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沈志远是中国早期研究马克
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哲学的先行
者， 是 20 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
济学中国化过程中的卓越传播者。

1958 年 ，沈 （衡山 ）钧儒老先
生来沪 ， 约见沈志远和徐铸成二
人。据徐铸成回忆，那次会面时，老
先生诚挚地对沈志远说 ：“我最初
学马列主义 ， 都是从你的书里学
的，你是我的老师。不要灰心丧志，

应该在考验中振作起来，你将来仍
然是我的老师。 ”

幼年沈志远接受的是私塾教
育，1913 年他赴杭州求学， 就读于
浙江省立一中。 五四运动开启了中
国新民主主义革命， 走在学生队伍
中振臂疾呼的沈志远却因此被校方
“劝告退学”。那一年，沈志远 17 ?。

不久， 他考取上海交通大学附
中。毕业后到绍兴任初中英语教师。

两年后，转松江景贤女中执教，教务
长是中共早期党员侯绍裘。 几经辗
转， 他又回到了母校上海交通大学
附中任教务处副主任， 出任教务长
的是陈望道。 此间， 沈志远受到了
《新青年》《觉悟》《向导》等进步刊物
的影响 ，参加了 “五卅 ”运动 ，并于
1925 年上半年经侯绍裘介绍，加入
了中国共产党。

1926 年 12 月， 受中共组织派
遣，沈志远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马克思主义。 1929 年 6 月，他又以
优异的成绩考取莫斯科共产主义
科学院中国问题研究所研究生。其
间，任共产国际东方部中文书刊编
译处编译，并参加了《列宁选集》第
六卷集的中文版翻译工作，现场聆
听过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
报告。

正如其三子、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沈骥
如所说的那样：“面对积弱积贫的中
国国情， 无数仁人志士投身到救国
救民的伟大爱国运动中。 追求真理
的沈志远自然投身到这一伟大爱国
运动之中， 并且试图寻找拯救中国
的理论， 在当时各种思潮异彩纷呈
情境下，沈志远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选择了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
国化的理论探索之路。 ”

1931 年 12 月， 结束了整整五
年的留苏学习和工作，沈志远回到
了祖国 ， 历任中共江苏省文委委
员、中央文委委员和社会科学家联
盟委员、常委。

一场伤寒病后 ，1933 年夏 ，沈
志远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即便如此， 此后的日子里 ，他
从未放弃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
追求真理、阐释真理和传播真理的
武器，也从未停止以马克思主义为
指导思想的经济学、哲学书籍和文
章的写作和翻译工作。在沈志远的
全部著作 、译著当中 ，马克思主义
经济学和哲学作品几乎各占了一
半。 所以，有学者称“他是一位‘全
栖’的马克思主义学者”。

1932 年 ， 沈志远的第一部著
作———《黑格尔与辩证法 》 由上海
笔耕堂书店出版。作者多角度论述
了辩证法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 、改
造世界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是革命
的逻辑 ， 强调了理论和实践的统
一。这也恰恰是沈志远研究马克思
主义哲学的学术指导思想 。 序言
中 ， 他如是说 ：“现代哲学不是别
的，恰恰就是辩证的唯物论和唯物
的辩证论。这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底
宇宙观。 ”

1936 年 12 月， 商务印书馆出
版了沈志远翻译的苏联米丁院士著
《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 （上
册）》（下册于 1938 年 7 ?出版）。苏
联曾多次尝试编写一本把马克思 、

恩格斯哲学思想体系化的教科书 ，

都没有成功 ，最后 ，米丁院士的这
本教科书被斯大林定为苏联党校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 沈志远把
这本书译成中文，对于马克思主义
哲学体系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重要
的贡献。 抗战时期，中国无产阶级
革命家、军事家罗瑞卿曾写道：“读
几本哲学书， 根据我个人的经验 ，

首推沈志远所译之《辩证唯物主义
与历史唯物主义》比较通俗易读容

易懂。 ”（《关于军队中在职干部的

教育问题》， 刊于 《八路军军政杂

志 》1939 年 2 ?第 2 期 ）。 全书 72

万字，分为上册《辩证法唯物论》和
下册《历史唯物论 》。 此后的 20 多
年间 ，据不完全统计 ，上册再版了
18 次，下册再版了 13 次。 为了避开
国民党当局的书刊审查，该书出版
时译者名时而出现的是沈志远 ，时
而出现的是笔名“王剑秋”。

龚育之 、逢先知 、石仲泉主编
的《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中央文献

出版社 2003 年版 ， 初版为 1986

年）中介绍了毛主席在延安时最爱
读、 批注最多的五本哲学书中 ，其
中两本即李达等译的《辩证法唯物
论教程 》和沈志远译的 《辩证法唯
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上册），“在文
字和内容上与 《实践论 》和 《矛盾
论》有直接的联系”，“例如，毛泽东
从《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
册）中提取和复述了这一句话：‘认
识物质 ， 就是认识物质的运动形
式。 ’这表示他注意到这个观点，这
句话后来也写进了 《矛盾论 》里
了。 ”（见该书第 70 页，另见《毛泽

