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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的故事

播火者和斗士   
李大钊是中国宣传马克思主义和革命思想的先驱

者之一 , 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者之一。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之后，1920 年 9 月，李大

钊发起成立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有了这个组织，各

种革命活动开始走上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的轨道。

革命知识分子更加注重从事实际的工人运动，反对空

谈，活动内容从主要进行一般民主主义常识的宣传，

改变为着重对工人进行阶级教育，有了更明显的社会

主义倾向。

1920 年的十月革命节，向工人进行社会主义宣传

的通俗小报《劳动音》创刊了。这是北京共产主义小

组创办的周刊，出版刊物的目的是提高工人的觉悟、

促进工人的团结，指导工人运动。《劳动音》出版后，

受到工人群众的欢迎，很快在长辛店等地的工人中广

泛流传开来。

在李大钊的指导下，《劳动音》非常注意马列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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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大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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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与工人运动实践相结合。在第一期中就批判了一

些知识分子从事社会主义运动的主要缺点。批评他们

“只向智识阶级作‘学理’的宣传，而不向无产阶级作

实际的运动，结果还只是空谈 !”并且明确指出，今后

的劳动运动，一方面要加强社会主义的宣传 ；另一方

面“更要积极从事于实际的运动——教育与组织——得

寸进寸，得尺进尺，如此作去，五年十年，二十年以后，

也许见着我们希望中的效果，若空谈，只是偷懒，只

是自杀”。

在李大钊领导下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不仅

这样宣传，也是这样去身体力行的。

1920 年冬天，为了更好地宣传和组织工人，他们

决定在长辛店创办一所劳动补习学校。1921 年元旦，

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正式开学了。

李大钊等人动员广大革命学生参加这项工作，还

派了“常驻教员”。

年轻的教员们抛开舒适的学习环境，来到长辛店，

挤在一间小屋里居住，连点灯用的油瓶都是从工人家

里借来的。

每个人一个月发七元生活费，吃饭用去三元钱，

他们用省下的几元钱买来茶叶、糖果，招待工人们。

他们的举动感动了质朴的工人。工人把他们看作

自己人，积极地到补习学校来听教员讲课，遇到什么

难解的问题也来找教员交谈。1921 年 5 月 1 日，长辛

店工会成立。长辛店工会是我国最早的现代工会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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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京汉铁路工会由北向南发展的起点。

在李大钊领导下，工人运动迅速发展，郑州等地

也先后办起了工人补习学校。

李大钊也亲自到郑州等地视察和指导工人运动。

1921年3月的一天，学校教员对来学习的工人们说：

“你们明天换换衣服洗洗脸，北京来的一个大员要和

你们见面。”

工人们都很好奇，纷纷问这位大员叫什么名字。

教员说 ：“不要问名字，叫他李先生。”

有个工人与教员关系很好，知道当时从事革命活

动是要冒生命危险的，所以教员要为来人的身份保密，

就背着人悄悄地向教员打听。教员说 ：“我告诉你，可

别对别人讲，这个先生叫李大钊。”

第二天，李大钊来到学校。他头戴黑礼帽，身穿

夹长袍，一同工人见面就亲切地说：“职工们都好啊 !”

他勉励工人说 ：“你们要好好学文化、学技术。

你们工人可不矮呀，工人够上天那么高呀 !”

他边说，边在黑板上写了个“工”字，随即又在“工”

字下面添了个“人”字，说 ：“你们看，‘工’‘人’，合

在一起就是‘天’。你们好好学习吧，好好努力，工人

的前途远大得很呢 !”

这种讲法很新鲜，工人们听了都很兴奋。望着工

人们激动的脸，李大钊说 ：“咱们中国四万万同胞，两

万万男子，两万万女子，要并肩前进，将来建设社会

主义，建设一个好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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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的话使工人备受鼓舞，他走后不久，郑州

铁路工人就组织了工人俱乐部。

奔赴苏联
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下，1923 年底，孙中山完

成了改组国民党的准备工作。1924 年 1 月 20 日在广州

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李大钊身为共产

党员，被孙中山亲自指派为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由

于李大钊具有广博的学识、透彻的见地和坦诚的态度，

孙中山对他极为倚重。会后，回到北京，李大钊担负

起了国共两党在整个北方的领导责任。

李大钊的担子更重了，工作也更紧张了。他女儿

回忆说 ：“父亲这次回来，好像有了什么新的任务。一

回到北京，他就把全副精力投入工作，忙得废寝忘食。

有很多青年男女，天天来找他。他们在我家外院的书

房里，常常是一直谈到深夜一两点钟才散去。”

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北方的工农群众运动迅速发

展起来。

正在这时 (1924 年 5 月 )，张国焘被军阀政府逮捕

了。他向敌人出卖了李大钊及其他共产党的领导人。

军阀政府内务部以“提倡共产主义，意图紊乱，殊属

胆玩不法”的“罪名”，下令通缉李大钊。

李大钊不得不回到昌黎五峰山避难。

当时，还不到盛夏，来五峰山避暑游览的人很少，

李大钊每天在祠堂里看书、写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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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黄昏，李大钊正站在屋前眺望远山。忽然见

到远处有两个人影向这里走来。李大钊机警地躲到树

后观察动静。

两人越走越近，李大钊看清走在前面的是外甥，

走在后面的是一位同志。他才从树后迎了出来。

李大钊让儿子和外甥出去放哨，说 ：“要是有人到

这边来，你们就打个暗号 !”

