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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7月16日，毛泽东在武汉畅游

长江，7月18日，好心人劝李达去找毛泽东

诉说冤情，李达想了想说:“我现在这个样

子不好去找，去找他，他也不会见我的。”

已经受两个月折磨的李达，胃部大出

血，糖尿病发作，骨瘦如柴，家属提出自己

出资治疗，可上级不同意。7月19日，身心

备受折磨的李达决定向毛泽东求救，他用

交代材料用的稿纸给毛泽东写了一封短信:

主席:

我有难，请救我一命。

李达顿首

七月十九日

李达把信装在牛皮纸信封内，然后密

封好，恳求学校“文革”工作队派人送到毛

泽东在武汉东湖梅园的住处。然而20天

后，信才送到北京，毛泽东看到李达的信

后，一切都已经晚了。

1966年8月，已76岁的李达再次遭到

十几万人大会的“声讨”。8月13日，李达

摔倒在地，口吐鲜血，不省人事。卫生科

的医生提出将他送到医院治疗，却遭到拒

绝。直到8月21日，才被送进医院。在医

院里，李达被安排在最普通的病房里，还

规定一天只能吃3顿干饭，并停止用药。

对此，李达很不理解，他说:“等运动结束

后，我们到北京去，向毛主席告状!”

1966年8月24日，李达走到人生的终

点。终年76岁。

1969年4月，中共九届一中全会召开，

毛泽东在谈到中共一大时，特别讲到了李

达，说他是一大代表，后来担任武汉大学

校长。随后，李达的问题有了松动。林彪

集团覆灭后，1974年1月13日，举行了“李

达同志追悼大会”，1980年11月，中共中央

书记处批准中共湖北省委的决定，为李达

平反昭雪，恢复党籍。1996年9月 12日，

经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李达的骨灰由武

汉九峰山迁至北京八宝山安葬。

据《党史纵览》

李达，名庭芳，字永锡，号鹤鸣，1890年10月2日，出生于湖南零陵岚角山镇（今属冷水滩市）一个佃农家庭。五四运动

后，李达致力于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年夏与陈独秀等人发起成立上海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1921年7月出席中

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之一。

李达与毛泽东的君子之谊
李达与毛泽东是湖南老乡，他们在长期的革命

斗争活动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因为李达长毛泽

东3岁，毛泽东总是喊他“鹤鸣兄”，李达则喊毛泽

东“润之”，他们的友谊长达45年之久。

李达刚满5岁，就跟着父亲识字，1909年

秋考入北京京师优级师范学堂（北京师范大

学前身）读书，由于1912年秋学堂暂时停办，

他只得回到湖南。1913年，李达以第二名的

优异成绩考取湖南留日官费生，赴日本留

学。李达在日本集中精力学习日语、英语、

德语。因用功过度，身患肺病。1914年，贫

病交加的李达回国养病。1917年李达再次

赴日，考入日本第一高等学校（后改称东京

帝国大学）学习理科。

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给苦闷中的李达很

大的鼓舞，他开始偷偷阅读介绍马列主义的

书籍。五四运动爆发后，留日学生回国请愿

的失败，给李达的打击很大，他认识到，在反

动政府的统治下，“职业救国”、“科技救国”

都是行不通的。1919年6月，李达毅然放弃

了理科专业的学习，开始专攻马列主义，他

已由一个“爱国主义者”转变成了一个“马列

主义者”。期间，李达为国内的报刊撰写了

一大批介绍马列主义的文章。

毛泽东与李达相识于1921年 7月召开

的中共一大上。1920年夏，李达从日本东

京回国，他去上海拜访了陈独秀，得知陈

独秀与李汉俊正在积极筹建中国共产党，

欣然接受了陈独秀的邀请。一大召开前，

李达参与了会议筹备工作，会址的选定和

外地代表的住宿等具体事务也都是李达

负责的。

7月31日在浙江嘉兴南湖召开的一大第

六次会议上，李达被选为中共中央局宣传主

任。一大后，李达分工负责中央宣传工作，

后又担任上海平民女校业务主任（校长），主

编《新时代》杂志，是中共党内早期的理论家

和宣传鼓动家。1922年，李达应毛泽东的邀

请，回到长沙担任湖南自修大学校长一职。

1923年秋，由于种种原因李达脱离了中国共

产党。之后，在湖南大学担任教授，主讲马

克思主义社会学，1927年3月，李达又受毛泽

东之聘，在毛泽东主办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

所任教。

1939年，李达受冯玉祥将军的邀请赴重

庆为有关人员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期间，

毛泽东与周恩来委托李达的一个学生去征

求李达是否愿意去延安，李达当即表示:“只

要有一碗饭吃，我都愿意去。”

