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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长夜茫茫破曙星
吴志菲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是李大钊一生
的光辉写照。他穷尽毕生的精力在中国研究、讲
授和实践马克思主义，不仅为中国革命造就了最
初的一批共产主义者，而且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
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他是第一个与共产国际代表商谈建立中

国 共 产 党 的 人 ， 是 第 一 个 以 个 人 身 份 加 入
国 民 党 的 共 产 党 员 、 并 成 为 孙 中 山 指 定 进
入 国 民 党 一 大 主 席 团 唯 一 的 共 产 党 人 。 他
是 中 国 共 产 党 主 要 创 始 人 之 一 ， 却 未 曾 担
任 过 什 么 重 要 领 导 职 务 。 他 是 献 身 革 命 的
第一位中共主要领导人。

1917 年 11 月，俄国爆发十月革命。
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鼓舞和启
发了李大钊，他敏锐地意识到只有社会主
义才能救中国。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李
大钊逐渐认识到他长期求索的“理想的中
华”，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依靠工
人阶级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才能成为现
实。他兴奋而如饥似渴地搜集着有关十月
革命的一切信息。1918 年 7 月，他发表
《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一文，论述1917年
俄国十月革命与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
命的本质区别，指出：“俄罗斯之革命是
二十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
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着）世界
的革命之采（彩）色。时代之精神不同，
革命之性质自异，故迴非可同日而语。”
这是中国人民正确认识十月革命的第一篇
文章。

早在十月革命前在中国已经有人介绍
马克思主义了，但当时仅仅是在介绍一种
学说而已。十月革命胜利后，那些正在探
索救国道路的中国先进分子开始把目光投
向俄国，从此作为革命指导思想的马克思
主义逐渐在中国大地上传播开来。中国最
早歌颂十月革命、宣传马克思主义，并把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正是
李大钊。

1918年7月至1919年1月，李大钊先
后公开发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
主义的胜利》等系列文章，详细阐述了十
月革命的性质和伟大意义，向中国人介绍
布尔什维克主义，为中国革命指出了新的
斗争方向。此外，还通过少年中国学会、
国民社、新潮社等社团组织团结了一批先
进青年。俄国的革命经验使李大钊认识到
工农的革命力量，他不断告诉青年知识分
子，“要把现代的文明，从根底输到社会
里，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
可”。他在讲坛上、报刊上和通信中，大
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知识，帮助参加
过辛亥革命的一些老革命家，培育过众多
的青年学习和接受马克思主义。

此时的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之中。作
为一战的战胜国，中国却没有感觉到任何
胜利后的喜悦，反而成为列强谈判桌上的
筹码。1919年4月底，巴黎和会上中国外
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国内，迅速引起了国人
的愤怒。

5月1日，北京《晨报》副刊出版了
“劳动节纪念专号”，李大钊发表《五一节
杂感》，指出，这个日子是工人阶级“直
接行动”取得成功的日子，这无异于给即
将爆发的五四爱国运动发出了战斗号令。

5月4日下午，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
爆发了。据北大教授高一涵回忆：“五四
游行，守常和学生一道参加。有一次，为
了救援被捕学生，大家集队往政府请愿。
队伍走到国务院门前，只见铁门紧闭，门
内架着机关枪。守常愤怒异常，一个人跑
出队伍冲将上去，大家赶忙上前把他拖
住，真是又英勇、又危险。”

李大钊密切关注运动的发展，5月4
日当天，31名学生及1名市民被捕，他和
蔡元培等人积极设法营救，组织北京学生
罢课以声援被捕学生，迫使当局于两日后
释放学生；5月9日，蔡元培被逼辞职出
走，反动派阴谋改组北京大学，李大钊便
联合其他教职员工和广大学生奋起抗议，
与北洋政府交涉，坚决挽留蔡元培。

五四运动中，李大钊始终和学生们站
在一起，共同战斗。他的办公室成了革命
青年经常聚会的场所，他常与学生们在这
里交流运动进展情况，研究深入的办法，
给青年以直接指导。

李大钊是五四运动的领导者、组织
者、参与者和捍卫者，对于五四运动的贡
献更主要体现在传播马克思主义，这是他
独特的贡献。五四运动后，李大钊并未停
止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与研究。1919年10
月、11月，他分两期在《新青年》上发表
长篇论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地介
绍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
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该文的发表，
不但表明李大钊完成了从民主主义者向马
克思主义者的转变，而且标志着马克思主
义在中国进入比较系统的传播阶段。

1945年 4月 21日，在中共七大会议
前夕的预备会议上，毛泽东做了一个报
告。其间，毛泽东指出：“关于陈独秀这
个人，我们今天可以讲一讲，他是有过功
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
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
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

一声炮响与
一场爱国运动

五四运动爆发后，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作
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这使李大钊
欣喜地看到，在中国建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
理论指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开始有了可能。
五四运动以后，他号召、组织先进青年到工人中
去，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道理，开始把马克思
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结合起来。1920年初，李
大钊就曾与邓中夏等酝酿过成立中国党组织的
问题。

