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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8日，革命先驱李大钊就义纪念日。

94年前的这一天，李大钊为了他所追求的共产主义理想慷慨赴死，在中国革命史和中华民族发展

史上写下了光耀千秋的一笔。

94年后，一封被珍藏了一个多世纪的署名“大钊”的信在石家庄出现。

这封信的持有者和李大钊有什么关系？信的背后又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94年前的今天，在北京西郊民巷京师看守所内，李大钊
等20位革命者被奉系军阀秘密杀害。

此时，距离李大钊被捕入狱，仅过去了22天。
事实上，在李大钊被捕入狱后，京津各报社和北京各界社

会进步人士，都为李大钊呼吁。河北乐亭同乡300多人则联
名上书陈情，请求军方保全李大钊的性命。

但最终，这些营救都未能成功。
由于行刑过程是在看守所秘密进行，许多细节今天已无法

考证。只有1927年4月29日的北京《晨报》披露了李大钊遇难
的详细过程：“前日方传军法会审尚未正式开庭，而昨日下午党
人20名已被绞杀决矣……闻看守所中只有一架，故同时仅能
执行两人，而每人约费时18分始绝命，计自2时至5时，20人始
处刑完毕。首登绞刑者，为李大钊，闻李神色未变，从容就死。”

如今，我们唯一能够确定的是李大钊临终前的模样，有就
义前为其拍摄的照片为证。照片上的李大钊身着布棉袍，淡
定从容。

赵纫兰母子在李大钊被害当天获释，第二天才知噩耗。
报纸上说，“李大钊身后事凄凉，李妻闻耗悲痛而泣，气绝复苏
者数次，病乃愈益加剧以致卧床不起，小儿女五人环榻哀号，
其孤苦伶仃之惨状，见者莫不泪下”。

牺牲之后，李大钊的灵柩在宣武区妙光阁浙寺里存放了
6年。

1933年4月中旬，蒋梦麟、章士钊、白眉初等北大教授、民
主人士共同发起为李大钊举行公葬。

队伍从浙寺出发，沿宣武门、东四牌楼、西四牌楼前进。
在西单路口，队伍突然停下来，有人拿出一面早已准备好的中
国共产党党旗盖在李大钊的棺木上。

众人护送灵柩到了万安公墓，公墓看坟人跑过来说：“今
天一大早，有一辆骡车拉来了一块石碑，说是给李先生坟前立
的。”大家围上来一看，石碑的顶端刻着一颗红色的五角星，内
刻镰刀斧头，碑文是“中华革命领袖李大钊之墓”。

大家商量再三，觉得在当时的情形下不便将这样的墓碑
立于墓前，于是便埋在了墓旁地下。

1982年，中共中央决定在万安公墓内建立李大钊烈士陵
园。移灵安葬时，人们想起那块墓碑，一挖果然挖到。如今，
这块墓碑就保存在陵园的纪念馆里。

整理/河北日报记者 王思达

李大钊就义前后
相关

一封珍藏百年的大钊来信
河北日报记者 王思达

“绍先吾兄，先生大鉴，前趋谒，
未遇为怅。葆华、星华在邑读书，请
多照拂，谢谢！敝村设立华严女学一
所，希望辅臣先生多拨点补助费。

今虽专函商榷此事，但恐筹拨之
数较少，不足以供用，仍望吾兄晤辅
臣时代达弟意，以免别生障害也。弟
拟于十六日返都，以后有所赐教，希
即递函都中。至祷此叩。”

4月23日，河北师范大学职工宿
舍北院，87 岁的宁瑞娟老人小心翼
翼地拨开一层保护绵纸，一封毛笔
书信呈现在记者面前。这是一封竖
行格式书写的旧书信，三张泛黄的
信纸上有几处水渍，字迹却依然洒
脱、清晰。

