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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铭老先生左右:
《永昌演义》前数年为多人所借阅; 近日鄙人阅

读一过，获益良多。并已抄存一部，以为将来之用。
作者李健侯先生经营此书，费了大力，请先生代我向
作者致深切之敬意。此书赞美李自成个人品德，但贬
抑其整个运动。实则吾国自秦以来二千余年推动社会
向前进步者主要的是农民战争，大顺帝李自成将军所
领导的伟大的农民战争，就是二千年来几十次这类战
争中的极著名的一次。这个运动起自陕北，实为陕人
的光荣，尤为先生及作者健侯先生们的光荣。此书现
在如按上述新历史观点加以改造，极有教育人民的作
用，未知能获作者同意否? 又健侯先生近来健康如
何，能来延安一游否? 统祈转致健侯先生为祷!

敬颂
大安!

毛泽东
四月二十九日

* 注: 《永昌演义》是米脂人李健侯先生所著。1944 年该手抄本由李鼎

铭先生带到延安，毛泽东阅后特致信李鼎铭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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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学习李鼎铭 ( 代序)

李忠全

由陕西省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研究会李鼎铭研究专业委员会组织编

写的《李鼎铭研究文集》，在李鼎铭先生逝世 65 周年之际将要和读者

见面了。研究委员会委托我为本书作序，这我可有点担当不起。但我又

有责任写一篇短文，题目是《永远学习李鼎铭》，作为代序。借此机会

向大家简述多年来我们研究李鼎铭先生的一些粗浅感受。

回顾对李鼎铭先生的研究，从 《李鼎铭研究文集》一书看，早在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先生逝世之后就已经开始了，除中共中央和中央

领导人题写的挽词评价外，尚有吴玉章 《追悼李鼎铭先生》的纪念文

章，以及边区各界在《群众日报》上对先生功绩的赞颂。李鼎铭研究

专业委员会是 2001 年正式成立的，但在此之前研究成果就有 《李鼎铭

研究资料选》、《李鼎铭———文集·纪念·传略》、 《爱国典范李鼎铭》

等著作，并利用先生诞辰或逝世等纪念日举办过一些纪念活动，从中央

到省地市有关方面领导人撰写出一批回忆纪念文章，从不同侧面颂扬了

李鼎铭先生对中国革命的诸多贡献。研究委员会成立之后，10 多年来

我们曾有计划地先后在西安、延安、米脂、山西临县等地举办过专题学

术研讨会和较高规格的纪念大会，先后编辑出版了《李鼎铭与陕甘宁边

区》、《李鼎铭哲学思想研究》、《李鼎铭先生》等著作，可以说涉及到

李鼎铭先生从政以来对陕甘宁边区政权、经济、文化教育、卫生科技等

方面，特别是对党的统一战线、党与党外人士合作上做出的重大贡献。

可喜的是，在上述诸多研讨和纪念大会上，领导同志和学者对李鼎铭先

生的功绩评价基本达到共识: 大家一致赞同李鼎铭先生是爱国、报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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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范，是与党精诚合作的典范，是开明包容的典范和克己奉公的典范。

李鼎铭先生作为一名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短暂的一生给党和人民

留下一笔可贵的精神财富，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大家可以领略到，从李

鼎铭先生逝世到今天，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从我们举办的各种纪念会、

学术研讨会和出版的诸多论著看，都充分证明人们没有忘记李鼎铭先生

的功绩。那么，是什么原因能够引起大家对李鼎铭研究的浓厚兴趣呢?

从李鼎铭研究专业委员会成立以来所举办的各项活动来看，我们感悟最

深的内在原因有以下三点: 一是李鼎铭先生高尚的人格魅力和优良品

德; 二是李鼎铭先生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 三是李鼎铭先生

强烈的爱国心和对事业的高度责任心。上述所说的他的典范作用和内在

原因，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向他学习的内容。当然，在他身上还有许多美

德应该借鉴。但是，我想进一步来探讨李鼎铭先生为什么会作出这些成

绩呢? 简言之，那就是李鼎铭先生树立了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和本领。并

非有些人所言: “李鼎铭先生就是教书育人、治病救人、提出精兵简政

那些事，再没什么。”这是他们不了解李鼎铭先生的内心世界。

经过多年的学习和研究，我个人认为: 从李鼎铭先生一生的革命实

践来考察，他在参政之前就比较早地形成了能够为人民服务和如何服务

的观念，因为他亲自经历了苦难岁月的折磨，深感广大贫苦农民的疾

苦，所以认真学习本领，尽力为人民做事。从他弃官办学、修桥办市

场，到开设医馆治病救人; 再从他挺身而出敢于同封建残余和地方上的

恶势力斗争，清理贪官污吏的不法行为，到具体解决广大劳苦大众的负

担，都充分地证明他时时处处都在为人民的利益而斗争。不过那时，由

于李鼎铭先生还是一位民主主义者，所处的地位也不同，所以只能局限

在本地区内尽个人所能，还不可能着眼考虑全国人民的利益。抗战之

后，当他担任米脂县参议会议长和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之后，他

接受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成为一位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者。这时李

鼎铭先生的思想已经发生了质的飞跃，他把为人民做事的观念提升到为

人民服务的思想。而其中更为重要的一点是，他自幼好学，并有各种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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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也具备了为人民服务的本领，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有较高的执政能

力。所以，他在任职期间能够顺应历史潮流，结合当时边区的斗争实

际，比较好的解决了怎样为人民服务的问题，这是李鼎铭先生与众不同

之处。这方面事例更多，诸如 “精兵简政”就是最好的例证。再看他

在许多会议上的讲话，都能充分反映出他时刻在思考如何才有利于广大

人民群众的生活和利益。比如 1943 年 11 月他在边区第一届劳动英雄代

表大会上讲话时说: “而延安这次举行劳动英雄大会，是为着普遍使边

区人民能够丰衣足食。”可贵的是他能提出解决困难的办法，他提出:

