，使之成为实

践创新和社会变革的先导；他们深入民间，走进群

众，自觉将马克思主义与群众认知相对接，推动马

克思主义大众化。

其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相较哲学、史

学、文艺理论等领域显得相对平淡，以致长期为学

术界所忽视。事实上，这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

紧密联系抗战建国的具体实际，译介马克思主义

经典著作，编写经济学课程教材，运用马克思主义

经济理论分析中国经济问题，积极开展社会调查，

甚至亲自参与边区建设，自觉将经济理论服役革

命实践，尤以王学文、王思华和何干之的贡献为

最。王学文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

他早年考入13本京都帝国大学经济学部并受教于

河上肇，1937年春奉命调入延安，担任马列学院

副院长等职。在此前后，他撰写了《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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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政治经济学基础知识》、《无产阶级政治

经济学的特点》、《抗战以来大后方的经济》等论

著，还曾以政治经济学研究会的名义，编写了《政

治经济学研究大纲》和《中国经济提纲》，初步构

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框架。王思华

早年留学法国里昂大学、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

学院，抵达延安后，他曾在中央党校、马列学院、中

国经济研究社、军政学院等部门工作。期间，他又

写了《关于法币问题》、《怎样研究<资本论>》、

《研究中国战时经济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和《论

如何稳定目前金融》等。何干之著有《中国社会

经济结构》，被认为是用唯物史观分析经济问题

的典范之作。

知识群体在党中央的支持下，创办各类教育、

研究机构，编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开展经常性

的学习研讨，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确立创

造了条件。1939年春，发起成立政治经济学研究

会，成员主要是马列学院、抗日军政大学的教员，

由王学文负责研究会的日常工作，重点是学习和

研究《资本论》。翌年秋，政治经济学第二次研究

会成立，王思华任研究会主任，并就“价值的独立

性”和“固定资本与恐慌的关系”等问题进行研究

讨论⋯。由陈云领导，王学文、王思华等组成的

《资本论》学习小组，每隔一周讨论一次，前后坚

持学习达一年左右。在张闻天的支持和参与下，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著作的编译工作也卓有成效。

一批优秀的理论工作者克服工作、生活等诸方面

的困难，编译了多部经济学经典著作。其中，影响

最大的是《政治经济学论丛》，该书由王学文校

订，张闻天确定书名，作为《马克思恩格斯丛书》

系列之第六种著作出版。另外，何锡麟译有《<

资本论>提纲》，该书除了恩格斯的《马克思<资

本论>第一卷提纲》之外，还有关于《资本论》第

一卷的两篇书评，以及《<资本论>第三卷第二

十七章补遗》、《<资本论>第三卷补遗》等篇目。

吴文焘翻译的《英国工人运动》亦由延安中国工

人社出版。对于这方面的成绩和贡献，毛泽东作

了很高的评价。他写信给何凯丰提议，整风结束

后，中央要设立一个大编译部，请吴亮平负责，

“为全党着想，与其做地方工作，不如做翻译工

作，学个唐三藏及鲁迅，实是功德无量的”旧”82。

马克思主义不是抽象的理论原则，而是指导

具体实践的科学方法。身处延安窑洞里的马克思

主义经济学家，也不同于国统区那些书斋里的学

者，他们生活条件极为艰苦却斗志昂扬，积极参加

边区经济建设，注意从社会生活中汲取养分。如

王思华等长期深入农村，通过大量调查研究工作，

了解并指导根据地的社会生产。他亲自参加绥德

专区的农村调查，带领学生李澄、刘新一和关舟

等，到陇东地区调查盐业生产和销售情况，向边区

政府提出扶助盐业生产、发展边区运输的有效政

策；到三边地区调查畜牧业发展的情况，提出了重

点发展边区畜牧业的对策；到延安地区调查边区

石油资源生产、消费等问题，提出了扶持边区石油

生产的具体措施，等等。这些提议、对策都得到边

区政府的重视和支持，对于发展边区经济，扭转困

难局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J331。面对边区物资

匮乏、物价上涨、边币贬值的残酷现实，经济学家

们对于如何处理边币与法币的关系出现很大分

歧，但他们并没有停留在意气之争，而是努力从根

据地建设的实践中寻找答案、接受检验，并不断从

中总结发展经验。

延安知识分子非常重视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

论的研究和宣传工作。他们深入研究和阐释《资

本论》，总结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学

科特点，通过全面考察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揭示

资本主义经济形态转变的历史发生机制。他们运

用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批判资产阶级和“托

派”经济学的错误观点，广泛指导马克思主义经

济理论的学习活动，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

中国化。

一是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和学科特点。经济学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占

