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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总　 　 序

云南，从渺远神秘而又带着蛮荒色彩的“彩云之南”走到今天，一步一个
脚印跋涉在中华大地上。

云南山水，多娇诱人。
闻名遐迩的喀斯特地质奇观石林，奇妙无比。
迷人的高原深水湖泊抚仙湖，凝波如玉。
秘境香格里拉的高山草甸，杜鹃如火；巍峨雪山，苍茫古远。
低纬度的明永冰川，从古流到今；高黎贡山的各色鲜花，从冬开到夏。
大理的风花雪月，丽江的小桥流水，版纳的原始森林，腾冲的地热奇景，

泸西的阿庐古洞，怒江的东方大峡谷，令人陶醉。
七彩云南，蕴涵的又何止是奇山美水？！
这里，有寒武纪早期生物大爆炸的典型：澄江动物化石群。这里，诞生了

中国最古老的人类：元谋人。这里，曾崛起过古滇国、哀牢国、南诏国、大理
国。这里，有蜀身毒道、秦五尺道、茶马古道、滇缅公路、驼峰航线。这里，
有世界上唯一活着的象形文字“东巴文”。这里，出现了中国第一个海关、第
一座水电站、第一条民营铁路。

这里，有与黄埔军校齐名的云南陆军讲武堂。
这里，爆发过反对清王朝统治的重九起义。
这里，在袁世凯复辟帝制时，率先通电全国，举起了护国运动的大旗。这

里，举办过名垂青史的西南联大，并爆发了震惊全国的“一二·一”运动。这
里，曾经涌现了杨振鸿、张文光、蔡锷、李根源、唐继尧、庾恩旸、刀安仁、
杨杰等一个个热血汉子；这里，也曾经孕育出书法家钱南园、医药家兰茂、数
学家熊庆来、军事家罗炳辉、哲学家艾思奇、音乐家聂耳、诗人柯仲平、舞蹈
家杨丽萍、诗书画三绝的担当大师等文化奇才。

朱德、叶剑英，在这里留下了坚实的足迹；徐霞客、杨慎，在这里留下了
自己的千古绝唱。

这里还有神奇的云南白药、剔透如玉的云子、独树一帜的普洱茶。
这里的僰人悬棺、纳西古乐、摩梭走婚、白族三道茶、彝族跳菜等滇人风

貌和民族风情，更是诉说不尽。
“经典云南丛书”像一根线，把散落于三迤大地的粒粒圆润闪亮的珍珠串

连起来，呈现于您的眼前，让您清晰地看到云南山水奇观、人文历史和民族风
俗的经典篇章，让您在愉快的阅读体验中增加知识、增长见闻、解密未知。

“经典云南丛书”为百科式解读云南的通俗性读物，融知识性、趣味性、
探秘性与时代性为一体，以一种新的视角和叙述方式展现云南的独特之美，以
满足人们了解云南、探秘云南、遨游云南的愿望，希望我们所做的一切已达
到了。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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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子

１９９４年，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在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三楼会议
室里举行了一个规模不大但气氛浓郁的捐赠仪式。令所有的与会者兴
奋不已的是，捐赠的不是很多人一心向往的金钱财物，也不是很多地
方都翘首以盼的教学设备和电脑、电视机之类。作为捐赠仪式主角
的，也不是什么港台大亨或国企老总，而是一位年过古稀、清瘦矍铄
的老太太。———这是我国当代著名哲学家艾思奇的夫人王丹一经过深
思熟虑，将十分珍贵的艾思奇生前所有的著作及其手稿、藏书，一共
８４４种、２００８册赠送给云南省图书馆。

　 　 捐赠仪式后，艾思奇夫人（中）与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赵绍
敏教授，省哲学学会副会长赵仲英教授、郭文卿教授、向翔研究员合影
艾思奇，云南腾冲人，从小在昆明长大并在这里读完小学、中