东哲学批注集》，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66 页）

上世纪 30 年代 ， 空前的全球
经济危机席卷了整个资本主义世
界。西方有些经济学家企图在不改
变资本主义制度的情况下，把苏联
的计划方法移植到资本主义体系
当中去，以挽救资本主义。 国内亦
有学人附和此观点。 1933 年，沈志
远的《计划经济学大纲》应时而生。

书中 ，针对改良主义观点 ，沈志远
明确指出 ，“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
下，计划经济才有实现的可能”，并
系统地论述了计划经济得以实行
的前提条件。

科学与其普及必然相连 ，否
则，科学就会失去作用的基础 。 经
济学同样如此。

上世纪 20 年代中期以后 ，国
内学人翻译出版了一批介绍马克
思主义经济学的著作，但内容大多
不够准确完整 ，文字晦涩 ，有的甚
至标点符号也没有。现代著名历史
学家李平心（笔名邵翰齐）曾写道：

“单是拉比多斯、 奥斯托维柴诺夫
合著的政治经济学据我所知道的 ，

就有三个译本———不过适合初学
者贴切现实的经济学书籍仍旧很
缺。 河上肇的经济学大纲（陈豹隐
译 ）编得虽然很灵活紧凑 ，解说得
相当明白，但新学究的讲义的气味

仍太浓重了些，对于实际的经济事
项和最新的经济组织差不多没有
叙论到 。 各种的 Kalpital（资本论 ）

缩编虽然对于初学者很有用 ，然而
很少节编得够味的，新的世界经济
情态当然也关涉不到。至于波哥唐
诺夫的经济科学大纲（也有两个译
本 ）之类简直很成问题了 ，给初学
者读是不相宜的。 ”

于是，为了“提供一本有利于一
般的经济学的学习者的书”（李平心

语 ），1934 年 5 月北平经济学社出
版了沈志远著《新经济学大纲》。 在
这本专著中， 沈志远用白话文把马
克思的《资本论》和列宁的《帝国主
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融合在
了一起， 把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
学体系，更为完整、更为准确地介绍
给中国读者， 论证了资本主义的产
生、 发展以及必然被社会主义所代
替的历史规律。 这是一本易学易懂
的大学教科书， 帮助许多进步青年
走上了革命道路。据不完全统计，沈
志远对此书不断修改，从 1934 年到
1954 年再版了 18 次。 上海市社联
原主席罗竹风曾写道 “我买过这本
书，而且认真读过，以为在经济学方
面的启蒙作用， 相当于艾思奇在哲
学方面的《大众哲学》，不过更有系
统、更有深度罢了。 ”

李平心说 《新经济学大纲 》是
“普及教材”，罗竹风说这本书发挥
了重要的“启蒙作用”，因为它所影
响到的人并不局限于经济学界 ，文
艺工作者、自然科学家、军人、青年
学生等等均在此列。 于是，其深入
浅出的程度可以想见。

著名生物学家 、遗传学家谈家
桢院士曾写道：“我认识沈志远，最
早是通过他的著名专著和译著 《新
经济学大纲 》 《黑格尔与辩证法 》

《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等，这
几本书在我们那一代知识分子中
间曾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群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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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步高是左翼电影工作者 ，明
星公司第一部左翼电影 《狂流 》就
是他导演的。上海电影制片厂原编
剧沈寂回忆早年拜访程步高时的
情景 ，曾写道 ：“当时 ，他每天手中
都拿着一本沈志远的《新经济学大
纲》。我走进他的办公室时，他看到
我，架子还是比较大的。 我便对他
说：‘我看过您导演的许多影片。 ’

他听了，朝我看看，便问我来干啥？

我说我是来写剧本的。 ”

不只是程步高，《文学报》 原总
编辑柳无垠也曾抱着一本 《新经济
学大纲 》爱不释手 ，“1944 年 ，在山
城永安， 我啃过两本大书 : 一本是
《新哲学大纲》，著者是谁，忘记了；

一本是《新经济学大纲》，著者就是
沈志远。 说是‘啃’，因为我文化不
高， 这样的理论著作， 读起来很费
劲， 简直同啃吃煮得不很烂的肉骨

头一般。所以一部大书，究竟‘啃’到
了多少，实在很难说。名词和概念倒
记得不少，如:商品生产、剩余价值、

交换价值、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具
体劳动、价值规律……等等，至今都
没有忘记。啃完《新经济学大纲》，我
对著者沈志远钦佩得了不得。 他的
名字，也就深印在我脑子里了”。