1927年5月24日，汉口《民国日报》发表报
道《中大热烈追悼南北烈士》。北大教授高一涵
报告李大钊生平事略，言及：“（五四运动）时陈
独秀先生因反对段祺瑞入狱三月，出狱后，与先
生（指李大钊）同至武汉讲演，北京各报均登载
其演辞，先生因此大触政府之忌。”

1920年2月8日，陈独秀从武汉回到北京。
陈独秀是经同乡和好友保释出狱的，擅自离京、
回京自然要引起北洋政府警察当局的注意，警
方迅即派警员到陈独秀的北池子寓所查看，并
布置暗探监视其行踪。

2月12日，正是阴历“小年”，李大钊雇好了
一辆骡车，和陈独秀都乔装成商人，如同商号经

理出外讨债，身边还放着一些账本，趁着晨光悄悄
从朝阳门出发，离开了北京城，经廊坊直往天津。
旅途中，二人相约在北方和南方筹建共产主义组
织，就此留下“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佳话。

护送陈独秀安全地登上了前往上海的船只
后，李大钊并没有立刻回家乡唐山乐亭县与家人
团聚过春节，而是在天津会见了共产国际驻天津
的联络员柏烈伟，主要是商谈建立一个统一目标
的、团结的社会主义同盟组织的可能性和实现途
径。陈独秀从天津到上海后，也开始了建党的筹备
工作。

3月，李大钊在北大秘密组织成立马克思学
说研究会。研究会成立后，李大钊找蔡元培校长要
了两间屋子做活动场所，一间当办公室，一间当图
书室。他们还给这两间屋子起了个名字，叫“亢慕
义斋”（英文Communism，即“共产主义”的谐音）。

4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一行来到中国，
了解中国革命的情况，并同中国的革命组织建立
联系。他们先到北京，经人介绍会见了李大钊，受
到热烈的欢迎。在初步了解了中国的许多情况后，
维经斯基表示北京的先进知识分子应在中国建立
无产阶级组织。

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一行的到访，无异于
为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成立注入了催化剂。为了
进一步商洽在中国的建党工作，李大钊把他们介
绍给在上海的陈独秀。这时，李大钊开始认识到，
在中国仅仅建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已经远远不
够，必须筹建无产阶级政党。他明确指出：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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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年5月，陈独秀在上海建立马克思主义研
究会。北京、上海两个研究会不仅仅是学习、研究
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为建党做理论上、思想上的准
备，而且培养了第一批共产党员，为建党作了组织
上的准备。

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建立。10月，由以李
大钊为核心和领袖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在北大红
楼李大钊的办公室正式成立，最初成员仅 3 人
——教授李大钊、讲师张申府、学生张国焘。随后，
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高君宇、缪伯英、何孟雄、
范鸿劼、张太雷等人加入。

建党初期，陈、李二人书信往来频繁。据张申
府回忆，1920年8月，陈独秀就党组织是叫社会党
还是共产党拿不准，特地致信李大钊征求意见。最
后，李大钊回信一锤定音：“叫共产党！”

11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举行会议，决定将
这个组织命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这是北
京大学的第一个中共支部，也是北京和中国北方
的第一个中共支部。中共北京支部成立后，在李大
钊领导下以北大为基地，开展了广泛的革命活动。

“亢慕义斋”里找寻真理

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以后所开展的各项
工作，进一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
动的结合。这样，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条件就
基本具备了。1921年7月，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
大会正式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此，在古老
的中国出现完全新式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
行动指南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它满怀信心
地以改造中国为己任，为根本改变中国各族人
民被剥削、被压迫的状况，为实现共产主义的远
大理想，开始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

在建党过程中作出最突出贡献的“南陈北
李”都没有出席中共一大。罗章龙在《亢斋回
忆录——记和守常同志在一起的日子》一文中
说：“1921年暑假将临的时候，我们接到上海
方面的通知 （时独秀亦从南方来信，不在上
海）要我们派人去参加会议，我们对会议的性
质并不如事后所认识的那样，是全党的成立大
会。时北方小组成员多在西城辟才胡同一个补
习学校兼课，就在那里召开了一个小组会议，
会上推选赴上海的人员。守常先生那时正忙于
主持北大教师索薪工作，在场的同志因有工作
不能分身，我亦往返长辛店、南口之间，忙于
工人运动，张国焘已在上海，乃推选张国焘、
刘仁静二人出席。”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另一位骨干成员刘仁
静也在《一大琐忆》中回忆：“1921年夏天，我们
在北京西城为考大学的青年办一个文化补习学
校，由邓中夏教国文，张国焘教数理，我教英文。
有一天，我们接到上海通知，要我们派两个代表

