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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则介绍李大钊生平的重要史料

虞 崇 胜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八 日
,
中国革命的

伟大先驱者— 李大钊在北京殉难
。

消息传

到当时全国革命的中心武汉后
,

全城人民立

即沉浸在无限悲痛之中
。

为了悼念李大钊烈

士和在
“

四
、

一二
” 、 “

四
、

一五
”

反革命政变中

死难的烈士
,

将革命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

武

汉各界人民纷纷举行了极为悲痛的追悼会
。

五月二十二 日
,

在武昌中山大学 (武汉大学前

身 ) 召开的追悼南北死难烈士的大会上①
,

武昌中山大学教授高一涵
,

怀着极其沉痛的

心情
,

比较系统地介绍了李大钊的生平事略
。

这是到目前为止发现的最早介绍李大钊生平

的一则史料
。

由于高一涵 曾经与李大钊共事

多年
,

并且共同参加过一些政治活动②
,

所

以他的介绍具有比较权威的性质
,

对于研究

李大钊的生平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

下面就

将这则史料附录于后
,

并对其中不清楚和不

确切的地方作些必要的注释
,

以飨读者
。

李守常先生事略③

李先生原名寿长④
,

直隶蓝田人⑤
。

七岁时即父母俱亡⑧
,

亲旧亦甚少
,

孤苦

异常
。

十五岁入北洋法政学堂⑦
,

曾领导

全体学生从辛立 宪运动
,

与同学白坚武等

有该校三杰之称
。

民二 (年 ) 二 次革命失败

后
,

先生以为非实行第三 次革命
,

彻底革

命不可
,

遂决心赴 日本留学
,

入早稻 田大

学
,

研究政治⑧
。

民五 (年 )陈独秀先生在

上海主办新青年杂志
,

先生常执笔为文⑨
。

( 民) 六年
,

办 民彝杂志L
。

先生曾在 日本

组 织 神州学会反对衰氏
,

旋又组织政治经

济学会从事研究
,

可见先生之热心政治运

动@
。

袁氏死后
,

先生返 国L
。

时汤化龙

欲搜罗国外留学生鼓吹革命
,

创办晨钟报
,

请先生举其事L
。

后 因汤与孙洪伊意见冲

突
,

汤渐与保守派接近
,

先生乃毅然脱离

该报 (即现在的晨报 )
。

旋又与章士钊编辑

甲亥
,

因章匀结政学系
,

不久亦去@
。

胡

入北大
,

任图书馆主任
,

兼授唯物史观
,

及社会进化史L
。

此为先生思想激变之时
。

时陈独秀先生因反对段棋瑞入狱三 月
,

出

狱后
,

与先生同至武汉讲演
,

北京各报均

登载其演辞
,

先生亦因此大触政府之忌L
。

返京后则化装同行进入先生本籍家 中O
。

在途中则计划组织中国共产党事L
。

奉直

战后
,

白坚武与吴佩孚勾结
,

下令通缉先

生等
,

先生乃逃往苏俄
,

至 国民军入京时

方返 国在京主持北方 民众运动L
。

三一八

惨案
,

先生与群众在人 丛中为士兵击倒
,

幸而逃 出L
。

先生温和浑厚 中有侠义气
,

故朋辈多敬而畏之
。

至其学术思想
,

文字

散见各报章杂志者甚多不赞
。

注释
:

① 关于武昌中山大学追悼会的情况
,

19 2 7年

5 月 2 4 日
、

2 5日 ((汉 口民国 日报》作了介绍
。

5 月 2 2

日下午
,

武昌中山大学在理科讲演厅召开 了追悼南

北烈士大会
。

参加大会的除了该校全体学生和教职

员外
,

武汉国民政府所属的各团体
、

机关
、

学校的

代表
,

以及出席在武汉召开的太平洋劳动大会的英

国劳工代表也参加 了会议
,

总计达三千余人
。

迫悼大

会由武昌中山大学委员李汉俊
、

教职员代表高一涵
、

学生代表刘鸿泳三人担任主席
。

迫悼大会开始后
,

首先由刘鸿泳报告大会宗旨
。

他说
: .
近月以来

,

因

革命势力高涨
,

新旧军阀互相勾结
,

一致向革命民

众进攻
,

造成南北各地之 白色恐怖
,

且有国际帝国

主义者从中主持
,

其愈义至为复杂而宜大
。

我们须

联合全世界被压迫的民众
,

及国内一切革命势力
,



向一切敌人进攻
,

继续烈士之精神 !
.