据重要位置，要正确把握它的学科属性，首先必须

明确其研究对象。王学文指出：“政治经济学规

定它的研究对象，是方法论上的基本要求之一，也

是政治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根本区别点所

在。”HJ2 71资产阶级经济学存在割裂经济发展中共

性与个性关系的缺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运用

辩证法唯物论的原则批判旧经济学，以一定具体

的生产关系、交换关系与商品为研究对象，注意在

特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中把握经济活动和

经济现象。其中，生产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是

“经济行为中最基本的行为，为交换、分配、消费

的起点”HJ273。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立足于研究狭

义的生产方式，透过生产方式的社会历史性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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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阐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过程和运行法

则。即是说，“每一个时代有—个时代的生产方

式，占支配的领导的地位的生产方式。这支配的

生产方式不单与站在被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有

所区别，同时也是在经济上划分时代的标

帜。’’[4]273

在《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特点》一文中，王

学文着重分析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学科特点。

随着无产阶级的不断成长、进步，无产阶级的政治

经济学不断向前发展，成为无产阶级开展斗争的

有力武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性，在于它

运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基本立场和观

点，深入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关系，把握经济

现象、活动之间的复杂联系，抓住资本主义社会的

本质与发展规律。它“具有科学的哲学之理论基

础”，能够正确把握“社会经济现象的实质”和“变

动发展的规律”，是“社会之正确的、具体的、深刻

的反映”MJ362。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集科学性、历史

性和发展性于一体，它的产生具有深刻的社会和

历史根据，是人类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的产

物。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远见性体现在通过对资

本主义经济活动、现象的深入剖析，正确揭示了社

会经济运动的发展趋势。

二是研究和阐释《资本论》，指导马克思主义

经济理论学习教育。抗战爆发前夕，王思华就把

他在北平大学、中法大学执教时的部分讲稿集结

出版，其后又对书稿加以修订，取名《<资本论>

解说》再版。他号召要认真学习经典著作尤其是

《资本论》，掌握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以之作为

分析中国经济问题的工具。因为《资本论》研究

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发展与灭亡的规律，具

有“稀有的逻辑力量”，是唯物辩证法的最好运

用，借助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学习和钻研

《资本论》，可以帮助我们提高哲学素养【3J28。这

些真知灼见至今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王思华认为，《资本论》体现了逻辑与历史的

高度统一。马克思研究的商品、货币、剩余价值、

利润、利息、地租等范畴及其内部关联，反映了资

本主义社会各阶级间的生产关系与内在联系。因

此，《资本论》中的许多范畴的理论发展与资本主

义发生的历史过程是一致的旧J27。他提出在研究

《资本论》时，要注意把握理论的内在逻辑，依据

自身隋况作具体分析。对于“已有相当素养的读

者”，应根据马克思的指示来读；对于“还缺乏政

治经济学基础知识而文化水平不甚高的人们”，

要首先具备必要的预备知识¨J12‘13。王思华严厉

批评了用阅读通俗读物代替读原著的做法，指出

这样做就“完全忽视了马克思《资本论》上的科学

方法，任意地割裂了马克思《资本论》的有机的体

系”口J16，因而《资本论》通俗本不适合作为人门读

物。他认为比较合适的方法是将《共产党宣言》、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和《卡尔·马克