学。但是，他走上哲学研究的不归路并成为全国有名的马克思主义哲
１



学家之后，一生都没有回来过，只是在内心里，在和家乡亲人的通信
和交往里，无处不表现出他对家乡的山山水水和父老乡亲的深深怀念
和无限崇敬之情……

如今，我们的哲学家却以这种特殊的方式实现了“魂归故里”的
愿望！

捐赠仪式由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云南省社科联和云南省哲学学
会主办。参加会议的，除了艾思奇生前的秘书卢国英、省委宣传部领
导、省图书馆领导之外，主要是云南哲学界同仁和艾思奇在昆的亲
属，还有一些闻讯赶来的大学生、研究生和青年哲学爱好者。与会者
不论什么身份，是官员，是学者，是哲学爱好者，还是普通的青年
人，对王丹一夫人的义举都深深地感动、真诚地感谢。但是，在感动
和感谢之余，人们也体味出这位哲学家未亡人的内心里好像蕴藏着一
种十分深刻的用意和希望，一种不言自明的对云南人的期许和希冀
……

哲学家毕生的心血、藏书都捐赠给了故乡，故乡的云南人又能够
为哲学家做点什么呢？

很快，踏实忠厚、知恩必报的云南人行动起来了。云南学术界决
定立即着手做两件事：第一，约请云南的现代史专家、著名传记作家
谢本书教授在广泛收集材料、实地调查走访的基础上写一本关于艾思
奇的传记，把哲学家的成长历史真实地展示给读者。第二，云南省哲
学学会专门立项，全面系统地研究艾思奇哲学思想，让学界和高校师
生真正了解艾思奇在哲学研究中的成绩和贡献，对他作出实事求是的
学术评价。为此，云南省哲学学会调集精兵强将，成立了一个由二十
多人组成、实现老中青结合的高水平研究课题组。两项工作马不停
蹄，调查、研究、写作、修改一共花费了十来年时间。在宣传部门的
指导下，在云南省社科联、云南省图书馆、云南省社科院、云南省有
关高校和保山市委、腾冲县委的支持和帮助下，２０００年谢本书著《战
士学者艾思奇》一书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２１万字；２００８年，
２



马汉儒主编《哲学大众化第一人———艾思奇哲学思想研究》一书由云
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４５万字。

从此，云南人不仅知道艾思奇是自己的老乡，而且了解他是怎样
成长、怎样成才的；云南人不仅知道艾思奇是著名的哲学家，而且了
解他有哪些著作、在哲学上有哪些建树和贡献，在全国乃至世界的艾
思奇研究中具有了一定的话语权。

人民的哲学家艾思奇

艾思奇，成为云南人心中
永久的自豪和骄傲！

艾思奇，一个生在极边第
一城腾冲、成长在昔日“蛮荒
之地”云南的普通学子，是怎
样走出边地、走出大山、走出
云南，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
学大众化的先驱，成为我国最
早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的学者，成为我国当代马克思
主义哲学研究一代宗师的呢？
这其中，有哪些神秘和人所不
知之处，他经历了哪些常人难
及的刻苦努力和奋斗历程？又
有着什么样的传奇故事……

３



一、 故乡和亲人

１９１０年３月２日，艾思奇出生在云南省腾冲县和顺乡水碓村。
腾冲位于云南西南边境，与缅甸接壤。对于省会昆明和内地的人

来说，在过去那些不通公路、更没有火车飞机的时代，腾冲显得非常
非常的遥远，被偶尔来到这里的旅行家、探险家们称之为“极边第一
城”。

远眺腾冲和顺乡
但是，遥远的腾冲却地域广阔、气候宜人，雨量丰沛、物产众

多，风景秀丽、人杰地灵。更为突出的是，腾冲地处滇缅交界线上，
自古以来当地人“走夷方”到异国他乡经商做工者甚多，东南亚一带
的商人到腾越做生意者也不少。腾冲在你来我往中得风气之先，近代
以来成为云南轻工业的发祥地之一，是一个集滇缅交通枢纽、历史文
化名城、对外开放口岸、西南著名侨乡为一体的边境大县。