当时，负责中共南方局工作的周恩来出

国治病，南方局的负责人是博古，博古听到

李达的回复后，十分生气地说:“去延安干革

命，还讲什么条件?”就这样，李达错失了去

延安的机会，于1939年9月离开重庆。当周

恩来回重庆知道这个消息后，气愤地说:“干

革命难道就不吃饭吗？李达这个话的意向

是无条件地愿意去延安嘛!”毛泽东对此也感

到十分惋惜。

1948年初，毛泽东派人给李达带信:“吾

兄系本公司发起人之一，现公司生意兴隆，

望速前来参予经营。”信的用语十分巧妙。

随后，毛泽东又两次电示中共华南局护送李

达去解放区。1949年4月16日深夜，李达在

华南局的护送下，离开长沙去香港，然后乘

英国的商船抵达天津，5月14日到达北平。

在北平，李达受到了党中央及毛泽东的热情

接待，毛泽东亲赴车站迎接，周恩来为李达

的到来举行了欢迎晚会。5月18日，李达受

毛泽东的邀请，赴毛泽东的住处叙谈，二人

谈到深夜。毛泽东见李达已有倦意，就留李

达住下，并对李达说:“你就在我的床上休息

吧!我晚上要批阅公文、看书，已是多年的习

惯了。”

1949年后，李达多次诚恳申请重新入

党，毛泽东对他说:“早年离开了党，这在政治

上摔了一跤，是个很大的损失，往事不可咎，

来者犹可追。”1949年12月，由刘少奇介绍，

毛泽东和李维汉以及张庆孚等人做历史证

明人，党中央批准李达为中共正式党员。李

达意味深长地说:“从此我‘守寡’的日子终于

结束了，我决心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达担任过政

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党中央及

毛泽东希望李达留在北京工作，但李达多次

要求回湖南继续从事高等教育工作。1949

年12月2日，李达被毛泽东任命为湖南大学

校长，他也是中央人民政府最早任命的一批

大学校长之一。1952年11月，李达被任命武

汉大学校长。

1956年5月底，毛泽东来到湖北，下榻

在武汉的东湖之滨，毛泽东对湖北省委秘

书长梅白说:“有一个人要见我，你们谁也

不能挡驾。”梅白想了半天，问毛泽东:“你

说的是不是李达啊?”毛泽东笑着答道:“我

叫他鹤鸣兄，他叫我润之。只要他来，随

来随见。”当李达这次见到毛泽东时，想改

口喊“主席”，可是李达刚喊了“主”字，毛

泽东便赶紧制止说:“我以前叫过你李主任

吗？现在我叫你校长行吗?你以前叫我润

之，我叫你鹤鸣兄啊!

李达甚至敢直言批评毛泽东。1958年

“大跃进”高潮时，鄂州县委门口贴出“人

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标语。李达怒

斥这是唯心主义的，他见到毛泽东后就说:

“润之，我要单刀直入了，‘人有多大胆，地

有多高产’不是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听后就以中国革命为例子说:

“这叫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李达生气地

打断毛泽东的话，说:“润之，发挥主观能动

性是要有一定条件的。你发烧40℃，下面

就会发烧41℃、42℃。”

站在一边的梅白见二人吵了起来，就

插话说:“口号取消。”

毛泽东没有再说什么，他深知李达的

脾气。后来，他对梅白说：“孔子说过，六

十而耳顺，我今年63，但不耳顺。听了鹤

鸣兄的话很逆耳。这是我的错。”毛泽东

还要梅白约李达再谈，并转告“六十耳顺”

的话。李达听后怒气全消，说：“还是润之

气量大。”

在“文化大革命”前夕，李达再次提出

林彪的“顶峰论”违反辩证法，因此被诬陷

为“毛泽东思想最凶恶的敌人”，受到迫

害。

1966年6月3日，武汉大学造反派“挖

出”由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党委书记朱劭

天、副校长何定华组成的所谓“三家村黑

帮”，又称“李达三家村”，李达被诬为“反

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

代表人物”。后来又扣上了“地主分子、叛

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3顶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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