思》作为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基础课程，

从《工资、劳动与资本》和《价值、价格与利润》人

手，对照着读精恩格斯的《反杜林论》第二篇和

《资本论提纲》，全面把握价值、工资、资本、利润

等重要范畴。王思华一再强调，“在《资本论》中，

辩证法唯物论是被应用于研究特殊部门”，研究

《资本论》“事先对于辩证法唯物论非有相当的研

究不可”旧J18。此外，学习世界经济发展史和地理

知识也非常必要。

三是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深入考察

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总结资本主义生产的实现

条件与特点。马克思是从研究前资本主义经济形

态发生、发展的历史人手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制度

的本质。王学文认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在封建农

奴制经济基础上分化、发展而来，具有历史必然性

和进步性。商品经济的发展推动了手工业与农业

分离，迅速集中起来的城市手工业，又带动了城乡

商品交换关系的发展，加之日益发达的交通与商

业，加速了传统自然经济的瓦解。在封建经济日

益与商品经济发生更密切关系的背景下，小商品

生产者纷纷破产而沦为被统治阶级，历史上被压

迫者的反抗斗争动摇了封建统治基础，长期孕育

在封建社会中的新经济因素逐渐取代了旧的封建

农奴制经济。

王学文深入分析了经济形态转变的历史发生

机制，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存在条件，并总结了这

一变革过程的阶段性特点。他说：“资本主义生

产的成立需要两个条件，一是一定分量的资本存

在；一是一定劳动力的供给。”【3J328对于前者，主要

由国家利用租税、公债、海外掠夺的赔款和贸易等

收人发展产业，推动社会资本积累。对于后者，现

代产业工人来源于破产或被暴力剥夺的农民，破

产的手工业者和工匠学徒，主体是旧式农民。王

学文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的三个阶段，即家内工

业、工厂手工业和大机器工业的深入分析，揭示了

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

万方数据



第1期 蒋明敏：论抗战时期延安知识分子与马克思主义盔济理论中国化 ·35·

历史走向。他强调，在垄断集团的控制下，帝国主

义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生产促进了技术

进步，在市场机制作用下，产业工人队伍不断扩

大，资本主义生产的集中化，催生了各类垄断组

织。金融资本的出现使银行资本超越了一般借贷

资本的职能，与产业资本紧密结合，进一步强化了

大资本的支配能力。为了获取高率的利息，资本

输出逐步取代商品输出，国际资本间的竞争加剧，

最终演变成帝国主义战争。

另外，王学文还进一步阐释了资本主义生产

的基本特点，指出在雇佣劳动制度下，这些特征往

往结合在一起，从这个意义上说，资本主义的生产

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之最后的对立形态。综上所

述，王学文对资本主义经济、封建主义经济的研

究，一方面坚持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原

理，另一方面又注意商品生产的发展对于社会形

态转变的意义，科学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

学说，因而是值得充分肯定的p脚。

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也高度关注

根据地的经济社会建设。王思华等人在长期实地

调查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考察近

代中国经济社会建设的具体问题，分析了不同形

态经济现象的内在联系，并结合陕甘宁边区经济

发展的实际情况，指导根据地军民深入开展大生

产运动，从多方面展开、比较系统地探索马克思主

义经济理论中国化。

第一，深入探讨殖民主义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系统总结近代中国经济的基本特点。何干之考察