信件全文 100 余字，言简意赅，
落款为“弟 大钊”。

“这封信，是当年李大钊先生写
给我祖父宁绍先的亲笔信。从我祖
父到我儿子这代，我们家四代人已经
将其珍藏了100年。”宁瑞娟说。

“根据推断，信件应该写于 1920
年春天。”宁瑞娟介绍，“当时，李大钊
大部分时间都在北京活动。偶回乐
亭老家，却没见到祖父，于是便留下
此信，托其对自己的子女多加关照。
信中提到的葆华、星华，就是李大
钊当时在乐亭县城读书的儿子和
女儿。”

此外，信中提到李大钊在乐亭创
办的女子学校“华严女学”，并请宁绍
先转告“辅臣先生”，请其平日对学校
多些关照和资助。

从信件内容不难看出，李大钊和
收信人宁绍先应该十分熟络。作为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当时已经
是北京大学教授的李大钊，和宁绍先
究竟是什么关系呢？

“祖父宁绍先是土生土长的乐亭
人。他出身书香世家，知识渊博、思
想开明，还懂医术。祖父的老宅在县
城北街王家胡同，距李大钊的出生地
大黑坨村大概十几公里。”宁瑞娟说，

“祖父比李大钊年长几岁，有人说他
们是永平府中学的同学，但祖父并未
提过此事，所以这个说法今天已经很
难证实或者证伪。”

宁瑞娟推测，也有可能，身为同

乡的两人只是在一次偶然的机会相
遇相识。“祖父赞成大钊先生的共产
主义主张，大钊先生欣赏祖父知识渊
博、思想开明，于是互相建立信任，并
成为挚友。”

“在当时的白色恐怖下，收藏这
样的信件风险很大。但作为他的挚
友，祖父敬仰李大钊的风范气节，还
是将来信精心珍藏。”宁瑞娟回忆，

“祖父一直把信放在卧室炕头的立柜
里，一放就是几十年。直到上世纪60
年代祖父去世，信才原封不动地传到
了我父亲手里。”

1976 年，唐山发生大地震，宁家
在乐亭的老宅在地震中全部倒塌。
即便如此，宁家人还是将信件从废墟
中刨了出来。

耄耋之年的宁瑞娟至今仍清楚
记得，地震第二年，父亲从祖宅被毁
的 乐 亭 老 家 来 石 家 庄 投 奔 自 己
时，“身上几乎什么都没带，却带着
这封信。”

返回老家之前，父亲将信件交给
宁瑞娟，并嘱咐她精心保管。

“前些年，母亲一直把信放在书
柜里保存。后来，母亲年纪越来越
大，就把信交给了我。为了防止信
件破损，我特意用绵纸做了外层保
护，平时能不动它尽量不动，以减少
破损的可能。”宁瑞娟的儿子张光
宁说。

到今天，这封经历过洪水、地震
等多次天灾的书信，已被宁家四代珍
藏百年。

“来信已阅悉，女教习已聘妥。
翟女士年薪二百五十元，望大家设法
筹款，不日起程，（一去）川资二十元
由我捐出，知会会上诸公，赶快为女
教习备一小院，（我看南学最好）以便
教习携她的丈夫同来，此事最方便，
初办女学，难得如此，如何？赶快来
信。钊。”

乐亭县李大钊纪念馆展厅内，另
一封李大钊亲笔信安静地躺在玻璃
展柜内。

“这封信件写于 1920 年，内容是
有关李大钊为筹办乐亭县大黑坨村
女子学校，聘请一位姓翟的女教师的
事。李大钊在信中说，自己已为该教
师准备了 20 元盘缠，其几天后就可
动身去大黑坨村任教，并嘱托家乡亲
友尽力为外来教师及家人提供好食
宿安排。”李大钊纪念馆副馆长于海
英介绍。

