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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河北省乐亭县城的李大钊纪念馆， 每年
的参观人数超过百万。 纪念馆宣教部主任王晶晶
说，每一名前来的参观者，都会受到一次心灵的洗
礼， 被李大钊的精神所感染，“尽管历史离我们远
去，但他的精神从来就在我们身边，永远值得我们
学习”。

一袭长袍，两撇黑须，目光深邃，态度从容———

临刑前， 他慷慨激昂：“不能因为反动派今天绞死了
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在中国必然
得到光辉的胜利。 ”

这是革命先驱李大钊， 定格在人民心中最后的
形象。

漫漫长夜中，他高擎火炬，在旧中国最早播下了
马克思主义的火种。他将短暂的一生，全部倾注到建
立“青春中国”的革命伟业中，并为之付出了宝贵的
生命。

在北京香山万安公墓李大钊烈士陵园中，淡
青色花岗石纪念碑上这样镌刻着： “李大钊同志
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中国共产党的主
要创始人之一。 他在为我国开创和发展共产主义
运动的大无畏的献身精神，永远是一切革命者的
光辉典范。 ”

１８８９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李大钊生于河北乐亭县。

１９０７

年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

１９１３

年毕业后
东渡日本留学， 开始接触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
义学说。

１９１６

年李大钊回国后，到北京大学任图书
馆主任兼经济学教授， 积极投身于正在兴起的新文
化运动。

彼时的中国，正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仁人志士
都在思索，中华民族的路在哪里？中国人民的明天在
哪里？

“人生的最高理想，在于求达真理。 ”

１９１７

年俄
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使苦苦探求中国未来道路
的李大钊备受鼓舞和启发。

位于乐亭县大黑坨村的李大钊故居中， 有一把
淡黄色的陈旧藤椅。这把藤椅是李大钊牺牲后，他的
夫人赵纫兰从北京运回故乡的。

在这把藤椅上，李大钊写出了《法俄革命之比较
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 等著名文
章和演说，阐述十月革命的意义，讴歌十月革命的胜
利，表达着他在国家危亡之际的求索与呐喊。五四运
动爆发后，他又在这把藤椅上，写出了《我的马克思
主义观》，成为我国第一篇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的文章。

“国人无爱国心者，其国恒亡。”在李大钊故居管
理处主任吴瑞彬看来，李大钊的这句话，可以作为他
一生的注脚，“李大钊短暂的一生， 是追求真理的一
生。他有一颗强烈的爱国之心，他要为这个国家找出
一条强国救亡之路”。

在宣传十月革命的过程中， 李大钊迅速从一个
爱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从此，

他开始了“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
家，青春之民族”的人生实践。

１９２０

年
３

月， 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了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同年秋，他又领导建立了北京
社会主义青年团， 并积极推动建立全国范围的共
产党组织。

１９２１

年
７

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
表大会召开，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从此中国革命
的面貌为之一新。 李大钊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
创始人之一。

一直到被北洋军阀秘密逮捕直至行刑， 李大钊
的内心都有一种强大的动力，使他不惧死亡，安然若
素。 在监狱时，李大钊曾和家人见过最后一面，他的
女儿李星华在回忆文章中写道：“他脸上的表情非常
安定、非常沉着。他的心被一种伟大的力量占据着。”

这种“伟大的力量”，就是李大钊对革命事业的
信心，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

１９２７

年
４

月
２８

日临
刑前，他对其他

１９

位革命者说：“共产主义在中国必
将得到光辉的胜利”“试看将来的环球， 必是赤旗的
世界！ ”

李大钊几乎没有留下什么财产。 他生前每月收
入

２４０

银元， 大多用于党组织的活动经费和资助青
年学生。为了不让李家断炊，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
嘱咐会计科每月从李大钊的工资中拿出

５０

块大洋，

直接交给他的夫人。 在他去世后，家里的财产仅有
１

块大洋。

但他又留给后人取之不竭的精神财富。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
党的章程……” 不久前的一个上午， 在李大钊故居
中，来自天津市铁路运输法院的

２３

名法官、干警正
在重温入党誓言。政治处主任朱健告诉记者，此次参
加重温入党宣誓的是近年来单位新进的大学生，目
的就是继承烈士的遗志，保持共产党的初心。

一名在李大钊纪念馆参观的党员说，

９５

年过去
了，先驱大钊前仆，成千上万共产党员后继。 大钊先
生的精神， 有后来者传承； 大钊先生强国富民的期
盼，有后来者完成！

（据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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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纪念馆

就义前的李大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