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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这种无私无畏，来自他对马克思主义真
理的信仰和对中华民族一定会独立，社会主义一
定会在中国实现的信心，也来自他对人生的透彻
看法。在敌人的严刑和利诱面前，他严守党的机
密，始终坚贞不屈。他利用敌人让他“交代”的机
会，写了《狱中自述》，回顾了自己革命的一生，表
达了坚定的革命信念和伟大抱负，慷慨直言：“钊
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
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今
既被逮，惟有直言。倘因此而重获罪戾，则钊实
当负其全责。惟望当局对于此等爱国青年宽大
处理，不事株连，则钊感且不尽矣！” 与此同时，
他在两份供词中，几乎回答了审讯中提出的所有
问题，但他的回答巧妙机智，既有敌人大体知晓
的东西，又回避了具体的活动及组织接头的方
式，正如有的报刊上所说：“李无确供”。

英勇就义

在上海四一二反革命事件发生不久，蒋介
石即密电张作霖，“将所捕党人速行处决，以免
后患”。张作霖不敢举行公开审判，而由安国军
总司令部、京畿卫戍总司令部、京师高等审判厅
和京师警察厅组成军事法庭，进行所谓的“军法
会审”。1927年4月28日上午，在京师警察厅南
院大厅正式开庭，整个“会审”没超过70分钟，便
仓促以“意图扰害公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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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20人死刑，宣判后立即执行。下午，李大钊等
被秘密押至西交民巷的京师看守所，执行绞
刑。李大钊首登绞刑台，“神色未变，从容就
死”。时年仅38岁。对于李大钊临刑前的情形，
有多种说法。李大钊殉难第二天，向以“要说社
会大众想说的话”出名的《世界日报》以《李大钊
等二十人昨被绞决》为题报道了绞刑经过：“未
几执行吏来，首以李大钊送往绞刑台。李见此，
知己不免，乃曰：‘请以纸笔来，俟书一遗嘱。’执
刑者曰，此时已晚，由不得汝矣。李无言，神色
尚未变，既上。执刑者令其颈稍伸长，李如言应
之，厥态殊从容。二十分钟始绝。”

为了追求革命真理、追求民族独立和人民
解放，李大钊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早在《牺
牲》一文中他就这样说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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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美的风
景，多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
韵调。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

李大钊等牺牲后被警方装殓在薄棺之中，
寄厝宣武门外下斜街长椿寺内，派警察看守。
当晚，赵纫兰母女3人被释放回家。直至第二天
早晨看到报纸时，她们才知道自己的亲人已被
绞杀。这一噩耗使李夫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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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
而，反动当局并未善罢甘休，仍继续派人进行监
视。至5月中旬，在李大钊生前好友的帮助下，
她们才离京，回乡度日。

李大钊英勇牺牲的噩耗传出，全党为之哀
悼。党的机关报《向导》周报，发表悼念文章，称
李大钊是“最勇敢的战士”，他的名字将为群众

“牢记不忘”。中共北京地下党员散发传单，号
召工友、商人、市民们别丧气，共产党员是杀不
完的！许多受到李大钊教育影响的青年，在他
的精神激励下，继承他的遗志，加入到革命的行

列中。5月16日，中共中央及中共湖北区委在汉
口举行万人追悼大会。党中央决定派专人北上
料理李大钊丧事及一切善后事宜。

移棺浙寺

李大钊被杀害的消息传出之后，他生前好友
梁漱溟、白眉初、李采言、李凌斗等纷纷前往探望
家属，并到长椿寺准备领出李大钊棺木。在征求
了赵纫兰的意见后，决定为李大钊换棺，并募捐
办理后事。李凌斗找到德昌杠房的掌柜伊寿山，
讲明要购买棺材重新装殓李大钊遗体。伊寿山
推荐了一口标价260块大洋的柏木棺材，因为价
格太高，李凌斗说明情况，请求伊寿山降价。伊
寿山出于对李大钊人格的钦佩，只要了140块大
洋，这已是北京城破天荒的价格了。伊寿山又请
师傅用了20多斤松香和桐油熬在一起，用十几斤
黑生大漆，里里外外给棺木上了五道漆。正是因
为经过这样精心的打造，1983年党中央将李大钊
的棺柩移至李大钊烈士陵园时，棺木出土完好，
李大钊的遗骸得到较好的保护。

5月1日上午，伊寿山带领16名工人扛着棺
材到达宣武门外长椿寺，重新装殓李大钊遗
体。在场诸人，无不含泪悲愤，李星华、李炎华
更是大声哭喊着爸爸，扶父亲入新棺，再三祭
拜。11时左右，又由24人抬着李大钊的新棺到
妙光阁浙寺，暂厝浙寺，安放祭拜。寺主人因李
大钊为政府绞刑不愿收留，经多方疏通，才允许
暂时停放，租费每月4元，先预付3月费用。可
没想到的是，由于当时北京白色恐怖严重，灵柩
一放就是6年。