出腾冲城西南行，或沿国殇墓园、叠水河迤逦徒步，或沿腾盈公
路乘车疾驶，不到三四公里路程即到著名侨乡和顺大寨。和顺古镇如
今总人口仅６０００余人，就有１００００多和顺籍华侨住在国外。到了和顺
４



地界，只见眼前铺开一片平畴，阡陌交错，作物茂盛。平畴上数条清
澈的小河蜿蜒流淌，波光粼粼间形成一个个天然小池塘。小池塘里多
种莲藕，夏秋时节荷花盛开，香远益清。通向和顺大寨的青石板路上
建有高大的石牌坊，小河上架有两座造型别致的石拱桥，名双虹桥。

过了双虹桥不远处，就是一片气派不凡、环境优雅的古建筑群
———这就是我国十分有名的和顺乡村图书馆。和顺图书馆不但独具一
格、中西合璧，而且历史悠久、藏书丰富。它始建于１９２９年，由本乡
旅居国外华侨捐资修建，有藏书６万余册，不少是善本、珍本、孤本，
“在中国乡村文化界，堪称第一”，被誉为“文化之津”。

和顺图书馆周边，就是和顺大寨纵横交错的大街小巷，各种高墙
深院分布其间，民居鳞次栉比，环列缓坡之上。弯楼子、大宅门、连
环宅院、大姓宗祠等特点突出。“说礼敦诗”、“古处同敦”、“俗美风
淳”、“兴仁讲让”等闾门匾额，众多的牌坊、宅门、照壁，还有文昌
宫、土主庙、三元宫、私学公学等古建筑，都在不经意间传达出和顺
这个中国第一魅力名镇源远流长的文化底蕴和浓厚强烈的文化氛围。

离开和顺大寨，沿着石板路往南走，几乎与山坡下的小河平行。
道旁树下，河畔水边，常建有供人歇息纳凉、躲避风雨的凉亭。更靠
近清流水面的地方，还有腾冲独有的洗衣亭。随时可见四五农妇村
姑，在此浣衣洗菜，嬉闹喧哗，笑声如铃。河岸绿柳成荫，水上鸭鹅
浮游，竹筏不时穿行，惊得禽鸟胡乱扑腾一阵……昔日曾有一老秀才
写下一首七律，这样描写和顺的景致：“远山经雨翠重重，叠水声喧
万树风。路转双桥通胜地，村环一水似长虹。短堤杨柳含烟绿，隔岸
荷花映日红。行过坡陀回首望，人家尽在图画中。”

过了掩映在古木参天的浓荫之中、殿阁楼台随山势逐渐升高的元
龙阁，就到了水碓村。水碓村位于元龙阁南，依托凤山，前临幽潭，
距离和顺大寨约２公里。大路边的缓坡上，地势高旷之处，就是昔日
护国军第一军秘书长、后来的云南第一殖边督办李曰垓所建的李家大
院。李家大院是两层楼房，砖木结构，采用中西合璧式思路设计建

５



造，为走马转角楼四合院建筑。整个建筑占地６００多平方米，高屋大
院，串楼通栏，点缀西式小品阳台。现在，李家大院已经被辟为“艾
思奇故居纪念馆”，每天参观考察者络绎不绝。１９１０年３月２日，艾
思奇就诞生在这里。

艾思奇故居
艾思奇是家里的老二，按兄弟字辈起名李生萱，出生后在和顺乡

水碓村生活了两年。
他的父亲李曰垓，字子畅，生长在和顺乡水碓村一个颇为富裕的

商人家庭里，生于１８８１年３月４日，病逝于１９４４年３月７日。
李曰垓少年时，“性沉静，很聪敏，异于常儿”。１９０３年２２岁时

与李根源赴省城，考入云南高等学堂，每试均名列前茅。１９０５年被选
送京师大学堂，读文学系，在学期间结识黄兴、胡汉民，深受民主革
命思想影响。１９０９年毕业，返滇任永昌中学教习。当时滇省边患严
重，李曰垓上书当局，请求开发边疆，加强边民文化知识教育，得到
采纳，被委任为全省沿边土民学堂总办，在沿边地区创办土塾１２８所，
招生３９７４名。李曰垓办学期间，每到一地视察，都要联络爱国民主人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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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暗中进行反清活动。
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爆发。这时李曰垓已经改任蒙自中学监督，与罗

