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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瞿秋白、林祥谦、赵世炎、张太雷、夏明翰……一个个闪着光辉的名字，镌刻在中

国革命的历史丰碑上。他们用自己的生命和热血，践行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河北乐亭·李大钊故居、纪念馆

一把藤椅，百年岁月。

在河北省唐山市乐亭县大黑坨村的李大钊故居中，

有一件文物尤其珍贵：那是一把历经百年沧桑的藤椅，

藤椅表面已呈黄褐色，扶手、椅座处有些许藤条已经断

裂。这是 1918 年 1 月，李大钊出任北大图书馆主任时亲

自买来的。就是在这把藤椅上，李大钊潜心研读马克思

主义，挥笔疾书写出了《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

胜利》等重要文章，用敏锐的目光、深邃的思想、无畏的

精神，向人类高喊出：“试看将来的寰球，必是赤旗的世

界！”也是这把藤椅，伴随着李大钊走过了五四新文化运

动的斗争历程：无数青年围坐在这把藤椅旁聆听他讲述

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接受民主与科学思想的洗礼……

李大钊，字守常，1889 年 10 月 29 日出生于大黑坨

村。李大钊自幼父母早逝，主要靠祖父李如珍教养长

大。幼年时期，祖父李如珍总爱利用茶余饭后的时间为

他讲述当时国家、社会之大事，在他幼小的心灵埋下了

救国爱民的火种。正如此后李大钊在《狱中自述》中所

写：“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事业。”

1907 年，李大钊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学习

政治经济。1913 年冬，他东渡日本，考入东京早稻田大

学政治本科学习。在日本学习期间，有一次李大钊和同

学们一起上街，在一所日本王室主办的“游就馆”里，看

到了许多甲午中日战争及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时，日本帝

国主义从中国掠夺去的物品。“睹物伤怀，徘徊不忍离

去”，回学校的路上，李大钊默默买下了其中一对紫红色

的木质茶盘和茶叶筒，以“饮异乡茶，思故乡源”。漫漫

异国求学路，这对茶盘、茶叶筒一直陪伴左右，成为他为

国分忧、立志报国的最好见证。如今这对茶盘、茶叶筒

被收藏在距离故居约 15 公里的李大钊纪念馆第一展

厅中。

1916 年，李大钊回国后，积极参与正在兴起的新文

化运动。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李大钊备受鼓

舞，连续发表了多篇重要文章和演讲，成为我国最早的

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从 1920 年初开始，李大钊等革命

家就商议在中国建设无产阶级政党的问题。”在李大钊

纪念馆第二展厅的一组锻铜雕像前，讲解员吴溪正在为

前来参观的游客介绍。雕像名为“南陈北李，相约建

党”：雕像二人，一人穿西装，一人着长衫，他们目光坚

定，凝望着远方。雕塑旁，一块青铜色展牌上的字熠熠

发光：“我们现在还要急急组织一个团体。这个团体不

是政客组织的政党，也不是中产阶级的民主党，乃是平

民的劳动家的政党，即是社会主义团体。”

这是李大钊于 1921 年 3 月发表的《团体训练和革新

的事业》一文的经典段落，以此号召全国的共产主义者

要担负起“中国彻底的大改革”的责任。1921 年 7 月，中

国共产党宣告成立，李大钊是主要创始人之一。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代表党中央指导北方地

区党的工作。1922 年至 1924 年，他受党的委托，奔走于

北京、上海、广州之间，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为建立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作出重大贡献。1924 年 1
月，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孙中山对李大钊极为看重，