赴沪参加建党会议，于是我们就在这个学校开了
一个选举代表的会……我依稀记得，那天李大钊
没有出席。当时出席的人都同意派代表赴上海开
会，但并没有谁想到是去出席一个有重大历史意
义的会议，也没有谁想争当这个代表……我记得
会上没有选李大钊。”刘仁静在回忆中还说：“由于
对一大的意义认识不足，一般习惯于在组织活动
中不惊动李大钊，因而没有选举他是并不奇怪
的。”结果是：“首先大家一致选张国焘当代表。在
选第二个代表时，曾经提出过邓中夏和罗章龙，然
而他们十分谦让，以工作忙不可分身为由谢辞，这
样最后才确定我当代表。”“总之，选代表的那次会
是认真的，气氛也是好的，缺点在于我们没有预见
到一大的历史意义，因而使得这莫大光荣不适当
地落到了我的头上。”

事实上，参加一大的代表们也没有意识到会
议的重要性，以至于十几年后，毛泽东、董必武、陈
潭秋等当年的代表们竟然没有一人记得一大开会
的具体日子。他们每人回忆的日子各有不同，最后
毛泽东与董必武商量后，把7月1日作为建党纪念
日，与实际的日期相差了22天。

当时，正好是暑假时期，在前一个学年和后一

个学年之间，有很多教学工作安排，工作比较繁
重。此外，李大钊当时正在北京领导北京市教职工
的索薪斗争。

1921年春，直系军阀控制下的北京政府因为
财政困难，竟然断绝8所北京国立专门学校的教
育经费和教职员薪俸，致使这些高校的正常运转
无法维持。

3月，8校教职员举行罢教罢工。北京大学哲
学系教授马叙伦被8校推选为联席会议主席，李
大钊后被指定为代理主席。北洋军阀政府在中南
海，李大钊就带着大家去了中南海，北洋军阀对他
们进行了迫害，李大钊被打晕了，但还继续索讨教
育经费。

这次索薪斗争持续了4个多月，李大钊为此
付出了极大的精力，多方奔走。最终迫使北京政府
于7月24日派员慰问教育界，并答应部分条件，
斗争告一段落。

这时，中共一大已在上海开幕，最终李大钊
未能参加。当然，李大钊是社会名流，他的一举
一动从政府到社会各界都很关注。陈独秀也是一
样，如果突然到上海，就会受到很多人的关注，
社会影响会很大。

缺席一大的谜团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李大
钊代表中央指导北方的工作，积极促进马克
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先后发动了
开滦大罢工、京汉铁路大罢工等著名斗争。

这一年，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来到中
国，李大钊十分尊重他。当马林提出国共
合作时，李大钊最初也曾想不通。但是，
他仔细倾听了马林的见解，虚心接受。马
林后经李大钊介绍，由张太雷陪同去桂林
会见了孙中山。1922 年 8 月，在专门讨论
国共合作的西湖特别会议上，新当选为中
国共产党第二届中央委员的李大钊积极赞
同与国民党结成革命的联合战线，是最早
站出来支持马林的一个。他指出：中国国
民党“抱民主主义的理想，十余年来与恶
势力奋斗……从今以后我们要扶助他们，
再不可取旁观的态度”。

为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李大钊多次代
表中国共产党与孙中山会谈，不到两年的时
间里他五跨长江、三赴上海、两下广州，为
促进国共两党的合作奔波忙碌。

1922 年 8 月 20 日，李大钊受党的委
托，在林伯渠陪同下，与避居上海的孙中山
会晤，商谈“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之问
题”，说明中共关于实行国共合作、建立革
命统一战线的主张。两人畅谈国内国际形
势、政治建设、中国问题症结等。宋庆龄曾
回忆：“孙中山特别钦佩和尊敬李大钊，我

执行中央决定
力促国共合作

们总是欢迎他到我们家来。”
李大钊与孙中山坦诚相见。李大钊直率

地向孙中山说明，他是第三国际的党员。孙
中山毫不介意，说道：“这不打紧，你尽管
一面作第三国际党员，一面加入本党帮助
我。”此后，由孙中山亲自作为介绍人，李
大钊成为第一个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共
产党员。

1924年 1月，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
孙中山主持会议，李大钊、毛泽东、林伯
渠、瞿秋白等共产党人出席大会。有“跨
党”身份的李大钊被孙中山指定为5个大会
主席团成员之一，并当选中国国民党中央执
行委员会委员。

国共统一战线建立后，李大钊负责国民
党中央委员会北京执行部的工作，成为北方
国共两党党组织的领导核心。由于共产党员
和青年团员的加入，国民党内呈现出一片新
气象。

在国共合作成功之后，李大钊全力开展
革命斗争，引起反动当局的仇视。北洋军阀
政府以“鼓动罢工”“宣传赤化”为名通缉李大
钊，随即派出便衣警察到李大钊家进行逮
捕。有多年斗争经验的李大钊十分机警，被
迫剃掉胡子，再次装扮成商人，就在警察搜捕
的当天早些时候，带着儿子离开北京……

1927年4月6日，李大钊等60余名共产
党员和国民党左派成员不幸被捕。28 日，
神态平静的他第一个走上绞刑台，时年38
岁。

李大钊就义6年后，才入土为安。22年
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告慰李大钊的是，当年他预言的“试看
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已经在中国
实现。

（本文作者为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中
国传记文学学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

李大钊 黑白木刻 郭伟利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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