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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40~ 代， ((1.叙》刹赘:

"香山万安公墓启事:西郊香山名胜之区，佳景林立之地，公墓适居

其间，背山面水，地势独忧，清雅风景环列四周。土质厚润，营葬最宣。

交通便宣，公共汽车直达万安路口。本公墓特定上午九时至下午五时开放

游览，随意参观。其设备，力谋尽善布置周详，侮保障人生幸福，免遗骸

暴露之处，以安电梦是也。如有接洽事宣，先期定妥无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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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山脚节'-Z莲宁静琛遂自古人文风景

北京最早名为"菌"是最早提出的"中国四大古都"之一，拥有

3000多年的建城史、 850多年的建都史和引人入胜的自然人文景观。 但时

至今日，很少有人提及和关注的是首都北京独具特色的历史名人墓地文

化景观。 鲜为人知的，北京正是中国最早墓地的发现地，而现代公墓在

北京的发源时间也较早 。 说到北京的名人墓，其一大显著特点是区域分

布集中度较高，主要遍布在西郊西山风景区一带。

红叶青山相伴，万佑英灵平安。

傍依西山的香山地区是一块"天宝地灵"之域，名人墓地(园)汇

聚，分布广泛而相对集中，形成了独特的人文景观。 位于西郊香山脚下

的万安公墓，是北京最早建立的现代公墓，也是香山地区名人墓最多的

地方。甚至在整个北京，万安公墓也是影响力最大、墓园文化底蕴最为

深厚的一抹静地。 作为人生大戏落幕的想息地，万安公墓沉淀岁月，默

默讲述着另一个世界的故事，成为首都墓园文化的一大典型代表。

名人墓成为点缀万安文化不可或缺的人文要素，万安公墓已然成为

各人墓地(园)的代名词，可谓墓园中的一朵奇施。 其名人墓地(园)
也

有以下特点:

1.数量最多 。 香山地区方圆十几平方公里汇聚众多的名人墓园，万

安公墓内的知是园最多，有的称"和百计"有的甚至说是"数以

千计"如昭之多，的确超乎很多人的想象了 。 其实，很多名Å1配在、没

翩翩墓盹至叫叹"如计。 但仅
也有很多很多 。



2. 分布最密。香山地区的名人墓园大都零散分布，遍布周边各处，

有时不经意的一次游览中就能意外地拜渴到一座从未知其所在的名人

墓 。 与此不同的是，香山地区还有几座专门供逝者安息的公墓，为名人

安葬提供了集中场所，万安公墓即是其中最早的一座。自 1930年创办以

来，金(新金)、木、水(新水)、火、土各区均有大批名人入住。 万

安公墓成为人们寻访拜祭名人墓的常来之所，如此之多的社会各界名人

选择这里作为人生的终点站，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殡葬文化现象。

3. 规模最大 。 从所占面积来说，万安公墓的名人墓园不仅是一个

园子或一块墓地，而是一块又一块的名人墓地(园) 。 有的名人墓地相

邻，有的间隔稍远，有的占据一片、独成一园 。 最引人注目的是，全国

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李大钊烈士陵园坐落其中，占地2200平方米，为

一庭院式仿古建筑，李大钊烈士墓、纪念碑及汉白玉雕像静立中央，

井设有李大钊烈士革命事迹陈列室。如此规模，这是其他散见的墓国

(地)所无法比拟的。

4. 影响最广 。 万安公墓是安谧静美的文化墓园，这里有众多文学

p名家墓园、艺术名家墓园、教育名家墓园、科技各家墓园、体育名家墓

. 园、军政名家墓园，以及巾。因英杰墓园和一些外国人士墓园，等等，孕

育 3月浓厚的文化气息 。 说万安公墓的名人墓园影响最广，主要指的是其

创建最早、保存较好、持续最久的历史影响，其名人墓众多、分布较为

集中、涉及面广泛的文化影响，以及坐落其间的、由中共中央决定修建

的苦大钊烈士陵园在全国范围内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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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而是充满爱的生命栖息的又一个家园。不要不屑于或只是瞥一眼那

伫立的一座座墓碑，那墓碑不仅是冰冷的石块，生命与墓碑之间也有一

道阳光。墓碑无言似有言，那一个个名字，那一行行文字，在讲述着生

前死后的故事。

有逝者生前的足迹，也有精神的传承;有心底的悲痛和无尽的想

念，也有对未来的析祷和希望;有最严肃、最彻底的静思，也有对生命

的感悟、对生的新知。墓地成为了一种风景，一道宁静深邃的人文风

景。今天，让我们乘着第三辑《万安人物志》的翅膀，静心地品读，欣

赏这一番风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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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树德 (1894.2 . 29-1982.2 .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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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合作社有不同的特点和作用 。 信用合作社，也

称平民银行。它既是对农民的放款机关，也是农民的储蓄

机关。 农民可以通过信用合作社得到低利的贷款和高利的

储蓄，在经济上享受较大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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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合件事应伪先必

