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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日报记者 曹 铮

盛夏，唐山市乐亭县
新城区大钊路上李大钊纪
念馆内参观者络绎不绝。

每当游客经过展厅
内陈列的一封家书时，总
会驻足细读。这封信是
由伟大的革命先驱、中国
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
一——李大钊为家乡农
民子弟办新式学校聘请
女教习所写的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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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日就起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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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便教习偕他的丈
夫同来，此事最方便。初
办女学，难得如此。如
何？赶快来信。钊”

时至今日，信中浓浓
的家国情怀依旧穿透百年
时光，让读者震撼不已。

百年手书真迹留下
了对家乡的热爱、对家乡
教育事业的关切。透过这
封手书，能看到李大钊对
教育的重视。改建新式学
堂，而且男女兼收，开创当
地男女合校的先河。同
时，我们也能体会到李大
钊的奉献精神，女教师的
来往路费由他负担，这是
李大钊同志赤子之心的真
实写照。李大钊纪念馆副
馆长于海英曾无数次凝望
这封手书，深刻领悟着李
大钊对教育事业付出的艰
苦卓绝的努力。

兴 国 必 先 兴 教 育 。
一路追溯李大钊的求学经
历，他矢志努力于民族解
放事业的初心铺陈眼前。
年幼时，一盏油灯伴着他
开始接受文化思想启蒙；
青年时，他在求索中毅然
投身新文化运动，高高举
起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他
认为青年是国家的灵魂，
是民族的未来，他寄无限
希望于青年。因此，才有
了 1920 年李大钊寒假从
京城回家乡探亲时决定兴
建新学堂的行动。

胸怀炽烈而闪耀的
火种，李大钊回到生他养

他的家乡。面对家乡落
后现状，他深感创办新学
堂的迫切性。第二天，雷
厉风行的李大钊请来村
中有威望的乡亲们，商讨
利用村中旧寺庙创建新
学堂一事。历尽坎坷，

“国立大黑坨初等学校”
终于成立了。

学校建好开学那天，
李大钊没能赶回家乡，但
他书写了一副对联送回
去。于海英将这副对联
牢记于心——“学校造人
才为改造社会，读书为做
事不是为做官”，这副对
联诠释了李大钊崇高的
教育思想和育人理念，厚
植着发展教育振兴中华
的家国情怀。

因为开设了女生班，
回京后，李大钊几经辗
转，最终聘请到一位姓翟
的女士，到他的家乡任
教，并专门写下一封家书
交代此事。这封手书原
本珍藏在河北师范大学
美术学院教授宁大明夫
妇家中。2009年，宁大明
夫妇把这封宁家祖孙三
代珍藏近 90 年的李大钊
亲笔信捐献给了李大钊
纪念馆。这件文物被鉴
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百年前，一封红色家
书情深意切，让后人看到
李大钊为中华之觉醒一路
披荆斩棘，满腔热忱里不
变的信仰；百年后，那位用
淋漓的鲜血唤醒蒙昧岁月
的先驱离我们远去，一个
觉醒的走向伟大复兴的中
华民族，古老而年轻的东
方国度，穿越历史云烟，呼
啸而来，蓬勃崛起，峥嵘地
走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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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栏的话

今年是建党一百周年，一个百岁政党带领14亿人
口的大国，奔赴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路上。百岁
正青春，探秘中国共产党永葆青春活力的秘诀——不
忘初心，砥砺前行。在此，本刊与河北省文物局博物馆
处携手遴选出我省十个博物馆、纪念馆里具有代表性
的十件红色革命文物，通过讲述它们所负载的老一辈
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独特故事，传达出其宝贵精神，追寻
百年初心，传承革命基因。

永
恒
的
绽
放

—
—

寻
访
保
定
﹃
红
二
师
﹄
纪
念
馆

□
桫

椤

在一棵树下抬头仰
望，或驻足于一丛花前，
我常常能获得关于生命
的启示。人之所以被视
为高贵的存在，多来自
于人类拥有理想以及为
之奋斗的能力和决心，
而且肯把这种行为当作
追寻生命价值的路径。

