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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推进中共史学家研究的努力    杨凤城    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历史研究取得令人欣喜的成就，无论是党
史人物还是党史事件，抑或是重大的思潮、理论政策方针和历史现象，都有一些高质量的学术成果问
世。
仅就党史人物研究而言，不仅成立了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还推出了“中共党史人物传”、“当代中
国人物传记”等大型专门丛书，更有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传》为代表的一批人物传
记力作。
从学界的现状来看，当下的人物传记多以政治要人作为研究对象，而对中共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知识
分子群体则缺乏足够的重视。
从这个角度讲，今天的史学工作者宜应把参与中共历史书写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整体性地纳入研究
范畴，因为只有具体考察他们的人生经历、思想品格和学术业绩，才有可能深层地追寻20世纪先进知
识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轨迹。
    在中共史学史上，涌现出一些具有卓越建树的史学家，他们为中共党史学科的创立与发展发挥了奠
基性的作用。
近20年来，重写20世纪中国学术史已经成为史学界的一大潮流，有关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吴晗
、吕振羽、侯外庐、李达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研究已经相当深入，但对于同一时代的中共党史学家
的研究仍很滞后。
如果说过去因为中共历史与现实政治的距离太近，学术研究还有自身无法克服的各种限制，那么现在
可以说开展严肃客观的历史研究已经具备了有利的条件。
这不仅指党史研究环境的开放，有关党史学家的史料得到整理出版，更重要的是党史学界关于“学术
史”的问题意识空前增强。
值得高兴的是，近年来已有一些关于胡乔木、胡绳、龚育之、胡华等党史学家的研究成果问世，但毋
须讳言，仍存在很大的空白地带。
    在党史学家群体中，何干之就是一位既不可绕开，又有待加强研究的历史人物。
何干之是中共党史学科的重要开创者，他自1937年在陕北公学讲授中国革命运动史，到新中国成立后
在中国人民大学从事党史教育，在这一领域辛勤耕耘30余年，写下300余万字的文稿，培养了大批中共
党史教学与科研人才，为新中国高校中共党史的学科建设、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
献。
直到今天，中共党史的教学体系、研究领域与学术队伍仍受到他的党史成果和党史思想的影响。
换言之，何干之是回顾中共史学史的一个重要“标本”。
    有鉴于此，青年学者耿化敏自2007年开始潜心为何干之写传。
现在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就是作者4年劳动的成果。
这是第一部全面系统地研究何干之的人生经历和党史成就的学术专著。
作者尽其所能地占有史料，不仅广泛搜集了各种公开文献，还查阅了一手档案，开展了大量访谈工作
，使本书的写作有了坚实的基础。
作者还坚持历史主义的笔法，以传主的生平为主线，全面再现了何干之追求马克思主义，献身党史教
育事业的人生历程，并在铺陈史实和寓论于史的结合中，重点刻画了若干重要的历史关节点，适当描
述了传主各历史时期的心理活动和思想情感，从而使人物形象既丰满又生动。
不仅如此，作者还尝试“以小见大”，把传主的个体史置于20世纪中国历史的变动中，力图反映出马
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勾勒出中共党史学科早年的历史风貌，以利于知识分子工作和党史学
科建设的经验教训的总结。
当然，这部著作肯定还有一些不足或改进之处，好在作者不但年轻而且有踏实虚心的学术品德，以后
自可补其缺憾。
    何干之先生是党史学界的前辈、大家。
他的传记理应有与他可比肩的人物作序。
本人是后学、晚辈，本不该在此涂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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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传记作者曾是我的博士研究生，我也只好勉为其难。
另外，何先生曾是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第一任主任。
几十年之后，我作为后学亦忝居主任之位，似乎可以此序表达对前辈的敬慕之情。
    作为耿化敏的博士生导师，我看到他在参加工作几年后完成了这样一部著作，感到十分欣慰。
希望这本书对中共党史人物研究起到一点推动作用，对中共史学史研究中的”断裂”现象有所补正，