孩子们出去后，李大钊对这个同志说 ：“你打扮成

这种样子，叫我差一点认不出来呢 ! 我走后北京的情

况怎样？你一定先到我家去了吧？”

这位同志向李大钊汇报了北京的工作情况，又说：

“这地方真僻静，要是自己来，我还找不到呢 !”

这位同志向李大钊传达了党中央的紧急通知 ：派

李大钊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到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

第五次代表大会。

接着他又掏出一封信，笑着说 ：“这是大嫂托我

给你带来的一封信。好啦，我的任务完成了 ! 我今晚

还要乘车回北京呢 !”

送走客人，李大钊拆开了妻子的来信，才知道他

离家的当天晚上，敌人就到家里来捕人，扑了个空，

扫兴而回。第二天，全家回到乐亭老家，敌人又追到

乐亭，仍然扑了个空。

妻子很为李大钊担忧，李大钊很理解妻子，于是

他给妻子写了一封长信。

在信中，李大钊告诉妻子，今后他再没有空闲的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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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照顾家庭了，鼓励妻子坚强起来，不要为生活而

焦急，应当振作精神，抚养和教育子女。

这封信最后写道 ：“目前统治者的这种猖狂行为，

只不过是一时的恐怖罢了。不出十年，红旗将会飘满

北京，看那时的天下，竟是谁人的天下 !”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李大钊把信交给儿子，告

别了家乡，回到北京，准备去苏联。

在北京，李大钊与同行的其他代表会面，商量出

国的办法。同去的还有五位代表 ：工人领袖、中央委

员王荷波，工人代表姚作民，妇女代表刘清扬，青年

代表彭泽湘、卜士奇。罗章龙也是代表之一，但他是

后去的。

为安全出境，李大钊派两位青年代表先出发，去

哈尔滨与党的秘密机关接洽，做出国的准备工作。

当晚，李大钊同另外三位代表坐硬座客车出发。

四个人坐在同一车厢中，却装作互不相识的样子，

谁也不理谁，免得一个发生意外后会株连其他人。

刘清扬的身上藏着代表们的出国证件，她心里非

常紧张。前几天，她从上海到天津给母亲过生日时，

邓颖超 ( 周恩来的夫人 ) 帮她做出国的准备。邓颖超

借给她一件紫红色的毛衣，并把证件缝在毛衣下摆的

一个角上，一旦证件被敌人发现，代表们就无法出国

了。

所幸，一路都很顺利，他们平安地到达了哈尔滨。

四位代表住进了一个苏联人开办的小旅馆，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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钊带一位青年代表去投奔在哈尔滨经商的本族哥哥

李景瑞。

这次出国，不可能取得军阀政府的同意，所以，

他们不能办护照，必须绕过军阀张作霖部队在边境上

的检查。

李景瑞想方设法为他们雇了三辆马车，而且帮他

们换了一些卢布，还准备了一些路上要用的必需品。

准备停当后，六位代表都集中住到小旅馆里，以

便第二天一同起程。

店主虽是苏联人，却能讲一口熟练的中国话。李

大钊还不放心，又向店主人了解出国要注意的事情。

店主说 ：“你们六位同志，起码需要坐三辆马车。

每辆车连车夫算在里面不能超过三个人。而且每辆车

还一定得用四匹马拉。”

刘清扬惊讶地问：“怎么需要这么多的马来拉呢？”

店主回答 ：“你们闯出国境的时候，车子一定要跑

得快 ；马多车轻，才能够跑得快啊 ! 还一定要选择膘

满肉肥的好马呢。你们的马车可雇妥了吗？”

李大钊说 ：“一切我都托一位亲戚办好啦。我们

六个人就是准备了三辆马车，每辆套四匹好马。明天

天亮以前我们就动身。”

店主又说 ：“车夫必须熟悉这一带的情况。国界

那没有一点隐蔽的地方，山头上的碉堡，不分昼夜有

卫兵在放哨。要是他们发现有人偷渡国境，准要开枪

射击的。可是内行的车夫选择的道路，卫兵是绝对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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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准、打不中的。有时候，士兵一发现有人偷渡国境，

也会派马队追赶下去，但是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很少。

他们对待自己的职务也绝不是那样认真、那样忠心负

责的。黑夜里天气那么冷，他们能不声张就不声张。

但是你们也不能疏忽大意。闯越国境的马车一定要轻

便，能一口气闯过山坡才好 !”

临睡觉时，店主人还叮嘱他们：“你们好好休息吧 !