当人们为了共同的
理想前赴后继，这种理
想就变成了信仰——甘
愿为了信仰牺牲自己的
人，他们的生命是至高
无上的。

在中国革命史上，
无数先烈以鲜血确证着
生命的高贵与伟大……

七六烈士雕像七六烈士雕像

““红二师红二师””校门校门

李大钊 1920 年在家
乡办女学聘请女教师时写
的家书。

李大钊纪念馆供图

一

从唐县县城去往我在乡下
的老家，从保阜路转向通往大洋
乡的乡村公路，会经过一个叫马
庄的村子。在村东头的高岗处，
我曾走下公路，走进田野，瞻仰
过一座由水泥铸成的朴素纪念
碑。后来，无数次从这条公路上
经过，每次我都会向那里投以虔
诚的目光，并向同行的人述说一
番。如果不这样，仿佛就无法从
这里通过。

但在某一天，我发现那座碑
消失了。几经辗转，我从研究唐
县地域文化的朋友那里得到了
这座碑的照片和碑文，心里稍许
宽慰。

纪念碑立于 1983 年 5 月，立
碑者是中共唐县县委、县人民政
府。碑阳竖刻着三行字，正中的
大字是“马善修烈士纪念碑”，左
侧是生卒年月“1914-1932”，右
侧一行七个字“中国共产党党
员”。碑阴上的第一段文字介绍
了逝者的生平：“马善修烈士，
男，河北省唐县马庄村人，河北
省保定第二师范学校第十四班
学生。中国共产党党员。曾参
加该校共青团的领导工作。”第
二段开头部分记述了烈士事迹
和牺牲经过：“一九三二年七月
六日，国民党反动派出动大批军
警，武装镇压二师护校斗争，枪
杀抗日救亡的青年学生，造成震
撼华北的流血大惨案。马善修
同志，在护校斗争中，果敢顽强，
临危不惧，曾参与冲出学校买回
面粉的斗争。粉碎了敌人妄想
断粮迫我屈服的阴谋。当敌人
冲进学校，用步枪机枪向我爱国
同学猛烈射击时，马善修同志和
敌人英勇搏斗，当场壮烈牺牲。”

七月六日，保定二师。假如
你看过《红旗谱》，便对碑上的时
间和地点不陌生了。作为小说
的主要情节，梁斌笔下“二师学
潮”的经过与碑文中关于马善修
烈士牺牲的情况几无差别。梁
斌1930年入学，马善修是晚他一
年入学的学弟。

在这场“流血大惨案”中，8
名进步学生壮烈牺牲，4 名身受
重伤，其中1名医治无效牺牲；38
名学生被捕入狱，在经过艰苦的
狱中斗争后，又有 4 名学生于 9
月7日被枪杀在保定西门外的刑
场上。惨案发生后的第二天，

《大公报》记者进入学校，记录下
了见到的惨状：“行到总务股门
口，见血殷柱石，共三处，盖军警
与学生冲突时，首先受伤学生所
流之血。虽经用泥土掩盖，然流
血过多，痕迹犹存，倍觉凄惨。”

在牺牲的烈士中，除赵克咏
是共青团员外，贾良图、曹金月、
杨鹤声、刘光宗、刘玉林、王慕
桓、边隆基、邵春江、张鲁泉、张
树森、马善修、吕清昕等 12 人都
是共产党员。

看到这个名单，你马上就会
明白，纪念碑上“中国共产党党
员”七个字的内涵和分量，以及
立碑者的理由。之所以对这块
纪念碑念念不忘，既因为它是我
回乡路上重要的地标，也因为镌
刻其上的名字和他们所曾参与
的为信仰而牺牲的斗争，曾经深
深影响了我的青春和成长。“七
六”烈士群像也是我的母校“保
定第二师范”的师长们终生难忘
的青春记忆——也许他们不一
定都能把烈士们的名字记住，但
这个时间节点一定像亲人的生
日一样刻在了自己心上。