也希望作者以此为新的起点，在党史研究领域取得新的成绩。
    2011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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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何干之，中共党史上一位具有典范意义的红色教授。
他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早期代表人物，自1930年代便活跃于左翼文化界，延安时期更在中共理论
界声名鹊起，直至1949年以后成为中共党史研究与教学的奠基人之一。

何干之的人生道路是怎样塑造形成的？
他是如何参与波澜壮阔的中共革命历史书写的？
他的学者和革命家的双重身份是如何发生张力的？
他的人生浮沉与学术枯荣又具有怎样的象征意义？

《何干之传》本书作者耿化敏凭借青年学者的学术判断和理论勇气，依据详尽的档案和文献，遍访传
主的门生、亲友及生平知情人，融会贯通史学界的已有成果，同时配有80余幅珍贵照片，让读者走进
何干之的人生舞台和精神世界，观赏他的一幕幕故事，品味知识分子在时代语境中的命运。

《何干之传》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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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本书作者耿化敏，山东宁阳人，青年学者，任职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主攻中共文化教育史。
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项（2008），参与省（部）级以上课题3项，出版《当代中国编年史》（
副主编，人民出版社2007年），在《中共党史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教学与研究》、《党
史研究与教学》、《光明日报》、《北京日报》等发表论文2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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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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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婚姻
第二章 从教育救国转向革命ll
 在中山大学接受革命启蒙
 在台山宣传民主主义思想
 第一次留日
 组织成立广州文总
 离粤赴沪寻党
第三章 上海左翼文化战线的健将
 上海入党
 第二次东渡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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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为抗战救亡呐喊
 抗日救亡的文化自觉
 “认识应从根本着眼”
 “半殖民半封建”的论战总结
 “新的民主革命”的创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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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年代的学术崛起
第五章 延安岁月
 奉调奔赴延安
 陕北公学的新生活
 学术新生
 与“战火中的大学”同行
 亲历整风运动
第六章 从华北联大到华北大学
 在“文化城”张家口
 八百里“小长征”
 领导正定7区土改
 在华北大学迎接全国解放
 婚姻波澜
第七章 新中国的红色教授
 在北平各大学“上大课”
 开创“中国革命史”课程
第八章 从“三反”到“胡风事件”
 风起于青萍之末
 “当头一棒”的“三反”
 “胡风事件”中的惊魂一刻
第九章 从知识分子的春天到整风反右
 评定一级教授
 创立人民大学历史系
 在整风反右的漩涡
 政治理论课的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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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动荡岁月
 学会“冷静地思考”
 剥夺讲课权利
 “宣传修正主义”
 逆风而述
第十一章 乍暖还寒
 重登学术舞台
 迎接甄别的春天
 26次党委会前后的鼓与呼
 推动党史转向现代史的努力
 出访阿尔巴尼亚
第十二章 山雨欲来
 亲历反教条主义整风
 突出政治的教改
 龙泉寺的学术批判
 龙卷风来临
第十三章 动乱年代
 被抛出的“反动学术权威”
