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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凡夫——执教红军大学的优秀理论家

李凡夫（1906—1990），原名郑锡祥，广东省中山市火炬开发区濠头村人，

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上海社会联盟常委、党团书记，1937年初任上海临

时党委书记，1939 年夏受聘任华北联合大学副教育长，1940 年 3 月，任华北联

大师范部部长，同年 10月，师范部改为教育学院后任副院长，1941 年回延安后，

任中央政治研究室敌伪研究组组长，1943年初至 1946年秋，先后任中共中央军

委总政治部秘书，科长、学委秘书长、中央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等职，解放战

争时期及新中国建立后，先后任中共辽吉、吉林和江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部长，

华南分局、中南局宣传部副部长，安徽省委常委兼政策研究室主任。

李凡夫出生于穷苦华侨工人家庭，1926年至 1929年，在广州国立中山大学

附设中学读书时，接触到进步思想人士。1929 年秋前往日本留学，开始研读马

克思、列宁主义书籍，思想逐步趋向共产主义与爱国主义，投身爱国活动和革命

事业，是我国老一辈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教育家和宣传家。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毅然弃学回归祖国，回到中山大学继续求学，

并参加各项抗日爱国宣传活动，因发表激烈的爱国抗日的文章，被反动学校当局

开除学籍、勒令退学。之后，他转到上海暨南大学继续读书，1933 年夏，在上

海加入上海社会科学家联盟。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上海社会联盟常委、

党团书记，他发表了几百篇文章和几本专著，成为研究日本问题和中日关系的著

名学者，代表作如《中国与日本》《日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由广田内阁到林

田内阁》等。1937 年初，上海建立中共文化支部并成立上海临时党委，李凡夫

同志任临时党委书记。

李凡夫是七七事变后从上海到延安最早的一批革命文化工作者之一，受到了

毛泽东同志的亲切接见，在延安就任《解放周刊》编辑，并担任红军大学、抗日

军政大学、陕北公学等校教授，主讲《社会科学概论》《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

学》等课程。为了抓好教学工作，他重读了《资本论》，编写出政治经济学讲授

提纲，经过教研室集体讨论，再写出讲稿。这样既完成了教学任务，又培养了青

年教员。他还带领青年教员，对边区的经济做深入细致的调查，把边区人民和国

民党统治区人民的生活进行对比，这样理论联系实际的课，学员爱听，被公认为

名教授。1939 年夏，他受聘为华北联合大学副教育长，次年 3 月，华北联大成

立师范部，他任部长，同年 10 月，师范部改为教育学院，他任副院长。华北联

合大学的建设和发展，为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人民大学奠定了基础。1941 年，

李凡夫回到延安，担任中央政治研究室敌伪研究组组长。1943年初至 1946 年秋，

他先后任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秘书，科长、学委秘书长、中央军事委员会办公

厅主任等职。

在抗日战争期间，李凡夫发表了《日寇大规模进犯中国的近因及其前途》和

《抗战以来国际形势的检讨》等著名文章，是公认的研究日本问题的专家。在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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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战争快结束时，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交给他一个任务，要他编写《抗战八年来的

八路军和新四军》一书。李凡夫首先收集整理了延安的《解放日报》和大量的有

关材料，并尽可能地找当时在延安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的领导同志，通过访问朱德

和周恩来、刘伯承等领导，收集和整理了大量材料，在书中体现了毛泽东《论持

久战》和朱德《论解放区战场》的指导思想，成为国内外研究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史和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有重要参考价值的著作。新中国成立后，该书由人民出版

社再版。解放战争时期及新中国建立后，李凡夫先后任中共辽宁、吉林和江西省

委宣传部副部长、部长，华南分局、中南局宣传部副部长，安徽省委常委兼政策

研究室主任。1959 年反右时，他因如实向上级反映当时存在的“浮夸风”对农

村造成严重危害等问题，被撤销了领导职务，1962 年得到平反，复任中共安徽

省委常务委员兼宣传部部长。后来，被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这时，

适逢“文化大革命”，李凡夫同志旗帜鲜明地反对林彪的“顶峰”等谬论，第二

次遭受冲击，他被军事管制长达六年之久，身心和肉体都受到摧残，但他仍坚信

党的正确，忍辱负重。20 世纪 60年代，在安徽省工作时，李凡夫同志领导创办

了理论学术刊物《江淮学刊》（后改名《江淮评论》），刊登大量有关哲学、政治、

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理论和学术性文章，并著有《革命的世界观与道德观》一书，

成为对青少年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的佳作。

粉碎“四人帮”后，他得到彻底平反，并于 1978年当选为安徽省第四届政

治协商委员会副主席。1979年 12 月当选为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同年调入

中共中央组织部。1990 年 10 月在北京病逝，终年 84 岁。他在弥留之际，坚决

要求丧事从简。

李凡夫生前有一个宿愿，希望自己能给后人留下一些有益的东西。在中山市

委的支持下，于 1992年建立了“李凡夫书屋”，供人阅读和参观，书屋陈列的书

籍大部分是他的存书。1994年 3月，一本 33万字的《李凡夫文集》由广东人民

出版社出版，收入了李凡夫在不同时期写作的专著两部和文章 10 余篇，这些从

他数百篇文章中精选出来的代表作，体现了李凡夫坚定的政治立场、高度的思想

水平和湛深的理论修养。《李凡夫文集》的出版，不仅是对这位党的老一辈理论

家、教育家、宣传家最好的纪念，同时也实现了他的宿愿，给后人留下了一本有

价值和教育意义的读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