丰衣足食，首要推广植棉，自织自纺，做到家家户户纺织; 其次是推广

栽桑养蚕，发展纺织; 再就是发展皮毛，纺毛织布织皮子，以上是陕北

解决穿衣的三种重要办法。如此等等，他的建树数不胜数。李鼎铭先生

这种大局观点和超前意识，作为边区政府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真正是

把人民的利益时刻装在心里，而不是一般大话和高谈阔论，是实实在在

解决问题。一个非党民主人士都能如此这般对待人民的切身利益，这种

精神难道还不值得每一个共产党领导干部深思吗? 我们学习李鼎铭，就

是永远学习他的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赞扬他为人民服务的本领。

我们编写《李鼎铭研究文集》，其目的就是为了把半个多世纪以来

出版过的论文、纪念文章、先生的遗著集中起来，给大家提供研究和学

习李鼎铭先生的素材，这里既有各级领导人对李鼎铭先生丰功伟绩的高

度评价，也有专家学者从不同侧面研究李鼎铭先生思想生平的优秀成

果，特别是比较完整地收入了李鼎铭先生就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后

的讲话和著述，是一部集纪念、研究、遗文和回忆较为系统反映李鼎铭

先生光辉历史的最新研究论著。我恳切期望，通过这本研究文集出版，

能使我们永远把李鼎铭先生的为人民服务精神和为人民服务的本领传承

发扬广大。

2012 年 6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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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鼎铭传略①

李敬谦 熊宇良 李 哲

陕北历史名城米脂县城南、无定河畔公路东侧，有一处烈士陵园。

陵园南部亭子内耸立着一座庄严的纪念碑。碑上镌刻着 “爱国典范”

四个醒目的大字，乃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所题。这就是陕甘宁边

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先生的纪念碑。1943 年，在延安 “双拥”运动中，

八路军留守兵团政治部也曾赠送给边区政府 《民主典范》的匾牌，李

鼎铭副主席代表边区政府接受这一块 “民主典范”的光荣匾。追忆历

史，早在 1925 年当地民众就曾赠送给李先生一块“造福桑梓”的巨匾。

三次题词所凝聚的 “爱国、民主、为民”六个字，正是历史给予李先

生的崇高评价。

李先生中等身材，体质单薄，浓眉大眼，皮肤白净，戴着一幅琥珀

框架的眼镜。他虽然面色憔悴，但目光炯炯有神，精神奕奕。他的一生

是怎样由一个开明绅士走上与共产党合作、并愿意成为一个共产党人的

道路呢?

一、出身贫寒 致力教育

米脂县地处陕北的黄土高原，古时属银州境地，在如今县城南边小

1李鼎铭传略

① 选自《李鼎铭———文集·纪念·传略》，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版。
收入本书时标题作了改动。



石砭的石崖上，还凿刻着刚劲有力的 “古银州”三个大字，那是民国

大总统徐世昌亲笔所书。米脂水，沃址宜粟，米汁淅之如脂，故县名
“米脂”。米脂靠近边关。为抵抗匈奴入侵，人民饱受战火之苦，唐朝

诗人陈陶在《出塞行》中曾这样描述过边关人民的苦难生活: “誓扫匈

奴不顾身，五千貂锦丧胡尘。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战

火也锻炼了人民，赋予人民以强悍不屈的性格。威震天下的农民起义领

袖李自成就出生在米脂。米脂全县地处丘陵沟壑区，共有 20378 个山

岇、7954 条沟岔。在城东四十里，有个叫桃花峁 ( 现名桃镇) 的村子，

一条小河从村中穿过，至阎家坪入黄河。村庄遍地峁沟交错，地表支离

破碎，素为边陲贫瘠之地。1881 年 9 月 28 日 ( 清光绪七年八月初六) ，

李鼎铭就出生在这个贫穷的山峁间一座土窑里。李家世代务农，家境贫

寒。因李家历代均爱读书，不论家境如何贫穷，也一定要送子弟入学，

但仍务农耕作，故乡里人称之“耕读传家”。

李先生的祖父李汝信生有三子，大子李福基，无后; 二子李鸿基;

三子李垣基。李鸿基是农民，原配常氏是米脂印斗乡扬川村人，生有一

女。续弦杜氏是米脂桥合岔乡吕家崄村杜家湾人。她是原国民党高级将

领、后任全国政协常委的杜聿明之姑母。前房有一女，杜到李家后又生三

子一女。大子李丰功，字鼎铭;二子李丰锡，患癫病于三十岁上病故;三子

李丰勋。李鼎铭是李氏第二十世，属六门，从小过继给了大伯李福基。

李鸿基在家务农，粗识字。晚年，在农闲时操起了做手工挂面的生

路。整天走村串户，做卖挂面的小生意。渴了就喝口凉水，饿了就勒紧

腰带，以维持人口众多的一家生计。后因连年灾荒，颗粒无收，只好到

乌镇一家商号做工，勉力供给弟弟读书六载。后来又转到大地主姜耀祖
( 米脂桥河岔乡刘家峁村人) ，在绥德兑针店开的杂货铺做工。他一生

勤劳善良，乡邻赶集路过时，不分贫富都盛情款待，安排吃住。故而，

在乡间颇有声望。他节省度日，每年典买几垧 ( 一垧合三亩) 地，由

其弟务农耕作。由于土地贫瘠，虽然典了二十余垧地，但生活仍过得不

好，只相当中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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