接着
,

由高一

汤介绍李守常烈士生平事略
、

北京济难会代表介绍

李大钊被捕和殉难经过
、

广州济难会代表介绍
“
四

、

一五
,

反革命政变的情况石然后是李汉俊演说
。

他希

望一切革命同志都应向李大钊等死难烈士学 习
,

无

论何时何地
,

都必须有为革命而牺牲的决心
。

在迫

悼会上发言的还有邓初民
、

李季
、

潘展亚
、

李合林
、

英国劳工代表及湖北省农协
、

湖北省学联的代表等
。

会议结束时
,

全体高呼
:
继续死难烈士精神

,

打倒

一切反革命派 ! 革命民众武装起来 , 拥护中央党部

及国民政府等口 号
。

② 关于高一涵与李大钊共事的情况
,

高一涵

在《 回忆五 四时期的李大钊同志 》 (载人 民出版社出

版的《 回忆李大钊》 ) 一文中作了介绍
。

他们最初认

识是在 日本东京留学时期
。

19 14年
,

李大钊在 日本

组织神州学会和经济学会
,

高一涵均参与其活动
。

在李大钊主编的留日学生总合机关刊物《 民彝 》上
,

高一涵也写过不少文章
。

19 1 6年回国后
,

李大钊又

约高一涵同编《展钟报》
。

1 9 1 7年
,

李大钊和高一涵

一起应章士钊的邀请
,

担任《甲寅》 日刊编辑
。

同年
,

还一起被北洋政府内政部长张洪伊邀请去起草地方

自治法规
。

之后
,

又同到北京大学任教
。

1 91 8年 11

月
,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

北京大学在中央公 园举

办了讲演大会
,

李大钊
、

蔡元培
、

高一涵等都曾登

台演说
。

同年冬
,

李大钊在北京大学成立 了马 尔格

斯学说研究会
,

高一涵是主要成员之一
。

年底
,

《每

周评论 》创刊
,

李大钊
、

高一涵都是主要创始人
。

五

四运动爆发后
,

为了使运动达到预期结果
,

6 月 n

日
,

李大钊
、

陈独秀
、

高一涵分别到城南游艺园和

新世界等处散发《北京市民宜言》
。

中国共产党成立

后
,

李大钊因忙于北方党的工作
,

他们的接触才少

了些
,

但仍然在北京大学内共同研讨过一些问题
。

1 92 6年 10 月北伐军占领武汉后
,

李大钊即劝高一涵

到革命中心武汉参加革命工作
,

高一涵这才到武昌

中山大学任教
。

③ 此处附录的是高一肠在追悼会上的讲演记

录稿
,

与报道武昌中山大学追悼会的消息同时刊在

1 927年 5 月 2 4日
、

25 日(( 汉 口民国 日报 ))上
。

④ 关于李大钊的名字
,

据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李大钊传》附录《李大钊生平活动简表》记载
: 1 8 9 5

年
,

李大钊的私垫先生单子整为他起学名香年
,

字

寿昌
。

以后改名大钊
,

字守常
。

这里所说的寿长
,

究竟是有其名
,

或是记录
、

印刷之误
,

尚待查证
。

⑥ 李大钊实为河北省乐李县大黑沱村人
。

此

处记录稿有误
。

因
`
乐亭

,

与
“
蓝 田

’
读音相近

,

故将
.
乐亭

,
误写为

.
蓝田

’ 。

⑥ 关于李大钊父母逝世的时间
,

现有两种说

色映
:

尸是
`
两岁声父

、
’

主岁丧母
,

说
。

这主要根据李

大钊早年在日本早稻 田大学学习时
,

在英语班上写

的一篇题为《我的自传》 的作文 (载《革命文物》 1 98 0

年第 3 期 ) 中说
: “
当我刚刚两岁的时候

,

我的父亲

就去世了
,

第二年我的母亲又去世
, 。

另外
,

李大机

1 9 27年被捕后
,

在监狱中写了一份《狱中自述》 (见

《党史研究资料》 1 9 8。年第 6 期 )
,

其中也说
: .

在极

棍之中即失枯恃
,

既无弟兄
,

又鲜姊妹
,

为一垂老

之祖父教养成人
。 ,
二是

“
遗腹子

,

镜
。

这主要根据河

北省乐亭县李大钊故居纪念馆保存的李 家 祭 祀 牌

位
。

这个牌位记载李大钊父亲李任荣逝世于
一
光 绪

十五年三月
冲 ,

公元为 1 88 9年 3 一 4 月间
,

而李大钊

出生于 1 8 8 9年 10 月 29 日
,

故称
“
遗腹子

. 。

另外
,

李

大钊的女婿贾芝研究李大钊生平多年
,

许多材料出

自李大钊的长女李星华的回忆
,

他在《李大钊战斗的

一生 》 (见《河北革命烈士史料》第一集 )中也说
: “
大

钊同志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里
。

在他降生 以前
,

他

的父亲只有二十三岁就夭折了 , 母亲生下他以后 不

满一百天
,

也因丈夫的死亡而悲痛致病
,

不久离开

了人世
。 ”
此处所说

“
七岁时即父母俱亡

, ,

如果记录

和印刷无误的话
,

似可作为
“
两岁丧父

、

三岁丧母
”