佩金、赵又新、朱朝瑛等秘密组织反清武装，云南“重九起义”后在
滇南发动民众并鼓动清兵反正，光复滇南数县。１９１２年，李曰垓被云
南军政府都督蔡锷任命为军政部次长，经常参与军府机要。１９１３年，
唐继尧继任云南都督，李曰垓任民政司司长兼司法局长。１９１５年秋，
袁世凯将复辟帝制，李曰垓与滇军将领秘密筹议讨袁。蔡锷入滇，誓
师北伐，蔡锷任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李任秘书长。军行川边，蔡锷
本想以“讨贼”、“讨逆”为出兵正名，李曰垓献计说：“袁氏称帝，
恐共和亡而国亦亡，帝制若成，国且不国。讨袁为护卫国家之义举，
应以‘护国’立名。”蔡锷赞成此议，遂以“护国”名军，对李曰垓
礼遇甚厚，军国书檄多出自他的手笔。

护国战争后，李曰垓因与唐继尧政见不合，曾被迫流亡香港等
地。龙云主滇，李曰垓１９２９年任第一殖边督办，参与勘界，兴修农田
水利。抗日战争爆发，建议修筑滇缅公路，兼任全省公路第一分局
长，主持勘测公路线路。后第一殖边督办公署裁撤，返回昆明养病直
到逝世。李曰垓对李生萱影响很大，从小就要求他熟读国学典籍，学
习古代思想家的哲学思想，有时还亲自讲解。李曰垓推崇墨子“兼爱
互助”思想，认为国家富强必须推重贤才，必须开发自然资源、发展
工业经济，因而全力支持儿子赴日留学，学习各种救国为民的科学
知识。

李生萱的母亲名叫寸宽福，小李曰垓一岁，生于１８８２年２月２４
日。寸家是和顺的大族，寸宽福的父亲寸致祥与李曰垓之父李德润皆
为商界能人，故二人结为儿女亲家。寸宽福自幼虽然未曾读书，但知
礼通达，贤惠能干，结婚后勤劳侍奉老人，耐心教育子女，被称为
“女中丈夫”。她一生虔诚信奉佛教，乐善好施，帮助穷人从不吝惜，
在各种艰难困苦中忍辱负重，心地善良。对李生萱的成长也有一定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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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思奇的父亲李曰垓和母亲寸宽福

李生萱的大哥李生庄是另一个
对他具有较大影响的人。李生庄，
１９０４年生，幼时在和顺读乡学，
小学毕业后随父到昆明，就读于云
南省立一中，倾心学习新思想、新
文化。１９２３年，考入南京东南大
学攻读西洋哲学，并师从章太炎，
研习中国古代经学、史学。在校期
间，成为学生会负责人，从事学生
运动，并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还
担任中共云南省特别委员会委员。

北伐战争前夕，反动军阀孙传
芳加紧镇压，李生庄被列入黑名
单，得到消息后匆忙逃亡上海，来
不及通知弟弟，致使当时也在南京上学的李生萱被捕入狱。经民国元
老李根源营救，父子兄弟一起到苏州李根源处暂住。这时，李生庄向
李生萱介绍西洋哲学，特别是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也向他
介绍一些现代自然科学知识。
１９２８年，李曰垓回滇养病，李生庄也回到昆明，在母校省立一中

任教，同时兼任《民众日报》副刊主编。这时，李生萱也因抗议日本
人制造的“济南惨案”而随“留日各界反日大同盟”返国，回到昆
明。两兄弟便使用各种笔名在《民众日报》副刊上写稿，还就“白马
非马”命题进行辩论，引起社会关注和讨论。其中有些文章，实际上
是在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
１９３０年，李生庄回到腾冲，任云南第一殖边督办公署秘书，兼和