明天过国境的时候，是非常紧张的，精神上对任何不

利情况都得做准备。”

第二天拂晓，天还没亮，三辆马车停在小旅馆门

前。

李大钊和刘清扬坐在最前面的一辆车上。四匹又

肥又壮的高头大马套在车前。人还未坐稳，车夫就扬

鞭催马，飞奔上路了。

赶了约两个小时的路，天蒙蒙亮时，正好来到国

境线上。

马车在两个碉堡中间的一条路上飞奔。路上不见

一棵树木，到处光秃秃的。只见碉堡上不时有人影晃

来晃去。万一被碉堡上的人发现，连个藏身的地方都

没有。

车夫一鞭又一鞭地抽打着正在奔跑的马。一片黎

明的寂静中，马蹄敲打在石头上的声音格外清脆，格

外响。

这声音，终于惊动了碉堡上的守兵。从碉堡上传

来了一阵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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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路人的心情非常紧张，车夫的鞭子又快又响，

车上的人都捏着一把汗。直到碉堡被远远地甩在身后，

车夫才长长地舒出了一口气，手中的鞭子不再扬起，

马儿也放慢了脚步，迈着均匀的步伐小跑着。

李大钊他们知道险关已过，互相对视着发出会心

的微笑。

这时，旭日升起，照耀着大地。远处的一切都是

那么清晰，在一片原野的尽头，现出了一座小小的房屋，

那是一个小车站——苏联的车站。

站长夫妇非常热情，夫人做饭做菜，站长忙前忙

后地为李大钊等人安排住处。这天晚上，客人们就都

住在主人的卧室里。

从满洲里到莫斯科，他们整整走了十二天。抵达

莫斯科后，刘清扬从毛衣下摆中取出白绫绸做的代表

证明，上面用鲜红的字写明六位代表的姓名。

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于 1924 年 6 月 17 日

至 7月 8 日举行。这次会议有来自全世界五十多个民

族的共产党代表参加，是列宁逝世后，共产国际召开

的第一次代表大会。

7月 1 日，李大钊化名琴华，代表中国共产党在

第二十二次会议上发言。他表示了中国共产党坚持和

维护列宁主义的坚定立场和明确态度，并向共产国际

介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

的民族革命和工人运动的状况。

会后，李大钊除在东方大学讲学外，还在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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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格勒等地参观、访问。

李大钊在莫斯科附近参观了一所规模很大的孤儿

院。这所孤儿院原是沙皇时代一个贵族的别墅，设备

舒适，环境幽雅。住在孤儿院里的孩子们，父母都在

卫国战争中牺牲了。

看到会议代表来参观，老师领着一群活泼可爱的

孩子出来欢迎。

老师向孩子们介绍了代表来自哪些国家，并说：“你

们愿意同哪国的代表作朋友，由你们自己选择。”

话音未落，孩子们手捧鲜花跑向各国的代表。

一群戴红领巾的孩子向李大钊拥来。领头的一个

男孩手捧一条红领巾，一个女孩手捧一束鲜花，他们

把鲜花献给李大钊，又把红领巾戴到李大钊胸前。他

们请李大钊担任他们的名誉队长。

临别时，这群少先队员围在李大钊身边照了一张

相。李大钊对这张照片很有感情，几次拿出来给子女

们讲述它的故事。可惜后来李大钊被捕时，这张照片

也被敌人搜走了，从此就不见下落了。

李大钊在苏联住了四五个月，便启程回国。

回国时，他身穿一件皮大衣，扮成一个商人。车

上的苏联列车检查员以为李大钊是个资本家，非要他

拿出护照来检查。

李大钊坦白地告诉检查员 ：“我没有护照。”

于是，苏联检查员扣留了李大钊，严格地检查

他的行李。在行李中，他发现了李大钊同苏联孩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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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影。

他拿着照片，端详着李大钊，狐疑地问 ：“你到底

是干什么的 ? 照片上这个戴红领巾的中国人分明是你，

这一伙戴红领巾的孩子又是我们苏联人，这究竟是怎

么回事呢？”

李大钊微笑着对他说 ：“我是来参加共产国际第

五次代表大会的中国代表。因为中国反动政府不允许

我们到苏联来，我是化装秘密来的，还要秘密地回去 !

我在莫斯科开完了会以后还参观学习了一个时期，现

在要回国去了 ! 你要是看了这张照片还不相信，我这

里还有一个很好的证物 !”

他边说边从行李中取出共产国际送给每位代表的

一只白瓷杯子，那杯子上印着列宁的肖像。检查员看

到这只杯子，立刻热情地握住了李大钊的手，并送李

大钊出了国境。

回到哈尔滨，李大钊又来到了出境时的栖身处。

主人问他苏联怎样，他兴奋地回答 ：“好 ! 好 ! 工农当

了家，中国革命非学俄国不可。”

主人拿出日本人办的《盛京日报》，上面登着直系

军阀政府北京卫戍司令对李大钊的通缉令，劝他 ：“你

不要回北京，还是到别处暂避一时吧。”李大钊笑了

笑说 ：“哪一个干革命的不被通缉？干革命还能怕通

缉？”

李大钊回到北京，又投入了新的斗争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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