之说的佐证
。

⑦ 此处有误
。

李大钊考入北洋法政学校的时

间为 1 90 7年
,

即其十八岁的时候
。

⑧ 据《李大钊传 》记载
,

李大钊 1 9 1 3年冬东渡

日本
,

1 9 1 4年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
。

⑨ 陈独秀于 1 9 1 5 年 9 月在上海创办 《青年杂

志 》 (后改为《新青年 )))
。

李大钊发表在 《新青年 》 上

的第一篇文章是 1 9 1 6年春在日本写的《青春》
,

登在

1 9 16年 9 月出版的《 新青年 》二卷一号上
。

砂 《民葬》杂志是留日学生总会的机关刊物
。

1 916年春开始编辑
,

5 月 15 日出版
,

李大钊在创刊
「

号上发表了《民彝与政治》的论文
。

0 关于神州学会成立的时间
,

有的说是在
一
二

十一条
’
签订之后 (贾芝

: 《李大钊战斗的一生 )})
,

还

有的说是在 1 9 1 6年 (见《 李大钊传 》第2 28 页脚注 )
。

但

这里说的是在政治经济学会成立之先
,

而政治经济

学会成立于 1 9 1 4 年
,

那 么
,

神州学会成立最迟在

1 9 1 4年
。

另外
,

高一涵后来在《 回忆五四时期的李大

钊同 志》中清楚地写道
: `
那时东京留学生反对袁世

凯的斗争
,

可分为两个阶段
: `

二十一条
’

签定以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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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是秘密进行的
,

守常组织神州学会
,

秘密进行

反袁活动
,

这个学会我参加过 , `

二十一条
’
签定后

,

人心愤怒
,

我们留日学生组织起留日学生总会
,

公

开反对袁世凯
。 ”

据此
,

可 以断定神州学会成立的时

间当在 1 9 15年 1 月
`
二十一条

,
签定之前

。

那种认为

神州学会成立于
`
二十一条

,
签定之后或成立于 19 16

年的说法是不确切的
。

@ 关于李大钊从日本回国
·

的时间
,

据《怪庵日

记 》 (怪庵即李大钊在北洋法政学校的同学白坚武 )

记载
,

是 1 9 1 6年 5 月
。

(转见刘野
: 《李大钊同志自

日本归国的日期X)( 党史研究资料》 1 9 80年第 8 期 )

0 李大钊在《展钟报》任职的时间为 1 9 1 6年 6

月至 9 月
。

O 李大钊担任《甲亥》 日刊编辑的时间为 1 9 17

年 1月至 5 月
。

在这五个月里
,

他在《 甲寅》 日刊上

发表文章七十篇
。

L 1 9 18年 1 月
,

李大钊到北京大学担任图书

馆主任
。

L 此处所谓
一

与先生同至武汉讲演
”
有误

。

据

高一涵自己后来写的《 回忆五四时期的李大钊同志》

记载
: “ 1 9 1 9年 6 月

,

我们散发《北京市民宜言》的传

单
,

主张推翻段棋瑞政府
,

并宣布京师卫戊司令段

芝贵死刑
。

守常与陈独秀都去散发
。

当场
,

陈独秀

被捕
,

三个月左右
,

释出
,

仍受监视
。

守常设法送

他逃走
。

他们扮作商人
,

带了帐薄
,

套一辆骡车
,

守常坐在外面
,

陈独秀坐在里面
,

悄悄地把陈独秀

送到天津
,

乘船回到上海
。 ,
这说明李大钊并没有到

武汉讲演
。

据查
,

1 9 1 9年 9 月21 日李大钊应觉悟社

遨请曾到天津讲演过
。

这里厉悦的
“
到武汉讲演

, ,

可能是到
一
天津讲演

,
之误

。

0 据李星华
: 《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 (上 海

文艺出版社出版 )记载
,

1 9 1 9年粉假
,

李大钊曾经 回

到故乡乐亭
,

后来又去了昌黎五峰山
。

L 此处
.

途中
即
指的 1 9 2。年 1 月护送陈独秀去

天津登松赴上海的途中
。

由于乘坐的是骡车
,

从北

京到天津需要好几天时间
。

当时
,

李大钊和陈独秀

都深感有组织起来的必要
,

因此
,

在途中共同商讨

了组织中国共产党的问题
。

L 1 92 4年 5 月
,

李大钊遭到北洋军阀政府明

令通缉
,

不得不避往昌黎五峰山
。

名 月秘密回到北

京后
,

即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
。

初冬回国
。

年底
,

中共北方区委执行委员会成立
,

由李大钊负总责
。

L 据《李大钊传》和李星华著《 回忆我的 父 亲

李大钊》 中记载
,

1 9 2 6年 3 月 18 日那天
,

李大钊亲自

参加 了在天安门举行的反对八国最后通 牌 示 威 大

会
,

并发表了讲话
。

之后
,

又带领群众赴执政府请

愿
。

当反动军警向请愿群众开枪镇压 时
,

李大钊曾

被人群挤倒
,

头部和手上还受过伤
,

并曾一度被浦
,

只因回答机普才得脱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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