在母校旧址操场南端的烈
士陵园里，汉白玉质地的“保定
第二师范七六殉难烈士纪念碑”
静静肃立在碑亭中。这座碑建
于1950年，自那以后的每一个清
明节，全校师生都会在哀乐声中
胸戴白花缓缓绕廊而过，然后
在碑亭南侧列队，向已经化作
忠魂的校友献上哀思。不仅如
此，由于地处城区中心，这里
也成为市区最重要的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清明节前的一周，
中小学纷纷在这里举行悼念活
动 ， 整 座 校 园 都 笼 罩 在 哀 思
中。那几天，我们的心情会变得
格外凝重肃穆，思绪飞奔回那段
枪林弹雨的岁月……

上世纪90年代以后，校址上
变换了多个办学单位，校名几经
更迭直到被撤并，但因为这些烈
士，因为这座纪念碑，每一个校
友的心中都有一个神圣的“红二
师”——而“红二师”也作为重要

的历史和地理坐标，进入一代代
保定人的日常话语中，成为全社
会不朽的集体记忆——随着历
史的变迁，二师校名变动有七八
次之多，但保定人只称其为“红
二师”；凡提及西下关那一带的
地方，都用“红二师”作地标。

这 是 对 烈 士 最 好 的 纪 念
吧！就如同我每次回乡，都觉得
马善修烈士的纪念碑仍然立在
太行山麓。

二

马善修烈士
纪 念 碑 上 ，“ 时
年十八岁”的信
息引起我的注
意。我进一步
研究考证十三
位烈士的逝世
周 岁 年 龄 ：18
岁 、21 岁 、22
岁 的 各 有 三
人 ，19 岁 、20
岁、23岁、24岁各一人。

朝气蓬勃的年纪，他们是
“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配得上
人间所有关于美好的词语。这
群青春飞扬、风华正茂的年轻
人，还未来得及回忆成长的滋味
和体验成人的喜悦，就已经走完
了短暂的人生旅程。

面对每位烈士姓名后边括
号内的生卒年月，我问自己：他
们为何敢将自己年轻的身躯挺
立在敌人的枪口前？他们有没
有可能不死？

尽管他们已经无法亲口说
出心声，但历史已经告诉了我们
答案：他们是共产党员、共青团
员，他们是信仰共产主义的人。

然而，他们不过是一群学
生，如何敢于冒着生命危险走上
革命这条“不归路”？我们从源
头追溯“红二师”的历史，就会揭
开这个秘密。

保定二师建立于 1904 年 9
月，是清朝末年《奏定学堂章程》
颁布后举办的最早一批初级师
范之一，办学目标主要是为刚刚
兴起的新式学校培养师资。时
任直隶省学校司督办、著名教育
家严修两次远赴东洋考察日本
教育，参考日本师范教育模式创
办了这所学校。建校伊始聘请
的教师中，除当时国内学界名流
如翰林院编修王景禧等人之外，
还有三名日籍教师，这在当时国
内学校并不多见。以后名师执
教成为该校的传统，留美硕士张
敬虞曾任校长，语言文字学家黎
锦熙、哲学家潘梓年、国画大师李
苦禅均曾在该校任教。加之二
师位于省城，与京师近邻，不仅治
学严谨、规训严格，而且常能得风
气之先。1915 年新文化运动兴
起，各种新思潮迅速传到保定，二
师和育德中学、女二师等学校的
师生积极响应。1919年，二师进
步学生即已投身早期的革命运
动中，他们深入农村和街道，宣传
召开国民会议的意义和打倒帝
国主义、铲除军阀等的道理。五
四运动爆发后，他们冲破阻挠走
上街头，痛斥帝国主义的侵略和
反动军阀的卖国行径。

1921 年 3 月，革命先驱邓中
夏来到保定任教，他向学生们推
荐《共产党宣言》《新青年》《向
导》等书刊，宣传马克思主义思
想，对二师师生产生重大影响，
进步力量在二师迅速发展：1922
年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
发展了共产党员，1924年建立了
党的支部，中共保属特委和共产
主义青年团保属特委都设在该
校——1928年，学生侯薪被党组
织任命为中共保定市委书记，直
到1929年被反动当局逮捕，他才
结束了在二师的学习生涯。到
了1932年，二师党组织已经把全
校 80%以上的学生发展
为反帝大同盟、左联、社
联、革命互济会、少年先
锋 队 等 的 外 围 组 织
成员。