八年后， 柳无垠从军队转业 ，

来到上海华东人民出版社工作 。

1953 年 ， 华东局在如今上海社科
院的地方开办了一个马列主义夜
大学 ，“出版社领导知道我没受过
系统的马列主义理论教育，就让我
去上夜大学， 读的是政治经济学 。

没想到，给我们讲课的竟是我心仪
已久的沈志远先生”。

“我们当然需要一部内容通俗
结合现实兼论新旧经济组织的新
经济学书籍”，对于沈著《新经济学
大纲》， 李平心也并没有吝惜溢美
之词，而《新经济学大纲》，“我以为
是相当能满足这种需求的 ”。 这位
历史学家甚至不惜用“荒野里的一
株冷艳的山花 ”作比 ，来形容这样
一部经济学教科书及它诞生之初
周遭的情形。

1936 年沈志远在上海参加了
“救国会”的成立工作。同年 8 月，受
北平大学（今北京大学）法商学院任
经济系主任的李达之邀， 沈志远到
该系任教授。卢沟桥事变后，沈志远
转赴西北大学法商学院任教。 国民
党教育部于 1938 年底解聘了沈志
远、曹靖华等八位进步教授后，沈志
远前往重庆， 在邹韬奋主办的生活
书店任副总编，并主编《生活书店》

大型理论季刊《理论与现实》。

1940 年 10 月 ， “皖南事变 ”

后 ，经周恩来的安排 ，沈志远与一
批文化界进步人士疏散至香港。在
港期间 ，他参与复刊后的 《大众生
活》周刊的编辑工作，与邹韬奋、茅
盾、金仲华等九人在《大众生活》新
四号上发表了《我们对国事的态度
和主张》， 谴责国民党政府对抗日
进步力量的摧残，提出抗日的九条
主张。

1941 年底珍珠港事件后，日军
进攻香港。 在周恩来的安排下 ，沈
志远与在港的进步人士在东江游
击队的帮助下回到重庆，继续从事
著述 。 1944 年 9 月 ，经沈钧儒 、马
哲民介绍，沈志远以救国会成员身
份加入了民盟。

1946 年 7 月经组织安排，沈志
远从上海前往香港。除担任民盟工
作和主编《理论与现实》外，还在达
德学院任经济系主任兼教授。 1948

年 1 月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在香港
举行，通过了《三中全会宣言》等文
件 ， 标志着民盟摒弃了 “中间路
线”， 接受了中共的新民主主义革
命纲领， 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 。

沈志远成为沈钧儒的得力助手。据
千家驹回忆，《三中全会宣言》是沈
志远起草的。

新中国成立前夕 ，沈志远从香
港回到北平，成为第一届全国政协
委员，并成为《共同纲领》起草小组
成员，担任该小组组长的正是周恩
来总理。 《共同纲领》在我国宪法制
定以前，起临时宪法作用。

从事政治活动多年 ，沈志远却

从不失书生本色。

在出版人尚丁的记忆中 ，沈志
远的模样从来都是暖暖的 ，“他平
易近人 ，谈笑风生 ，并没有大学者
的架子。 在少数人聚会时 ，他兴之
所至，会唱一段京戏助兴 。 而他的
文章，流畅生动，条理清晰，逻辑性
强，一笔俊秀逸致的字，一格一字，

一丝不苟。 作为一个编辑 ，读这样
的文稿 ，爽心悦目 ，无异于一种职
业享受”。

解放初期，沈志远在北京工作，

任出版总署编译局局长。百忙之中，

仍为《展望》的“讲座”专栏写了《新
民主主义经济 》的专稿 ，连载了 14

期。 稿件由北京寄出，从不拖期。

其后在担任展望社社长期间 ，

沈志远不问展望社取一分酬劳 ，还
主动将其在展望社出版的 《辩证唯
物论与历史唯物论》 一书的稿酬降
低一半。

1955 年，中国科学院成立四个
学部，沈志远当选哲学社会科学部
委员，成了上海唯一当选学部委员
的经济学家。

1956 年，为了迎接经济建设高
潮和向科学进军，中央决定在经济
最发达的华东地区的上海 ， 建立
“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当
时上海社科院还未成立 ）， 任命沈
志远为该所的筹备主任 （1957 年 4

月至 1958 年 3 月）。 沈志远为筹建
该所和创建 《学术月刊 》做了大量
的工作。

想当年，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
研究所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研究室
大咖云集。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
原所长袁恩桢却专门用 “更为出
名”来形容沈志远，“他是中国最早
介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人 ，