邀请他出席。为了保存会议的重要文件，李大钊在开会

期间购买了一对边角有铸铜、两侧有拉手的樟木书箱。

李大钊非常珍爱这对樟木书箱，加之樟木能够防蛀虫，

他经常把自己收藏的重要书籍文献放在里面。

1927 年 4 月 28 日，李大钊等 20 位革命者被反动军

阀绞杀在北京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内。樟木箱中的所

有书籍也都付之一炬，只留下了这对空箱子如今展陈在

纪念馆内。

斯人已去，精神永存。纪念馆内，李大钊的雕像威

严肃穆，不时有游人献花瞻仰。据介绍，自 2008 年免费

开放以来，李大钊纪念馆和故居年均接待全国各地观众

及海外游客 130 余万人次。

“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

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

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资以乐其无涯之生……”在李大

钊故居前院的百年丁香树下，13 岁的小讲解员李梓珺

正在为前来参观的游人背诵这段自己最熟悉的篇章，声

音稚嫩却铿锵有力……

北京西城·李大钊故居

在李大钊短暂而光辉的一生中，有 10 年是在北京

度过的。其中，1920 年春至 1924 年 1 月，李大钊一家在

石驸马大街后宅 35 号（今西城区文华胡同 24 号）北院居

住近 4 年，这是他在故乡之外与家人生活时间最长的一

处居所。

故居为一小三合院，有北房 3 间，东、西耳房各 2
间，东、西厢房各 3 间。西厢房三间打通，作为李大钊

的书房及会议室使用，在陶然亭慈悲庵作为党组织的

固定活动场所前，中共北方党组织的大部分重要会议

都在这里召开。北房的堂屋是李大钊一家的餐厅和

接待室，在这间屋子里，李大钊曾手书一副对联挂于

北墙。他十分敬仰明代忠臣杨继盛的气节，也很欣赏

杨继盛的“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这一诗句，便在

此句基础上，取陆游《文章》一诗中的“文章本天成，妙

手偶得之”的“妙”字，改写成“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

章”。这是李大钊一生的追求，也是他精神风范的真

实写照。

据统计，在文华胡同居住期间，李大钊发表文章

140 余篇，文字总量超过 33 万余字，平均每 9 天一篇；参

加各种会议 120 次，陪同会见、拜访各界人士 30 次，讲演

30 次。

在这个小院里，李大钊与邓中夏、高君宇等秘密成

立“北京大学马克斯（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为建立共产

党组织做了思想和干部上的准备。他领导建立北京共

产党早期组织，积极发动工人运动，宣传马克思主义理

论，创办通俗革命刊物《劳动音》，开办劳动补习班，成立

长辛店工会。他与共产国际代表商讨建立中国共产党

的问题，并积极进行筹备……可以说，李大钊故居是李

大钊传播马克思主义、创办中国共产党、领导北方工人

运动、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等一系列革命实践活动最具

代表性的历史见证。

2007 年 5 月 8 日，在李大钊英勇就义 80 周年之际，李

大钊故居正式对社会开放。2009 年，故居被公布为北京

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目前故居正在进行展陈改造，将以

全新的面貌、创新的方式讲好李大钊的故事，迎接中国共

产党成立 100周年。

北京香山·李大钊烈士陵园

北京香山脚下，万安公墓中部，一处传统庭院式建

筑坐西朝东，李大钊烈士陵园就坐落于此。

走进陵园，迎面是两米高的李大钊汉白玉石雕立

像。苍松翠柏间，只见先生身着长衫，双手背后，深邃的

目光凝视远方。其后静卧着李大钊夫妇墓，墓后是一座

宽 4 米、高 2 米的青花岗石纪念碑，碑的正面镶刻着邓小

平同志书写的题词：“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 伟大的马克

思主义者 李大钊烈士永垂不朽”，背面是中共中央为李

大钊烈士撰写的碑文。

清晨的陵园肃穆宁静，一束束鲜花寄托着人们的崇

敬之情。

1927 年 4 月 6 日，张作霖派出军警、便衣侦探 200 多

人，袭击了苏联大使馆西院及附近的庚子赔款委员会等

处，逮捕了李大钊等国共两党和进步人士 80 余人。

此时，大革命从高潮走向失败的血雨腥风已然来

临。在李大钊入狱后的第六天，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

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其后，蒋介

石密电张作霖，“将所捕党人速行处决，以免后患”。

4 月 28 日，张作霖控制的特别军事法庭，判处李大

钊等 20 位革命者绞刑，当日执行。刑场上，李大钊第

一 个 登 上 绞 刑 台 ，毫 无 惧 色 ，从 容 就

义，时年尚不足 38 周岁。6 年之后，即

1933 年 4 月 ，中 共 地 下 党 组 织 通 过 北

京大学师生和李大钊生前好友，为李

大 钊 发 起 公 葬 ，将 灵 柩 安 葬 于 万 安

公墓。

为纪念李大钊同志，中共中央于

1982 年决定在万安公墓内修建李大钊

烈士陵园。1983 年 10 月 29 日，即李大

钊烈士诞辰 94 周年纪念日，中共中央

隆重举行李大钊烈士陵园落成典礼。

1984 年 5 月 24 日，李大钊烈士陵

园 被 公 布 为 北 京 市 第 三 批 市 级 文 物

保护单位；1986 年 10 月 28 日，被公布

为 第 一 批 全 国 重 点 烈 士 纪 念 建 筑 物

保护单位，现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

范 基 地 、全 国 青 少 年 教 育 基 地 、全 国

红色旅游经典景区。

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事业
—瞻仰李大钊故居、纪念馆、烈士陵园

本报记者 施 芳 邵玉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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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河北乐亭李大钊故居正门。 资料图片