 两派对峙下的批判狂潮
 “反面教员”的“解放”
 历史回声
何干之生平大事年表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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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离粤赴沪寻党    何干之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进步活动，逐渐引起广州当局的注意。
因为他教书很受欢迎，省立女师、国民大学原本对何干之这样的左倾教员还是比较宽容的。
两校校长在广州政界颇有势力：女师校长李雪英为广州社会局局长的夫人；国民大学校长吴在民是一
个老官僚，副校长张香谱为广州社会局局长之兄，与国民党广州市党部书记林翼中关系密切。
1932年底，李雪英曾向余卓鸣调查何干之的历史，余当即告诉何干之要注意自己的活动。
到1933年，他的政治面目已经暴露，学校有人告发他宣传“赤化”。
同时，与他接触密切的梁唯文、张露心、梁宝钿等一些学生也被学校注意，如梁唯文的二妹警告她不
要和谭秀峰接近，邓洁也受到父亲的警告。
文总是秘密团体，而许多盟员有公开职业为掩护，有公开住址，学生都住在学校。
一旦—人出事，整个组织都有可能遭受破坏。
鉴于形势紧急，何干之先是代表文总通知一些成员，说如有人问起组织情况，就说现在环境很恶劣，
活动很困难，整个组织已自动解散。
他因在广州找不到党的关系，这时计划到上海寻找中国共产党。
因为担心一时找不到党组织，他准备向亲戚故旧筹集一笔资金，到上海后先办一个印刷厂和一个书店
，这样既可以解决生活问题，又便于宣传工作。
这个计划得到谭国标、温盛刚等人的支持。
    1933年秋，何干之提议召开了文总扩大会议，进一步研究对策。
他主持会议，先报告被当局注意的情况，后介绍去上海寻找党的计划，号召大家努力集股筹办印刷厂
。
经过讨论，会议决定凡是身份已经暴露者都要设法转移到上海，或到广东内地各县做中小学教员。
    会后，何干之等人分头去集股筹资。
他原本估计在寒假回乡后能在亲友中筹得资金2000元，又听说刘彦邦也有办印刷厂的计划，正准备找
他商量事宜，不料11月国民大学副校长张香谱找他谈话。
这是当局准备缉捕他的一个信号。
张香谱与何干之私交很好，善意地劝诫说：“你在学校里教书，得到了学生的欢迎，在大学里也有学
术研究自由。
作为学术问题，马克思主义在大学讲坛也是可以讲的，只要没有共产党的活动，写个公开声明，政府
也可以谅解的。
”张还表示何干之如果去国民党党部声明—下，没有问题，学校可以保证他的人身安全，还可以继续
留校教书。
他唯唯诺诺地敷衍说：”我不是共产党员，也没有参加任何秘密组织，无须发表什么声明”。
谈话不欢而散后，何干之立即向谭国标、温盛刚报告谈话经过，并将文总书记一职交代后，决定尽快
离开广州。
不几天，余卓鸣在社会局看到政府通缉令的案卷后，立刻告知何干之，他当日离开了广州。
12月，何干之经香港回到台山，和余碧在乡下躲避当局的通缉。
    到1934年初，广州的形势更加严重。
1月底，陈济棠派代表到南京和蒋介石谈判，甩掉”反蒋抗日”的面具，加紧镇压广州的革命力量。
28日晚，为纪念上海一二八事件两周年，中山大学抗日剧社在中山大学附小平山堂公演抗日戏剧。
演出结束后，文总成员在剧场撒传单，喊抗日口号，结果被敌探跟踪。
陈济棠把文总的活动视为共产党的组织活动加以镇压，当晚派出大批特务和军警进行大搜捕，被捕者
有李炳义、罗昌謇等10余人。
不几天，因有人告发，被捕者达60余人，文总及其各联负责人大部分被捕。
8月1日，谭国标、温盛刚、凌伯骥、郑挺秀、何仁棠、陈步文7人被枪杀，临刑前一起高唱国际歌，高
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万岁”等口号。
这是1930年代广州文化界最大的一次屠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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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广州文总停止了活动。
新中国成立后，广州建立了文总7烈士墓。
    革命形势急转直下，文总成员部分转移到上海，部分避走香港。
自何干之离开女师后，学校加强了对进步学生的监视。
1934年春，梁媛雄因在上海有家之便，与梁宝钿等女师几位同学经谭国标介绍先行赴上海，找到上海
文总，加入了上海社联。
1934年1月29日，社联成员、广州岭南银行职员黄韦文得到消息后也跑回台山，并告知何干之大逮捕的
情况。
同时，金石声也赶到台山通知他赶紧躲避。
2月，农历除夕夜，何干之来不及和家人吃团圆饭，由余碧挑着行李送到火车站。
经香港到了上海。
他在上海找到党组织后，原本准备在广州以谭国标、温盛刚等人为中心，建立广州文总党组。
当他听到广州同志被杀的消息后极为伤心，曾想联络广东籍学生回去开展工作，为死者复仇雪十艮。
为此，他找上海党组织商量，但因接头的同志被捕，再加上党组织也不同意，未能实现回粤计划。
    对于文总牺牲的同志，何干之从未忘怀。
1964年，他接待来访的中共广州党史组工作人员，谈了对撰写《谭国标传》的意见：    谭国标是革命
民主主义者，1929—1931年留学日本时，开始追求真理研究主义，以致变为马克思主义者。