30 年代写过一本 《新经济学大
纲》，蜚声解放区和‘蒋管区’，在整
个中国都相当出名”。 当时研究室
里的学研模式是师父带徒弟 ，袁恩
桢的师父正是沈志远。

1965 年 1 月 26 日， 沈志远心
肌梗塞病发突然辞世 ，留下了 《论
社会主义社会的相对稳定性 》等几
篇遗稿 ，其中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实质概说》 便成了那部写下 13 万
字而未完成的最后著作，该作品或
该是我国经济学界第一本系统地
论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专著。

著名经济学家朱绍文曾经写
道 ：“志远同志在党的关怀和哺育
下成长， 既是一位人民的哲学家 ，

又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
的开拓者之一。 他理论联系实践 ，

为了民族的解放和祖国的繁荣富
强，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
理。 他是一位优秀的启蒙运动家 。

他的一生给我们经济学界留下了
深深的足印 。 ” （《经济研究 》1986

年第 1 期）

回顾大师的一生 ，正如著名学
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原院长胡绳在
沈志远逝世 20 周年纪念座谈会上
发言时所讲的那样 ：“沈志远同志
是一个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做过许
多贡献的经济学家。在三十年代中
国革命的重要转折关头，他积极从
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哲学的
著述和翻译，阐述马克思主义的基
本理论，帮助很多人掌握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无论在什
么环境中，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
都是坚定不移的，坚信马克思主义
是科学的真理，并以传播这个真理
为己任。回顾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
展的历史，我们忘不了包括沈志远
在内的为传播马克思主义而竭心
尽力的许多革命知识分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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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特约刊登

沈志远代表作一览

■本报记者 ?迪

沈志远：忠于真理的马克思主义学者

沈志远（1902—1965），马克思主义学者。 原名会春，浙江萧山（今杭州

市萧山区）钱清镇人。 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年底被党组织派往苏

联学习马克思主义，并在共产国际参与翻译工作。 1931年底回国，曾在上

海暨南大学、北平大学、西北联大等校任教。 1933年患伤寒病后与党组织

失去联系。 抗日战争期间，在生活书店任副总编辑。 1944年加入中国民主

同盟，是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政协《共同纲领》起草小组的成员。 新中国

成立后，任出版总署编译局局长、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华东军政

委员会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参事室主任。 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曾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民主同

盟上海市委主任委员。著有《新经济学大纲》《近代经济学说史》《新民主主

义概论》《现代哲学的基本问题》、译著《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等。

《辩证法唯物论》《新经济学大纲》 《现代哲学的基本问题》

◆程步高是左翼电影工作者， 明星公司第一部左翼电影 《狂

流》 就是他导演的。 上海电影制片厂原编剧沈寂忆其早年拜

访程步高时的情景， 曾写道： “当时， 他每天手中都拿着一

本沈志远的 《新经济学大纲》。 我走进他的办公室时， 他看到

我， 架子还是比较大的。 我便对他说： ‘我看过您导演的许

多影片。’”

【导演手中的 《新经济学大纲》】

◆ 1993 年的一天， 《文汇报》 收到安徽省合肥市无线电一

厂总师办盛炽耀的来稿。 谈及 《文汇报》 对自己的影响， 文

中说: “上海解放那年， 我才满 16 ?， 就看到了 《文汇报》。

父亲见我喜欢， 就给我订了一份。 当时沈志远先生为副刊撰

写了 《矛盾论》 《实践论》 的辅导材料， 深入浅出， 对我加

深理解毛主席原著很有帮助。”

【沈志远、 读者与 《文汇报》】

◆在出版人尚丁的记忆中， 沈志远的模样从来都是暖暖的，

“他平易近人， 谈笑风生， 并没有大学者的架子。 在少数人

聚会时， 他兴之所至， 会唱一段京戏助兴 。 而他的文章 ，

流畅生动， 条理清晰， 逻辑性强， 一笔俊秀逸致的字， 一

格一字， 一丝不苟。 作为一个编辑， 读这样的文稿， 爽心

悦目， 无异于一种职业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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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大师的一生，正如著名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原
院长胡绳在沈志远逝世20周年纪念座谈会上发言时所讲
的那样：“沈志远同志是一个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做过许多
贡献的经济学家。 在三十年代中国革命的重要转折关头，

他积极从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哲学的著述和翻译，

阐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帮助很多人掌握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 无论在什么环境中，他对马克思主
义的信念都是坚定不移的， 坚信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真
理，并以传播这个真理为己任。 回顾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
展的历史，我们忘不了包括沈志远在内的为传播马克思主
义而竭心尽力的许多革命知识分子。 ”

走上了马克思主
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
的理论探索之路

【兴之所至， 会唱一段京戏助兴】

《共同纲领》 起草
小组成员

以传播马克思主
义为己任

《新 经 济 学 大
纲 》 ———“荒野里的
一株冷艳的山花”

【学术档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