不仅如此，在新近
开放的“河北省立第二
师范学校纪念馆”的展
陈资料中，还有着这样
的 记 载 ：“ 据 不 完 全 统
计，从 1923 年到 1932 年

‘七六’护校革命斗争发
生前，二师的共产党员
和共青团员响应号召，
利用寒暑假回乡时间，
深入全省53个县的农村
地区，联系贫苦农民，组

建农民协会，举办贫民学校、农
民夜校、冬学，宣传马克思主义，
传播革命火种，发展党员团员，
建立党团基层组织，共计在 29
个县建立了党支部。”这是保定
二师对河北省党的早期建设

所做出的开拓性的重要贡献。
因此，二师成为中共保定地方党
组织的活动基地，成为河北省广
大地区的革命活动策源地和领

导革命运动的核
心地，故有“北方
小苏区”的美誉。

在先进思想
和校风的熏陶之
下，二师学生感
时忧国，常有惊
人之举。在“七
六”爱国护校运
动之前，为了反
对校方的独裁
统 治 ，二 师 学
生曾经两次驱
逐反动校长并
取 得 成 功 。

在 1923 年驱逐校长刘续曾的斗
争中，唐澍被推举为学生代表到
天津向直隶督军请愿后被校方
开除；后辗转至上海大学经党组
织介绍进入黄埔军校一期步兵
科；1927年受组织派遣领导陕北
军运，1928年与刘志丹一起组织
渭华起义，成立西北工农革命军
并任总司令，牺牲在战场上时年
仅25岁。

姑且不论二师为近百年河
北民众教育事业所输送的数以
万计的优秀毕业生，单就其为党
的革命事业所做出的贡献，就足
以彪炳史册。

来自“小苏区”的先进青年
一定都有一颗向党的红心。启
民智于荒昧，拯黎庶于水火，救
国难于乱世，是他们的使命与追
求。坚强的革命信念使青年学
子们有了铮铮铁骨；在敌人的枪
口前，慷慨赴死是他们唯一的选
择——为了信仰不惜牺牲年轻
的生命，他们用鲜血向党和人民
表达了自己的忠诚。

所谓青春永驻，就像是专为
这些英烈们创造的一个词语。

三

“二师学潮”不是孤立发生
的，是大革命时期中国人民反
帝、反封建、反压迫、反侵略斗争
史的组成部分。爱国护校斗争
的历史背景是“九一八事变”后
国民党反动派推行不抵抗政策，
在全国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
动中，由于二师学生大力宣传反
蒋抗日，在河北省城严重威胁到
了反动派的统治，1932年5月，国
民党反动当局勒令学校提前放
暑假，登报声明开除 35 名学生，
勒令 40 名学生退学，并撤换校
长。这一决定遭到了二师学生
的坚决反对。6 月 18 日，接到党
组织通知返回学校的 50 多名学
生组成了“护校委员会”；6 月 19
日，军警包围了学校，学生关闭
校门，不能进校的学生组成外援
团在外围做工作；6 月 21 日，军
警派人劝学生离校，但学生们毫
不动摇一直坚守在校内，直到 7
月6日惨案发生。

由于《红旗谱》的传播，“二
师学潮”中的斗争细节已经形象
化地深入人心，例如断粮后如何
冲破封锁上街买面、外围后援力
量和河北大学等临近学校师生
如何隔墙给勇士们投掷大饼等，
自不必在这里赘述。

红二师旧址被认定为保定
市文保单位和省级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河
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纪念馆”于
2020 年 10 月 20 日开馆，了却了
几 代 二 师 人 乃 至 保 定 人 的 心
愿。今年清明节期间，我来到这

里，以参观纪念馆和瞻
仰纪念碑的方式缅怀先
烈。站在西下关街上，
遥望那座曾经无数次进
出的古朴校门，却发现
高大青砖门楼上多了一
行黑底金字的砖雕“直
隶第二师范学校”校名，
上款著题写时间，下款
署题写人，行楷书法行
云流水、雅致庄严。这
块民国六年七月题写的
校名过去是没有的，缘
何现在有了呢？是为了
修建纪念馆而后刻上去
的吗？如果是这样，那
岂不是对文物造成了破