图②：河北乐亭李大钊故居展品——樟木箱。 资料图片

图③：河北乐亭李大钊纪念馆俯瞰图。 资料图片

图④：湖南衡阳夏明翰故居一角。 本报记者 申智林摄

本版责编：孟 扬 曹怡晴 版式设计：张芳曼

④④

湖南省衡阳县洪市镇礼梓村，夏明翰成长的祖屋一角，立有一座雕塑，

复原了 1928 年他被关押在武汉狱中的场景。“砍头不要紧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只要主义真。。杀杀

了夏明翰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还有后来人。”。”在艰难残酷的境地里，夏明翰慨然面对酷刑和死

亡，临刑前写下这首正气凛然的就义诗。

英烈无畏，浩气长存。夏明翰短暂的生命，何以焕发出如此耀眼的光

芒？“是信仰的力量！”夏明翰故居讲解员刘娜告诉到此参观的党员群众。

1920 年夏天，积极参与学生运动、已是进步青年的夏明翰，逃脱祖父的

囚禁，与封建家庭决裂，奔赴长沙。在何叔衡的引荐下，夏明翰结识了毛泽

东。在毛泽东、何叔衡等共同发起成立的俄罗斯研究会中，夏明翰认真学习

布尔什维主义，于 1921 年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4 年 12 月，夏明翰任中共湖南省委农民部长。他经常化装成农民，深

入长沙等地做农村调查，了解农民生活，培养农运干部，领导农民运动，并在

浏阳建立了党的组织。

1927 年，夏明翰前往武汉出任全国农民协会秘书长不久，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

党反动派悍然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夏明翰悲愤地写道：“越杀胆越大，杀绝

也不怕。不斩蒋贼头，何以谢天下！”5 月，“马日事变”爆发，湖南境内党的组织被严

重破坏。不久，夏明翰临危受命，出任湖南省委组织部部长，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

想方设法联系失散的同志，恢复巩固党的组织。

1928 年 1 月，党组织决定再调夏明翰到湖北省委工作。3 月，由于叛徒出卖，夏

明翰在武汉东方旅馆不幸被捕。在严刑审讯下，夏明翰坚贞不屈。行刑前，敌人问

夏明翰还有什么要说的。夏明翰大喝道：“有，拿纸笔来！”接着就写下了那首传诵

至今的就义诗。

受其信仰感召，夏明翰两个弟弟夏明震、夏明霹和妹妹夏明衡，也先后走上革

命道路；几乎就在夏明翰牺

牲的同期，三兄妹也为共产

主 义 信 仰 献 出 了 宝 贵 的

生命。

如今，夏家在衡阳县洪

市镇礼梓村的旧宅，作为夏

明翰故居，被修葺保护下来，

建有纪念馆。近年来，到故

居 参 观 的 党 员 群 众 越 来 越

多，2019 年登记人数超过 30
万人次。

慷 慨 浩 气 励 后 人
—走进湖南衡阳夏明翰故居

本报记者 申智林

江苏常州·瞿秋白故居、纪念馆

江苏常州瞿秋白故居有多处，如出生地青果巷八桂堂、祖母娘家庄氏星聚堂、

家道中落后居住的瞿氏宗祠。位于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延陵西路 188 号的瞿秋白

纪念馆，由故居和纪念馆两部分组成。

瞿秋白纪念馆副馆长唐茹玉介绍，故居原为瞿氏宗祠，1912 年到 1916 年间，瞿

秋白一家迫于穷困，寄居于此。其中安放的数十件家具和用品，都是依照当时的形

制进行征购或仿制，并照瞿秋白一家生活原貌陈列的。瞿秋白故居 1985 年正式对

外开放，1996 年经国务院批准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走进故居祠堂，最前方屹立着瞿秋白石膏像，展现着身姿矫健、神采奕奕的革