这封信，如今已经被鉴定为国家

一级文物。
从信件内容和写信时间看，该信

件与宁瑞娟手中的信有一定的联
系。事实上，这两封信的收信人，都
是宁绍先。记者了解，有关方面正跟
宁瑞娟一家接洽信件确认等事宜。

藏于李大钊纪念馆的这封亲笔
信，捐献者是宁绍先的孙子、宁瑞娟
的弟弟宁大明。

“1977 年父亲从乐亭来石家庄
时，带了两封李大钊亲笔信，一封交给
了我，一封交给了我弟弟。从时间来
看，这两封信相隔时间不长，因此信中
内容多有相似之处。我觉得，这两封
书信应该算是姊妹篇吧。”宁瑞娟说。

在李大钊的研究者看来，这两封
字数不多的书信背后，体现的是李大
钊除“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这个
广为人知的身份之外，对妇女解放运
动和女子教育等问题的关心和关注。

“李大钊率先在中国举起了马克

思主义的大旗，并运用马克思主义原
理分析中国社会问题，探索救国救民
道路。”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
长、中国李大钊研究会常务理事朱文
通说，“中国妇女解放问题是李大钊
关注重点之一。在反对女子缠足旧
习俗、倡导男女平等与加强对女子的
现代教育方面，李大钊既有相关思想
阐述，又有实践活动。”

1919年寒假，已在北京大学担任
教授的李大钊回到家乡乐亭县，发现
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思想禁
锢下，很多女孩子没有读过书。为了
给女孩们提供就学机会，他邀附近的
开明乡绅及热心公益人士，共商在家
乡开办女校一事。

有关专家分析，当时，李大钊举
荐宁绍先为学校男教师，回到北京后
又多方奔走，聘请到了翟女士前往大
黑坨村任女教习。这两封信，或是在
此期间转给宁绍先的。

“这两封紧密相连的信件，让李
大钊兴办女学一事跃然纸上，见证了
李大钊为创办女学付出的时间和精
力。”朱文通说。

历经种种困难和考验，1920 年
初，李大钊终于在家乡华严寺原址建
起了学堂。

“学堂的革新表现在招生时招女
孩子上学，即细分出华严女校。上学
的女孩子都得放脚，不准裹小脚。”华
严女校招收的首批女学生谷月辉曾
这样回忆。

“学校造人才为改造社会，读书
为做事不是为做官。”开学当天，李大
钊还亲自为学校写了一副对联，贴在
学校大门左右。

“因为李大钊同志英勇就义的时
间较早，在白色恐怖统治下，留下来
的研究资料比较少，有关李大钊的回
忆往往缺乏有力的证明材料。可以
说，这两封亲笔信为后人研究李大钊
提供了更多细节，也是对其热爱家
乡、关心教育等说法的最好佐证。”朱
文通说。

“在我父亲的讲述和我的记忆
里，除这两封外，没有发现其他李大
钊书信。”宁瑞娟说。

宁瑞娟告诉记者，大约在 1920
年以后，宁绍先经李大钊介绍，从乐
亭前往北京大学工作。“两人在一起
工作后，可以经常见面，自然也就不
需要过多书信往来了。”

1927年 4月初，李大钊被捕。此
后，宁绍先曾积极发动北京乐亭同乡
会参与营救，但未能成功。

20多天后的4月28日，李大钊英
勇就义。

对于李大钊的牺牲，宁绍先和当
时社会各界进步人士无不感到痛惜、

悲愤。但对李大钊本人来说，为革命
“壮烈的牺牲”，是他在传播共产主义
精神之初就有的认识和觉悟。

李大钊生前曾以《牺牲》为题写
文，文中直抒胸臆道：“人生的目的，
在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为发展
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因为平凡
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
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高尚的生活，
常在壮烈的牺牲中。”