了西方资本主义冲击下中国传统产业艰难发展的

历史进程，分析了殖民者对中国社会造成的深重

灾难，总结出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特点。近代以

降，中国社会发生深刻变化，传统的自然经济日趋

衰弱，商品经济因素得以发展。但是，在内、外压

力之下，这个过程极为艰辛且缓慢。传统生产方

式和文化形态改变不了中国走向世界资本主义体

系的历史命运，随着中国被卷入资本主义经济旋

涡，它逐步失去了独立的地位。财政资本的统治

将中国纳入资本主义的流通过程，但殖民者并不

希望造成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所以，西方列强的

对华政策是一种矛盾形态：在欧美各国见了封建

制度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起来作顽强的斗

争，可是等到它们在农业国里见了前资本主义关

系可作资本主义统治的台柱时，就一反过去的立

场，用尽精力来维持这些有用的制度了∞J154。由

此，通过这种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生产，中国

与资本主义国家开展经济活动，在此进程中，中国

逐步沦为西方列强的“单纯原料的生产者”、“劳

动力的供给者”，它又加剧了近代中国长期停滞、

落后的状况。

何干之进一步分析了西方殖民主义对中国农

业生产的深刻影响。土地问题是中国传统社会的

核心，其根本矛盾表现为资本主义土地所有的集

中和土地使用的分散。土地兼并造成大量耕地集

中于非生产者，也使农民失去了最重要的生产手

段和生活来源。封建地主集合了许多农业劳动力

来耕种，而小农经济缺乏应用科学方法的条件，不

利于发展现代农业经济。同时，殖民者还通过银

行、钱庄、高利贷来操控中国经济命脉。在农村，

高利贷商业资本与农村经济机构结合，地主、商人

和高利贷资本勾结，他们通过强化不公正的贸易

格局，控制着中国的经济命脉来攫取超额利润。

在这种状况下，中国城市工业受外资摧残而缺少

独立性，缺乏农业资本主义化的先决条件；殖民者

操纵着农产品价格，影响了地主、富农投资的积极

性，同时不自觉地培植出破坏传统农业生产方式

的新因素；封建地主通过出租土地获得高额地租，

使佃农的生活资料“降到生理上的最低限度”。

总之，在西方列强严酷压榨下，中国农业资本主义

因素缓慢、畸型地发展着，却难以走上现代农业经

济之路。

第二，关于抗战时期的国民经济建设问题。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观点，又吸收、借鉴

了毛泽东等政治领袖的思想卓识，何干之全面分

析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活动及其对中国经济造

成的复杂影响，提出应对这一民族、社会危机的策

略。他认为，在抗战建国的背景下，中国经济也存

在迈向独立的有利条件，关键要着眼持久抗战，充

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制定出正确的经济政策，包

括加强国防经济建设，发展战时农业经济，注意改

善民生问题等，运用一切力量打破侵略者的经济

封锁。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农村自然经济根

深蒂固，城市商品经济发展失衡，实际上，中国经

济已成为西方的附庸。抗战爆发后，El本侵略者

培植傀儡政权，对被占领区进行经济侵略，成为国

民经济不断恶化的根源。他们借助委托经营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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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间接操控轻工业部门及独占性的企业，推行农