公祭公葬

1933年4月初，李大钊夫人赵纫兰偕子女专
程来到北平与中共地下组织联系，准备料理李
大钊的后事。中共河北省委、中共北平市委研
究决定为李大钊烈士举行隆重公葬，并通过盛
大的殡葬仪式来揭露反动派杀害共产党人的罪
行，伸张革命正义，进一步唤起民众。为了使公
葬活动顺利进行，党组织决定按民间风俗办丧
事，具体工作由北平革命互济会负责。

根据党组织的意见，互济会即积极组织开
展公祭活动的各项筹备工作，如制作中共党旗，
刻制石碑，印制李大钊传略、遗像和同时就义的
烈士简历等宣传品，置办挽联、花圈，雇佣杠夫、
执事、和尚、道士、吹鼓手等，并在各界开展募捐
和宣传活动。北平地下党员、团员、革命青年，
李大钊生前友好及社会各界进步人士，纷纷捐
款资助。捐款的知名人士有鲁迅、范文澜、黄松
龄、李四光、蒋梦麟、胡适、钱玄同等数十人。上
海各革命团体也寄钱资助。北大校长蒋梦麟亲
自出面在万安公墓为李大钊购置了墓地。筹备
工作就绪后，由李大钊的长女李星华出面，在北
平《晨报》上登出讣告：4月22日在妙光阁毗卢殿
举行公祭，23日举行公葬。

4月22日，毗卢殿灵堂，正中安放着李大钊

烈士的灵柩和遗像，四周摆放着李大钊生前好
友数十幅挽幛和数十个花圈。赵纫兰偕子女含
泪守灵。李大钊生前好友、社会各界进步人士
和团体纷纷前往祭奠。

4月23日早晨5时，浙寺已汇集了2000多名
送殡的群众，有教授、教员、学生、工人、农民、士
兵和市民，其中有许多人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
及党的外围组织成员。他们胸前佩戴着白色或
蓝色的纸花，左臂上缠着黑纱。6时，灵堂里奏起
了哀乐，人们陆续到灵前默哀致敬。随后，由十
几名杠夫将一口深红的棺材从灵堂里抬了出来，
平稳地安放在绣着蓝白花朵的红缎子棺罩里。
送殡的人们啜泣着唱起了哀歌和国际歌，高呼着

“李大钊精神不死！”“为先烈报仇！”等口号，缓缓
地离开了浙寺。长长的群众送殡队伍，高举着数
十幅挽联和挽幛，抬着数十个花圈，尾随在灵柩
后面。北平青年抗日救国联合会送的挽联写道：

“为革命而奋斗，为革命而牺牲，死固无恨！在压
迫下生活，在压迫下呻吟，生者何堪！”

送葬队伍由浙寺出发，经下斜街、菜市口进
宣武门，沿途高喊着口号，散发着传单，许多人
主动加入送殡队伍，声势越来越高。队伍到达
西单牌楼处举行公祭，宣读祭文，谴责蒋介石勾
结奉系军阀张作霖杀害李大钊的罪行，号召广
大市民团结起来，为先烈报仇，打倒国民党，武
装抗日，收复失地；到缸瓦市，李大钊的灵柩上
被覆盖上了一面鲜艳的中国共产党党旗。这给
了反动当局施加镇压的借口。当队伍行至西四
牌楼举行公祭时，国民党北平当局派出大批宪
警向送殡队伍扑来。他们踢翻祭桌，抢走灵柩
上党旗，四处抓人、打人。送殡队伍被冲散。宪
警捕走40余人，没敢阻拦灵车。剩下的送殡队
伍继续出西直门前往香山万安公墓。灵车行至
西郊燕园（今北京大学）西门时，清华大学的学
生们又拦路进行了郊祭。

傍晚，送殡队伍到达香山万安公墓，一辆骡
车已在恭候。车上放着一块石碑，碑首刻五星
及黑色的镰刀锤头，正面是“中华革命领袖李大
钊同志之墓”几个红色大字，背面是红字碑文，
铭志李大钊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最忠实最坚决的
信徒……但由于当时环境险恶，只好将墓碑同
棺柩一起埋入墓穴，直到1983年为李大钊烈士
修建陵园时，这块墓碑才重见天日，被安放在李
大钊烈士革命事迹陈列室里。

1983年10月29日，在李大钊诞辰94周年之
际，中共中央隆重举行李大钊烈士陵园落成典
礼。李大钊烈士陵园已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和革
命传统教育的重要基地，接待国内外、党内外各
界人士前来瞻仰。

李大钊用短暂的生命诠释了一个共产党人
的崇高追求和高尚人格，也为当代共产党人留下
一批宝贵的、丰富的精神遗产。他坚定
的理想信念、崇高的人格力量、无畏的革
命精神、清廉的政治本色永远是共产党
人 党 性 净 化 、对 照 学 习 的 榜 样 。

区委党史办、区志办

奉系军阀杀害李大钊等革命者的绞刑架

1933年4月23日，为李大钊送葬的队伍。

李大钊从容就义前的遗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