1931年九一八回国后，一直从事左翼文化运动。
为了取得领导，在广州、香港等地寻找党的组织，没找到。
1933年底我离开广州，一方面是为了逃避陈济棠的通缉，一方面也是为了寻找党的组织关系。
1934年春，我在上海找到党，正要准备在广州以谭国标、温盛刚等为中心建立广州文总党组，但广州
文总被破坏了。
由革命民主主义者变为马克思主义者，这就是谭国标所走过的道路。
我们那时是如何渴望找到党，并且在组织上加入党呢？
这种革命热情至今记忆犹新。
谭国标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因为当时在白色恐怖下找不到党，在组织上没有加入。
建议追认谭国标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发起成立广州文总，是何干之登上左翼文化运动舞台的开始。
关于当年斗争的困难情况，他于1960年代初先后两次向中共广州党史组介绍说：“分盟并不是党的组
织，而是党领导的团体而已”，“在军阀陈济棠的统治下，及整个国内外白色恐怖下，进行革命活动
是极端危险困难的，所以和上海文总的联系很少。
广州在当时有无党的组织，也不知道。
”尽管如此，文总得到党的指导和影响是不争的事实。
1930年代初期曾任上海社联党团成员、研究部部长的韩托夫回忆说：“1932年底到1934年初这段期间
，留在上海的地下党员单独进行活动，以自己的行动去团结、影响群众，文总是进步的群众组织，有
党员起领导作用，但这时对内对外均无党的组织关系，广州的文总亦是如此。
”这一时期，广州文总的活动有力配合了中国共产党在文化界和青年学生中的革命启蒙与马克思主义
的宣传教育，培养了党的后备力量，对贯彻党的反蒋抗日的政治主张，促进抗日救亡运动和1936年广
州党组织的重建创造了有利条件。
当然，它的工作方法与斗争方式也有一些“左”的缺点，给革命文化工作和进步文化组织造成了损失
。
    P2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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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何干之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其生平和思想对于20世纪中国学术思想
史影响深远。
然而，由于当代人的历史健忘症，他的名字即使对于大多数文史专业研究生来说，并非耳熟能详。
在淡忘历史的背后，他的人生传奇蕴含着一段意义非凡的历史。
何干之崛起于1930年代的上海左翼文化战线，最早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面目示人，延安时期备受毛
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优待，在新中国成立后成为闻名中外的中共党史学家，逝世于“文化大革命”的
黑夜中。
如同已经远去的其他学术宗师，他的人生给后人留下许多话题：关于中国革命、关于知识分子、关于
马克思主义、关于学术与政治⋯⋯这些都是史学界应从知识分子史的视角严肃探讨的“真问题”。
    大约10年前，我进入中国人民大学，经过党史专业的学习后，意欲追寻这位党史学一代宗师的身影
。
自那时起，《何干之传》的构思与写作经历了一个不算短的过程。
2006年5月，我参加了何干之教授诞辰100年暨党史系成立50周年的纪念活动，聆听了校内外的有关领
导和各界人士的发言后，感到开展研究的紧迫性。
2007年9月留校工作后，我开始了各项准备工作，先是确定《何干之传》的题目，接着就是辛苦搜集资
料，经过二三年的准备，动笔写作，几经修改，2011年11月终于成稿，2012年2月定稿。
    本书的写作以较为丰富翔实的史料为依据。
主要有：学校档案馆的传主档案、有关文件和会议记录；北京市档案馆的有关文件、会议记录；传主
家属提供的日记、书信、笔记、文稿和“文革”专案材料；传主各个历史时期发表的文字和出版的著
作；现已出版、发表的有关传主生平和思想的文集、回忆录、文章等；有关中国人民大学的校史文献
；作者对传主亲属、同事、学生和有关人士的访谈记录。
    本书努力追求写成一部史料翔实、内容丰富、立场客观、持论公允的人物传记。
为此，作者试从“一个人，一个学科，一所学校”的角度，反映何干之的人生历程，展现中共党史学
科早年历史的风貌，勾勒中共革命大学的演进轨迹，揭示革命知识分子的生死悲欢，进而描绘一幅20
世纪前中叶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历史肖像。
然而，受作者学识水平和各种条件的限制，传记还存在不足，我静待读者的批评。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得到有关部门和人士的帮助。
藉此机会，向给予我很大帮助的学校办公室(校史研究室)、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共党史系)、校档案馆
、党委组织部、学生处、教务处等有关部门的领导和工作人员，向一直关心本书撰写的杨凤城、齐鹏
飞、汪云生、杨德山、辛逸等教授，向何干之夫人刘炼教授及其他家属，以及所有接受采访的老校(
系)友、离退休老同志和党史学界老前辈，致以衷心感谢！
