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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共 产 党 成
立 后 ， 陈 独 秀 便 担 负
起 了 中 共 中 央 局 书 记
领 导 全 国 党 的 工 作 的
重 任 ， 李 大 钊 则 负 责
指 导 北 方 地 区 党 的 工
作 。 在 陈 独 秀 和 李 大
钊 的 领 导 下 ， 实 现 了
与 中 国 国 民 党 的 第 一
次 合 作 ， 掀 起 了 国 民
大革命高潮。1925年，
在 陈 独 秀 和 李 大 钊 的
直 接 领 导 和 指 挥 下 ，
五 卅 运 动 获 得 胜 利 ，
给 予 英 日 等 帝 国 主 义
以有力打击。

执行中央决定 
力促国共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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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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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雄从容就义

头 发 剃 去 ， 双 目
直 视 ， 表 情 平 和 ， 满
是 皱 褶 的 灰 布 棉 袍 之
下 ， 挂 着 又 黑 又 粗 的
铁链。

1927年4月28日下
午 2 时 ， 李 大 钊 从 容
走向绞刑架。1926年4
月 ， 张 作 霖 的 奉 系 军

阀 控 制 了 北 京 ， 随 后
成 立 安 国 军 政 府 后 ，
开 始 通 缉 李 大 钊 等 共
产 党 人 。 李 大 钊 本 有
机 会 离 开 北 京 ， 但 他
为 了 革 命 工 作 ， 依 然
在 苏 联 驻 北 京 东 交 民
巷 的 大 使 馆 军 营 内 坚
持工作。一年后的4月
6日，奉系军阀在帝国
主 义 默 许 和 支 持 下 ，
指 挥 京 师 警 察 厅 出 动
300多名军警闯入苏联
大 使 馆 军 营 内 ， 抓 捕
了 李 大 钊 及 其 家 人 ，
同时被捕的共60余人。

李 大 钊 被 捕 之
后 ， 敌 人 对 他 进 行 了
严 刑 拷 打 ， 但 他 始 终
坚 贞 不 屈 ， 严 守 了 党
的 机 密 ， 并 在 狱 中 写
下 了 著 名 的 《 狱 中 自
述 》 。 这 篇 约 二 千 七
百 字 的 文 章 ， 是 他 对
无 产 阶 级 事 业 无 限 忠
诚 的 历 史 见 证 ， 也 是
一 曲 无 产 阶 级 的 正 气
歌。

1927年4月28日，
特 别 军 事 法 庭 以 所 谓
的 “ 妄 图 扰 害 公 安 、
颠 覆 政 府 ， 实 犯 刑 律
之 内 乱 罪 及 陆 军 刑 事
条 例 之 叛 乱 罪 ” 判 处
李 大 钊 死 刑 ， 并 立 即
执行。

当日下午2时，李
大 钊 等 2 0 人 被 押 往 司
法 部 街 后 面 的 刑 场 执
行 死 刑 。 李 大 钊 第 一
个 走 上 绞 刑 台 ， 他 步
履 从 容 ， 神 色 自 若 。
当 指 挥 行 刑 官 询 问 李
大 钊 对 家 属 有 何 遗 嘱
时 ， 李 大 钊 镇 定 地
说 ： “ 我 是 崇 信 共 产
主 义 者 ， 知 有 主 义 不
知 有 家 ， 为 主 义 而 死
分 也 ， 何 函 为 ？ ” 说
完 ， 他 将 头 伸 进 了 绞
环 ， 高 呼 “ 为 主 义 而
牺 牲 ” ， 从 容 就 义 。
之 后 范 鸿 劼 、 杨 景

山 、 路 友 于 、 张 挹 兰
等19人相继遇害。

李 大 钊 牺 牲 后 ，
其 尸 骨 被 反 动 警 方 用
一 口 薄 皮 棺 材 装 殓
后 ， 暂 时 寄 放 在 宣 武
门 外 北 头 路 西 土 地 庙
下 斜 街 长 椿 寺 内 ， 并
由警察看守。

当 天 晚 上 ， 和 李
大 钊 一 起 被 捕 的 李 大
钊 夫 人 赵 纫 兰 和 女 儿
李 星 华 、 李 炎 华 被 释
放 。 她 们 回 到 了 曾 经
租 住 的 灰 厂 豁 子 内 朝
阳 里 的 家 中 。 此 时 ，
她 们 并 不 知 道 李 大 钊
已经遇害。

4月29日早晨，李
大 钊 的 舅 舅 上 街 买 报
纸 才 知 道 李 大 钊 遇 害
的 消 息 ， 他 哭 着 回 到
家 中 将 这 一 噩 耗 告 诉
了 赵 纫 兰 。 当 时 ， 李
大 钊 的 大 女 儿 星 华 仅
15岁，次女炎华7岁，
次子光华只有4岁，小
儿 子 欣 华 只 有 几 个 月
大。

闻 此 噩 耗 ， 赵
纫 兰 “ 悲 痛 号 泣 ， 气
绝 复 苏 者 数 次 ， 病 乃
愈 加 剧 ， 以 致 卧 床 不
走 。 小 儿 女 绕 榻 环
立 ， 其 孤 苦 伶 仃 之 惨
状 ， 见 者 莫 不 泪 下 ”
。

李 大 钊 牺 牲 后 ，
《 晨 报 》 《 京 报 》 《
东 方 时 报 》 对 其 家 中
生 活 惨 状 予 以 关 注 ，
就 连 日 本 帝 国 主 义 为
了 配 合 侵 略 中 国 所 主
办 的 报 纸 《 顺 天 时
报 》 都 撰 文 说 ， “ 李
大 钊 平 昔 不 事 储 蓄 ，
身 后 极 为 萧 条 ” ， 李
宅 室 中 “ 空 无 家 俱 ，
即 有 亦 甚 破 烂 ” 。 （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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