命家风采。身后壁板有诗云：“我是江南第一燕，为衔春色上云梢。”这是他的代表

诗作之一，也是他短暂一生的追求与写照。100 年前，他怀着“总想为大家辟一条

光明的路”的初心，奔走东西、上下求索，作出了许多开创性贡献。

瞿氏祠堂曾留下少年秋白的身影。如何让这些历史可听、可看、可触摸，使感

人故事深入人心？2020 年 6 月 13 日，瞿秋白故居《又见少年阿霜》沉浸式演出首次

亮相，以实景演出方式还原百年前瞿秋白一家的生活情景，讲述他在不同人生阶段

经历的故事，展现其生活的物理空间和精神世界。

“曾经不止一次来过这里，今天第一次看到沉浸式演出，很新鲜也很感动，这座

静穆的故居也更亲近了。”观看完演出的游客在留言簿上写道。

在故居东侧，是 1999 年新建的瞿秋白纪念馆，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

地，年参观人数 30 余万人次。这是一座两层楼四合院式的仿古建筑。常设陈列

《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瞿秋白生平事迹展》，以瞿秋白革命功绩为主线，以其

卓越才华、坦荡品格、真挚情感为副线，通过丰富的实物、图片和多媒体，展示他光

辉的一生。

展厅中陈列着一张珍贵的照片——《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部分代表合

影》，这是“常州三杰”中的瞿秋白和张太雷唯一的合影。1921 年 5 月，瞿秋白和张

太雷在莫斯科重逢，张太雷介绍他加入共产党。同乡、同学，又成为革命同志，两人

留下了珍贵一刻的合影。瞿秋白曾说：“我的思路已经在青年时期走上了马克思主

义的初步，无从改变。”一百年前，无数如他这般风华正茂、心怀天下的年轻人，义无

反顾地投入中国革命的洪流。

“从 1959 年筹建瞿秋白故居到 1985 年正式对外开放，从 1999 年新建纪念馆再

到 2020 年纪念馆周边环境整体提升，瞿秋白纪念馆数十年如一日坚持着建馆目

标：努力把瞿秋白纪念馆建成瞿秋白的展览中心、资料中心、研究中心。”唐茹玉说。

福建长汀·瞿秋白烈士纪念碑

1935 年 6 月 18 日，瞿秋白在福建省长汀县的中山公园凉亭饮罢酒，从容走向

刑场，沿途高唱着《国际歌》和《红军歌》，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革命胜利万

岁！”“共产主义万岁！”等口号。到达刑场后，他盘膝坐在草地上，对刽子手微笑点

头说：“此地甚好！”随即饮弹洒血，从容就义，时年 36 岁。

1934 年 1 月，瞿秋白遵照中共中央指示，抱病离开上海前往中央苏区瑞金，担

任中央教育委员、《红色中华》报社社长兼主编。他还创办了国立苏维埃大学、苏区

工农剧社与高尔基戏剧学院，并大力开展文化教育普及和扫盲运动。

1934 年 10 月，中央红军主力开始撤离苏区，瞿秋白由于身患肺病留在苏区，担

任苏区中央分局宣传部长。苏区在国民党军队的疯狂进攻下，形势非常危险，中央

分局决定将瞿秋白、何叔衡等转移。在转移途中，一行人被国民党军队包围，瞿秋

白在长汀不幸被捕。

敌人得知他的身份后，采取各种手段利诱劝降，但都被他凛然拒绝。

为缅怀先烈，激励后人，1952 年 10 月，长汀人民在瞿秋白烈士就义地，兴建了

“瞿秋白烈士纪念塔”。1965 年修缮后改称“瞿秋白革命烈士纪念碑”，1983 年重

修，1985 年重建。2006 年在瞿秋白烈士纪念碑旁，新建了瞿秋白烈士纪念馆。该

馆与瞿秋白烈士就义地联成一体，全面翔实地介绍了瞿秋白光辉而伟大的一生。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

真理而斗争！……”《国际歌》的旋律至今依旧在天地间回旋。斯人已去，精神永存！

为 衔 春 色 上 云 梢
—探访瞿秋白故居、纪念馆、烈士纪念碑

姚雪青 颜 珂 吴启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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