此外，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高放教授和中共党史系杨凤城教授应邀写序，曾任何干之助手的著
名作家苏叔阳先生应邀题写书名，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李向前研究员对本书提出宝贵意见，中共党史
出版社郭宏女士也付出了不少心血。
我还要感谢家人的关爱，使我几年来能够专心于写作。
没有上述单位领导、热心人士和亲友的支持，本书不可能成稿和付梓。
    本书很荣幸地被列入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青年学者文库”，并得到学校教育基金会“中共党史
、党建学科基金”的资助。
在此，向捐助该基金的热情关心党史学科建设的北京嘉源置业投资有限公司胡陆军先生表示感谢。
    最后，谨以此书献给我热爱的中国人民大学——75周年校庆。
从某种意义上说，何干之的半部人生史是在中国人民大学书写的。
自1957年奉中共中央调令执教于延安陕北公学，至1969年逝世于京郊中国人民大学战备疏散地，何干
之有52年的人生铸刻在20世纪中国人民大学的教育史上，而他的全部人生刚好是65年。
因此，本书后半部所涉史事也可视为本校的“私人历史”。
这是一段很值得追述，同时也是一段不易表述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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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乐于把本书看作建设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大厦的一块砖石，并祝愿奋进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征途上的
中国人民大学明天更加美好！
    作者谨识    2012年3月于中国人民大学人文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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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何干之是中共党史研究的奠基人之一，是中国共产党历史教学的开拓者。
其生平之多彩，奋斗之卓绝，在当代党史学界，鲜有出其右者。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  李向前    中国有个人民大学，人民大学有个中共党史专业，至迟
到1978年，这个专业是中国大陆高校独一无二的专业，而何干之教授就是这个专业的创始人。
本书叙述了何干之的一生，不仅告诉我们他的一个个故事，而且揭示出延安那一代知识分子在共产革
命经历中的乐与苦、喜与忧、长与短、是与非和生与死。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韩铜    在传记写作中，给古人立传易，为今人立传难；给单纯的学者
立传易。
给既是学者又是革命者立传难。
第一本传记最难，平地起高楼，所有史料线索均需认真寻找，所有相关人物都要访谈，故一般最有学
术价值。
本书的贡献就在于此。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谢泳    读者可以从本书中“一叶知秋”：何谓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
时映现，何谓中共史学队伍的共时聚离，何谓中国现代史学史上的执着和无奈，何谓新中国历史教学
领域里的张力和惆怅，何谓近百年中国“史学政治”与“政治史学”的重峦叠嶂。
何谓中共党史教研学者们经历过的磨难和成就！
    ——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  唐少杰    本书展现了一名“战士型学者”精彩而曲折的一生，折射出中国
马克思主义学派的特点和风貌，揭示了在“革命”的时代语境中一批知识分子的共同命运。
    ——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教授  王学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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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有个人民大学，人民大学有个中共党史专业，至迟到1978年，这个专业是中国大陆高校独一无二
的专业，而何干之教授就是这个专业的创始人。
耿化敏编写的这本《何干之传》叙述了何干之的一生，不仅告诉我们他的一个个故事，而且揭示出延
安那一代知识分子在共产革命经历中的乐与苦、喜与忧、长与短、是与非和生与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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