顺图书馆第二任馆长，协助父亲改良滇西弊政，兴办地方交通、水
电、农林和矿务，设立少数民族学校，创办《腾越日报》。和顺图书
馆当时所藏大量马列著作和俄罗斯、苏维埃文学书籍，均系他亲手购
８



置。１９３１年，李生庄顶住封建势力的压力，在腾冲兴办女子中学，培
养一批女青年充实教师队伍。１９３６年，创办省立边地师范学校，学生
中有７种少数民族子弟。抗日战争爆发，他积极宣传抗战。１９４５年病
逝，生前著有《父亲大人年谱稿》（手稿）。

对李生萱有较大影响的，还有他的五叔李曰基。李曰基字子固，
又字芷谷，云南陆军讲武堂毕业，曾留学日本，大革命时期加入中国
共产党，他对青少年时代的李生萱有一定影响。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中，
李曰基受组织委派，从上海到江西朱培德部的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做秘
密工作，身份始终未暴露。他后来任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参议。
３０年代，李曰基居住在上海法租界吕班路万宜坊，研究中国哲学史，
钻研佛学，弹奏古乐，尤精七弦古琴，曾与国乐艺术家共同组织霄霏
国乐社。“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霄霏国乐社借上海蓝心大剧院组
织义演，为抗日将士募捐。１９３０年，已于１９２８年从日本回到昆明的
李生萱想再次出国，但家庭经济困难，无法成行，遂从昆明到上海，
在五叔李曰基处求得经费支持，当年夏天再次赴日留学。１９３２年李生
萱回国后到上海，也住在李曰基家，晚上俩人常研讨学问，议论时
局。“八一三”抗战后，李曰基携全家回滇，途经湖南，不幸遭遇车
祸遇难。

通过对其亲人的简单介绍，我们可以说，李生萱出生在一个改商
从宦、诗礼传家、追求进步、多人投身革命的家庭。这样的家庭，这
样的亲人，对李生萱后来走上革命道路和取得学术成就，都起到了潜
移默化的作用和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９



二、 昆明情缘

李生萱两岁的时候，跟随父母到了昆明。
当时，正是昆明“重九起义”取得胜利之后，全省光复，省军都

督府的大权由蔡锷、唐继尧等革命派掌握。李曰垓由于参与了光复滇
南起义，得到蔡锷等领导人的信任，任军都督府军政部次长。因此，
李生萱到了昆明的第二年，曾被蔡锷认为义子，起名翼武。早在两年
前的１９１０年３月３１日，从海防经河内到昆明的滇越铁路已经正式通
车，昆明成为当时我国有火车直通外国的唯一省会城市，在对外交往
中地位十分突出；在教育、文化和社会建设方面也得风气之先，是祖
国西南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都比较开化的地方。同时，昆明气候
四季如春，长年鲜花盛开，湖光山色美不胜收，名胜古迹比比皆是。
好学善思的李生萱，自幼在心灵深处就对昆明留下了十分美好而深刻
的印象。

在昆明这样的环境中，李生萱４岁就入幼稚园，７岁入私塾接受
启蒙教育。其间，当他５岁的时候，由于袁世凯紧锣密鼓准备称帝，
云南爆发了有名的护国讨袁起义。他的父亲李曰垓参与策划了这次起
义，并起草了《讨袁檄文》，荣任护国军第一军秘书长，曾于１９１５年
底至１９１６年中随护国军出征四川，护国战争结束才返回昆明。１９１８
年，李生萱的祖父李德润逝世，他跟父母回腾冲和顺乡，在故乡住了
半年多，就又返回省城，继续读私塾。在受了４年的私塾教育后，１１
岁的李生萱作为插班生，进入新式的国民小学昆明麒麟小学，直接读
四年级，并在这里一直度过３年时光。可以说，这就是李生萱早期在
昆明的小学生时代。