“从那时起，李大钊思想里已经
形成这样一种认识，那就是为信仰和
事业献身才算死得其所。”专家分析。

李大钊的革命精神和牺牲精神
感染了无数人，包括挚友宁绍先和他

的后人。
李大钊牺牲后，宁绍先辞职离开

北京，返回乐亭家乡。回乡后，他和
家人在乐亭县城北街经营书局，继续
传播共产主义革命思想。

“上世纪 30年代，我的叔父宁作
民也参加了革命，并成为乐亭县地下
党县委委员。另外，我的姨父也是地
下党。在这种情况下，我家在王家胡
同的老宅和经营的书局，就成为乐亭
地下党组织的秘密联络点。”宁瑞
娟说。

一次，反动派到宁家抓捕宁作
民，却扑了个空，恼羞成怒之下，他们
把宁瑞娟的伯父宁泽民抓走了。后

来，经乐亭社会工商界多方联系，才
将其营救出来。宁瑞娟回忆，因为家
里有人参与革命的缘故，宁家曾数次
遭到反动派搜查。

1941 年，宁作民牺牲在抗日战
场。牺牲时，他唯一的女儿只有六七
个月大。

受家庭影响，宁瑞娟的堂兄宁艺
一（原名宁大生）也于 16 岁参加革
命。上世纪 40 年代，宁艺一跟随地
下党组织奔赴湖北，直到 1950 年才
通过书信与家人取得联系。当时，他
在部队已是中尉。

“由于当时年纪较小，我的母亲
和舅舅未能参加革命，但他们后来
也凭借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大学，在
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发光发热。”张光
宁说。

阅读提示

87岁的宁瑞娟和儿子张光宁正在向记者介绍李大钊亲笔信。
河北日报记者 王思达摄

一封信四代人珍藏

为研究李大钊提供更多细节

大钊精神代代相传

（上接第一版）近九成行业保持增长，40 个工
业行业大类中，35个行业生产实现增长，增长
面达87.5%。

服务业恢复明显。部分受疫情冲击较大
行业明显回升，一季度，住宿餐饮业增加值同
比增长41.2%，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同比增长
31.8%，批发零售业同比增长19.7%。1至2月，
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633.6 亿
元，同比增长21.2%，两年平均增长10.9%。

固定资产投资稳步复苏。一季度，全省
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6.2%，比2019年一季
度增长 7.3%，两年平均增长 3.6%。雄安新区
进入大规模建设阶段，域内完成固定资产投
资同比增长5.1倍，拉动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增
长6.1个百分点。基础设施投资快速增长，完
成投资同比增长 38.4%。服务业投资支撑有
力，完成投资同比增长 27.9%，快于全省固定
资产投资增速11.7个百分点。

消费品市场逐步恢复。一季度，全省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012.2 亿元，同比增长
24.3%，比 2019 年一季度增长 4.0%，两年平均
增长 2.0%。升级类商品消费需求持续释放，
金银珠宝、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商品零售
额同比分别增长143.5%和126.5%。

对外贸易增势加快。一季度，全省实现进
出口总值1184.9亿元，同比增长32.1%，增速同
比加快24.8个百分点。其中，出口总值673.4亿

元，增长 42.2%；进口总值 511.5 亿元，增长
20.9%。实际利用外资27.8亿美元，增长21.0%。

新产业加快成长。规模以上工业战略性
新兴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9%。其中，风能
原动设备制造增长30.9%，集成电路制造增长
71.9%，显示器件制造增长84.7%，工业自动控
制系统装置制造增长 62.7%，风力发电增长
31.5%，生物质燃气生产和供应业增长69.4%。

新业态蓬勃发展。一季度，全省网上零

售额644.4亿元，同比增长43.9%，两年平均增
长 16.9%。其中，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 580.4
亿元，增长35.1%，两年平均增长17.3%。

居民收入持续增加。一季度，全省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7383元，同比增长12.8%。按常住
地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9980元，增
长10.3%；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745元，
增长16.6%。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城
乡居民收入比值为2.10，比上年缩小0.12。

▲李大钊写给宁绍先的亲笔信。
河北日报记者 王思达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