坏？我询问了纪念馆馆长郭玉
琦，他的一番话语解开了我心中
的疑惑：校名题写者刘续曾系初
级师范学堂改为师范学校后的
第一任校长（即被学生们驱逐的
那位），校门建设之初即镶嵌上
去了，后世不知出于何种原因将
其封在墙里；在筹备纪念馆的过
程中修缮校舍偶然被发现，得以
重见天日！

历史就像人一样有意识，她
懂得何时遮蔽又何时呈现。由
曾经被革命学生驱逐的“反动校
长”题写的校名若不被密封起
来，一定难逃后世的风雨；而若
不是因为对烈士的怀念和对信
仰的敬仰，又难保不会被一直封
禁下去。我们常说历史有吊诡
的逻辑，但历史显然又有着无比
的智慧。

门楼下方是进深很长的门
洞，它就像一条时光隧道，穿越
过去就进入历史现场：方正的院
落，南北两侧的房舍仍是民国的
旧物，这里是曾经的行政办公
区，现在被用作纪念馆的主展
区，展出的图文和实物资料为后
人梳理着悠久的校史，其中“七
六”爱国护校运动是展览的核心
内容。在校园操场最南端，是后
来修建的“七六烈士陵园”，花岗
岩雕成的烈士群像与纪念碑遥
遥相对，共同诠释着二师学子为
信仰献身的生命真谛……

英雄已逝，英灵不朽，烈士
的精神引领一代代青年为了信
仰勇往直前。

“七六”爱国护校斗争锤炼
了革命意志，一部分二师学子
继承遗志奔赴全国各地的抗日
战场，像先烈们那样为了信仰
献出青春之躯。刘亚生，1927
年入学，1932 年考入北京大学
历史系，投笔从戎担任大名鼎
鼎的三五九旅政治部副主任，
1948 年 在 南 京 雨 花 台 英 勇 就
义。据不完全统计，有 40 多名
校友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
壮烈牺牲。除此之外，更多的
校友则用自己的才华、在自己
的岗位上为民族解放、国家新
生 和 富 强 做 出 不 可 磨 灭 的 贡
献 。 作 家 梁 斌 是 杰 出 校 友 之
一；另一位校友李英儒，以二
师教师身份从事地下工作，在
校内发展党员 23 名，创作的长
篇小说 《野火春风斗古城》 生
动展现了抗战时期地下工作者
在保定的斗争情况……其他如
王企贤、王鹤寿、臧伯平、铁
瑛、杨泽江以及后来获得国家
最 高 科 学 技 术 奖 的 师 昌 绪 院
士，再算上新中国成立以后长
期坚守在乡村教学岗位上的优
秀毕业生，这个名单可以很长
很长……

因为在中国革命事业和师
范教育事业以及新中国建设事
业中做出了卓越贡献，毛泽东、
刘少奇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
家都曾对二师给予高度评价；保
定二师与毛泽东同志就读的长
沙一师、陶行知先生创办的南京
晓庄师范被称作“师范学校的光
荣代表”。

二师的新校歌中唱道：“保
师校园，古色古香；参天大树，漫
漫长廊。”在迎门的院落里，的确
有过两棵高可参天的白杨树，它
们曾经见证过那场血雨腥风，可
谓获得了烈士鲜血的滋养，是历
史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它们因而
成为二师的象征，更是万千学子
的化身。尽管因为树龄太长现
在被两棵银杏树代替，但是在进
入校园的一霎那，我依旧固执地
认为那里挺立着的仍然是那两
棵参天的白杨；就像我看着纪念
馆墙壁上先烈们的照片，时光已
经流过将近九十年，但他们仍然
是青年的模样。

信仰定格生命，人生长青
不老。

在陵园里的烈士纪念碑前，
祭扫时献上的鲜花已经有些凋
萎了，但我知道，明天会有更鲜
艳的花朵在那里绽放。

本文图片均为作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