就在李生萱读小学的时候，云南历史上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
对他们一家的生活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李生萱也与全家一起经历了近
３年的颠沛流离。护国运动后期，唐继尧逐渐沦为对省内进行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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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省外肆意扩张的军阀，引起了手下将领顾品珍、罗佩金、李曰垓等
人强烈不满。在李生庄所著《父亲大人年谱稿》一书１９１９年条中，
曾引述了李曰垓的一段话，他说：“护国军兴之初，已见裂痕，败菌
既伏，辗转蕃兹，乃不可救。”对唐继尧“效袁”的做法表示了不齿
和蔑视。驻川滇军第一军军长顾品珍不满唐继尧的作为，率部回滇，
驱逐唐继尧。唐继尧在众叛亲离的情况下通电辞职，于１９２１年２月逃
离昆明，顾品珍以滇军总司令的名义主政云南。顾对李曰垓很器重，
随即邀聘他担任高等顾问，协助自己处理政务。可是第二年，唐继尧
纠集余部并勾结省内土匪武装，反攻回来。顾品珍遇害，唐继尧重掌
云南大权。李曰垓在省内躲避数月，生命安全得不到保障，只得流亡
香港。１９２３年初，李生萱就随全家迁到香港，并于当年考入教会办的
岭南大学香港分校附设小学。１９２３年，孙中山准备北伐，在广州设立
海陆军大元帅大本营，任命李曰垓为驻港代表，负责联络西南各省革
命势力。１９２５年孙中山逝世后，李曰垓辞去驻香港代表一职，赴沪宁
一带治病。由于在香港居住生活水平太高，母亲带着全家又回到昆
明。当年秋季，李生萱考入云南省立第一中学，插班读二年级。

当时的云南省立第一中学，既是全省最好的学校，也是一个革命
思想活跃的学校。新来的李生萱很快就认识了进步教员楚图南、陈小
航（罗稷南）和图书馆管理员李国柱，并受到他们的大量教育和深刻
影响，接触到很多革命书刊，如《向导》和李大钊的文章，逐渐接受
革命真理，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青年努力会”。“青年努力会”是地
下党员李国柱组织的青年进步团体，以“唤醒云南青年”为宗旨，省
立一中、女中、高等师范及其附中、成德中学、开智印刷公司的部分
进步青年参加了这个组织，总会部设在省立一中。“青年努力会”先
后把《向导》、《中国青年》规定为必读书刊，并组织青年学习《共
产主义ＡＢＣ》、《阶级斗争》等马列主义普及读物。李生萱还与陆军讲
武学校、成德中学的进步青年一起在昆明先生坡一号发起组织了“青
年读书会”，宗旨是“大家集中起来，一起学习，一起研究，为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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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运动做些工作”，李生萱被推举为负责人之一。他们把自己的书籍
集中到那里，办成一个阅览室，大家借阅进步书刊后，星期天举行一
次读书报告会，听讲并探讨新思潮问题，实际上就是普及马克思主义
新思想。这时，省立一中还成立了一个由共青团领导的外围组织“娱
乐会”，李生萱担任宣传和组织工作，利用晚上熄灯以后秘密开会，
组织进步同学进行文化学习、时事报告、学术讨论，把马列主义和党
的工作渗透其中。娱乐会还组织一些不定期的演出活动，由于省立一
中是男校，没有女生，演出时女角很难解决，李生萱便出演女角，在
《回家以后》、《可怜闺月里》等剧中都饰演了女性角色。

少年时的艾思奇

当时，昆明的形势处于革
命高潮的前夜，社会矛盾激化。
１５岁的李生萱和“青年努力
会”的进步青年一道，把活动
扩展到了社会上。他与张克诚、
甘艺等人在学校附近的天君殿
巷办了一所工人义务夜校，他
自己兼任训导主任和教员，专
门招收附近造纸厂、兵工厂和
街道上穷苦人的子弟上学，免
收学费，还提供纸笔课本，经
费由省一中学生自治会解决。
夜校前后办了４个班，共招收
学生３００多名。李生萱白天在
一中读书，晚上到夜校授课，
经常工作到深夜，在文化知识、社会阅历和组织活动等各方面都得到
了很好的锻炼。

在各种社会活动中，李生萱结交了一些推心置腹的朋友，后来的
音乐家聂耳就是其中之一。聂耳当时叫聂守信，比李生萱小两岁，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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