业一元化模式，为日本工业输送养料。侵略者还

通过改订税率、劫持海关、强制兑换、强夺外汇等

方式，攫取社会财富，破坏中国币制的统一。何干

之敏锐地察觉到，中国经济因抗战遭到巨大破坏

的同时，也酝酿着走向独立的契机。工业中心内

移促进了产业布局合理化，根据地的扩大改变着

土地占有制度，推动了社会关系的深刻变动，城市

和内地物价变动失去平衡性，内地具有打破财政

资本支配的可能，金融制度变革使金融机构逐步

摆脱殖民地性和封建性，也引起对外贸易的变动，

沿海、沿江口岸逐渐失去原有地位，同时人超逐步

降低，进出口贸易渐趋平衡∞J229。这些变化影响

着中国经济，客观上为中国迈上独立发展之路创

造了条件。

何干之强调，现代战争本质上是国家综合实

力的较量，战争最后的胜负不仅取决于军事政治

方面，而且受制于整体经济实力。为此，中国政府

应该着眼于国防经济建设，发挥我们在物质和人

才方面的优势，运用一切经济力量来作持久抗战

的准备，关键是制定出正确的经济政策，作为抗战

建国和社会建设的指导方针。国防经济建设以军

事为中心，但也不能忽视发展农业，尤其要注意改

善人民生活。而发展战时农业，重点应该发展粮

食生产，要在抗战形势允许的条件下努力解决民

生问题。坚持“以全力发展农村经济，奖励合作，

调节粮食，并开垦荒地，疏通水利”的农业政策，

鼓励开发各类耕地，改良生产技术，提高土地利用

率，调整农村劳动力，促进农业生产。

第三，关于战时金融政策和币制改革问题。

何干之指出，财政资本在中国具有显著的封建性

和殖民地性，这是由中国经济社会性质所决定的。

国内各股政治势力独立发行货币，造成经济割据

状态；财政资本垄断金融机构，破坏中国货币制度

的统一。财政资本侵入中国，主要以本地金融机

构为纽带，通过间接交换榨取利润。因而，中国金

融机构实质上就是一种买办高利贷资本，它们配

合着财政资本进行剥削，又直接经营公债和地产，

获取丰厚的经济回报，阻碍着新兴民族工业的发

展[6]1鼹。何干之认为货币改革的关键是统制对外

贸易和建立雄厚的汇兑基金。即是说，不仅要着

眼于制定整个生产计划，树立起内地金融中心，调

整和改善金融业务，发挥领导生产的作用，而且应

该灵活运用外交政策，联合一切可能的国家、地

区，推动国内外金融环境的稳步改善。

王思华在《关于法币问题》中运用唯物论辩

证法的基本观点，全面分析法币政策的意义与困

境，提出币制改革的具体措施。他指出：“这次币

制改革，含有战时经济的意义。”【3拉法币政策有助

于稳定金融市场，有助于政府将金银收归国有，以

购买军需物资。当然，它可能影响到中国货币的

自主地位，加速货币制度的殖民地化。从根本上

说，法币问题的解决依赖于政治的总的解决。当

前政府缺乏独立的金融通货政策，加上政治机构

的贪污腐化，使战时金融政策难以奏效。为此，他

提出改造旧的政治机构，改革中国货币制度，实行

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等十二条措施。在《论如何

稳定目前金融》一文中，王思华驳斥了币制一元

化论、绝对消灭黑市论、筹码不足论等观点，着重

分析了边币的稳定性和饱和点等问题。他指出，

边币波动主要是内在原因造成的，边币汇价涨落

是进出口贸易问题，关键要掌握法币，控制边币发

行。王思华主张要坚决执行党中央关于坚持自力

更生、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严格执行政

府禁用法币的法令，通过调整纸币供需关系，使边

币的持有和使用更“便利”口J52。

四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质上是一个不断解放思

想的过程，它是中国共产党领袖群体主导、社会精

英积极推动、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的伟大事业，政治

领袖指导和规范着知识分子的研究活动，知识分

子参与和配合着政治领袖的理论建构。综观抗战

时期延安知识分子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国

化的进程及其成果，知识群体在整个过程中发挥

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并没有

拘泥于僵死的教条，而是紧密联系根据地经济建

设的具体实际，着H艮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实

际运用，重视研究方法的借鉴和创新，着力批判资

产阶级和“托派”经济学的错误观点，建构起中国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框架。一方面，他们致

力于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特别是对

《资本论》的分析与阐释，有助于理清政治经济学

的内在逻辑、分析框架以及观点、方法等，纠正了

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及中国化过程中偏重阶级斗

争和唯物史观宣传的缺陷，拓展了党员干部的理

论素养和文化视野，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

确立作出了开拓性贡献；另一方面，他们立足于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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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建设的实际需要，结合抗战与革命的基本任务，

分析抗战建国的实际问题，突出理论服务现实的

社会功用，推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与革命、建设

实践相结合。

参考文献：

[1]王海军．延安时期知识分子群体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析[J]．马克思主义研究，20LO(8)：19—25．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书信选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3]王思华．王思华经济论文选辑[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1989．

[4]王学文．王学文经济学文选1925—1949[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6．

[5]吴汉全、王忠萍。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1919—1949(经济学卷)[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8．

[6]何干之．何干之文集(第2卷)[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3．

Views on Relationship Between Yan’an Intellectuals and the

Sinieization of Marxist Economic Theory during the Period of

Anti——Japanese War

JIANG Mingmin

(School of Marxism，Nanjing University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Nanjing Jiangsu 210044，China)

Abstract：In the calling of the CCP，large quantities of revolutionary intellectuals gathered in the Shansi—Gansu—Ningxia border

region．They based on all kinds of schools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compiling Marxist classics systematically，working OH public·

ity and education extensively，and fighting on the cultural frontier actively．Marxist economists，such as Wang Xue·wen，Wang

Sihua and He Gan·zhi，who did researches on Marxist economic theory in practice，put forward a series of original economic poli—

cJcs，and sl：dded the Production Campaigns．In the aspect of culture，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improves ideology，cultural lev-

el and political literacy of the CCP．On the other hand，it deepened the practical issues in cooperation with political leadem dur-

ing the period of Anti—Japanese W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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