于树德

于树德，字永滋，别号永溢，河北静海(今隶属于天津市)人。杰出的革

命者与合作专家，历任新中国中央合作事业管理局副局长、中华全国供销合作

总社副主任，是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和第四、五届全国政协常委。

少年时的于树德

1894年2月 29 日，于树德出生于河北省静海县唐官屯村。少年的

时候，他在家乡私塾里读书8年，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教育。 十五岁

时，他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两年前李大钊也考入该校，二人

为同学。在校期间，他认真学习法政专业课程以及英语、日语，同时

积极参加反对"君主立宪"的请愿等革命活动。 1910年，他参加请开

国会运动，入同盟会。他是革命派的中心人物，以其为中心的革命派

组织秘密团体，大量订阅宣传革命思想的上海《克复报》、福建《民

心报》和香港《中国报》等报刊，广泛地接触"新学"并同"旧

学"斗争，产生广泛影响。



1911 年11 月，于树德参与组建"天津共和会"联络天津各方人士，积极策划辛亥革命漂

州起义。 起义前，他参加14人组成的敢死队，潜至深州雷庄，为"龙山十四郎"之最幼者。他

只身混入了深州清军标部(深州的清军指挥机关) ，试图毒杀标统岳兆麟，但没有成功 。 起义

爆发时，他又冒着枪林弹雨，用刀砍断了古泊、雷庄间的电话线，使清军各部间失去了联系。

起义失败后，他一个人来到迁安，联络流散的起义士兵，重新组织革命力量，井再次进入法政

专门学校读书 。 当时，周恩来在南开中学读书，在天津学生的革命运动中，于树德与周恩来相

识，并成为好友。

1917年，于树德从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毕

业，以毕业成绩第二获校费留学日本， 1918 

年与学友去体诚、周恩来罔往日本留学。 到了

日本后，他进入京都帝国大学读书，主修经

济学。他对于合作理论颇感兴趣，井深入研究

了日本的产业组合理论和实践以及相应的法律

制度和社会体制，对中日关系有-定认识和觉

察。他对合作理论的学习为其以后从事"合作

事业"打下了基础。

在校期间，于树德同李大钊等一样，受到

新中学会成员合影(后排左-为于树德) 日本社会主义学者河上肇的影响，了解马列主

义，向往无产阶级革命，认识到了劳工运动的重要性。 在其留日的前一年，在天津南开与法政

学校留日同学的积极组织下，在东京正式成立了新中学会，以联络感情、砾而品行、阐明学

术、运用科学方法来刷新中国为宗旨 。 于树德和周恩来、安体诚(存斋)等人一起加入了新中

学会，井任执行干事，成为该会的骨干力量。他

们回国后积极组织工人运动，帮助建立社会主义

青年团组织，为早期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很大贡

献。

1921年，于树德由日本回国 。 之后，他在天

津法政专门学校任教，井且在北京大学、燕京大

学、上海暨南大学、北京女一中、华洋义赈救灾

国‘，.回1I1.U:mri咀圄a...-望.，.匾ÆI'i噩噩噩~D

总会兼课，主要讲合作论方面 。 他亲身参与了很 于树德等创办的天津工余补习学校开学式纪念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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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合作社的创办过程以及办赈、救灾等事业，建立了中国第一家信用合作社一 "河北香河县信

用合作社"的创办，井为华洋义赈总会合作讲习会授课，留下大量合作讲义。

于树德回国任教期间，李大钊已经是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二人在北大的交往中，产生了

深厚的革命友谊。 同时，李大钊是于树德走向革命道路的领路人，对于树德的思想转变起到了

关键性作用，后来他长期追随李大钊从事革命事业。

1921 年9月，在李大钊的指导下，于树德与安体诚一同在天津创办了工余补习学校。 安体

诚、于树德等人亲自授课，课程有语文、算术以及时事等。 其学员多为学校附近的恒源纱厂徒

工，亦有该厂和其他厂的成年工人。 除传授知识和技能外，他们用读报、讲故事等为式向工人

宣传马克思主义，建立了天津第一家工人图书馆(天津图书馆) ，改善了工人读书看报学习的

条件，大大提高了工人的思想觉悟，为开展工人运动作了大量工作。

于树德(左) 和安体诚

1921 年冬，中共北京地方委员会

成立，为建立和发展党组织，于树德

与高君宇、邓中夏、文1]子州等分别为

被派去内蒙、山西、保定、陕西等地

开展革命工作。

1922年1 月 21 日，远东各国共产党

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莫

斯科召开 。 于树德在李大钊的介绍下

来到苏联，作为新中学会的代表与高

君宇、张国焘、王尽美、邓恩铭等出

席了大会。 会议期间，李大钊和于树德等与会代表受到托洛茨基的接见。 会议上，于树德作中

国经济问题发言 。 李大钊当时推荐于树德加入中国共产党，但之前因为张国焘在会议前以及会

议期间的行为，与会代表很不满意，于树德与之发生冲突，进而产生意见。 后在李大钊的批评

和帮助下，由李大钊、罗章龙介绍其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2年3月 20 日，天津工余补习学校建立了天津第一个共青团分部。 于树德与李峙山分别

任书记部正副主任，井以他们的住址为团组织地址。 这样，天津工余补习学校不仅成为工人运

动的中心，而且成为党的活动机关。 所以，这座工人图书馆及其学校，从一开始就被资本家一

方以及当局所敌视，恒源纱厂资方-面限制徒工外出上学方面强烈要求当局取缔该校。 经

过直隶省教育厅备案批准的，教育厅在1922年6月 21 日下达了一项命令，以该校"有劳工运动

之宣传新思想潮流"为借口，撤销了备案，天津工余补习学校和工人图书馆随之被迫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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