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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故宫博物院的东北方向，有一座用红

砖砌筑、红瓦铺顶的近代建筑。与故宫的繁

华、景山的热闹相比，位于五四大街 29 号的

北大红楼显得格外安静。

自 1918 年落成伊始，北大红楼就与中

国命运的走向息息相关。100 多年前，这里

激荡出的思想火花汇聚成风雷，掀开了新文

化运动的序幕。

红色火种在这里孕育

拾级而上，红楼的内部仍然保持着原来

的格局。左右两侧幽长的走廊上，分布着文

科事务室、阅览室、大教室、书库等场所。步

行至一层东南角，便是李大钊工作过的图书

馆主任室。

抬眼望去，当年李大钊工作的情景历历

在目。一排书柜紧靠在北面墙角，对面的鱼

尾挂钟不紧不慢，桌上的吸墨船好似还在晃

动，一支毛笔浅浅地搁在笔架上，它的墨迹

仿佛还未干透……正是在这张桌前，李大钊

潜心研读马克思主义，写下了《庶民的胜利》

《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

观》等重要文章，向国人介绍了马克思主义

学说。他坚信“将来的寰球，必是赤旗的

世界”！

接受马克思主义后，李大钊义无反顾地

承担起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责

任。在纪念馆内，至今还保留着一份珍贵的

答卷。答题的考生是 1923 年北大政治系学

生马昌民，试题内容为“试述马克思唯物史

观的要义并其及于现代史学的影响”。李大

钊为这份答卷给出了“玖拾伍分”的高分。

新文化运动纪念馆研究室副主任秦素

银对这段历史做了详细考证。“从 1920 年 10

月起，李大钊先后在北大史学系、政治学系

开设了‘唯物史观’‘史学思想史’等课程，开

中国大学讲授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之先河，

这份试卷从一个侧面展示了李大钊宣传马

克思主义理论的成果。”

这间不算宽敞的办公室，更见证了北京

第一个中国共产党组织的诞生。1920 年 3

月，李大钊在红楼图书馆主任室会见了共产

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商讨建党问题。10 月，

李大钊在此组织成立了北京共产党早期组

织，取名“共产党小组”，他每月从个人薪俸

中拿出 80 元作为小组活动经费。年底，北

京共产党小组正式定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

支部。

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立，有力推动

了马克思主义在北方的传播。“如果说召开

中共一大的上海市兴业路 76 号是中国共产

党的‘产床’，那么北大红楼便是她的孕育之

地。”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办公室主任马海亭

动容地说。

红色理想在这里萌芽

图书馆主任室的隔壁是登录室，负责登

记新到报刊的年轻人带着一口浓重的湖南

口音，他就是毛泽东。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

的坚定信仰、大力宣传和不懈实践，深刻地

影响着青年时代的毛泽东。虽然每个月只

有 8 元的薪资，却拥有极为难得的读书看报

的机会，红楼一层西侧的第二阅览室是他最

常去的地方。

再往前走几步，便是“学生大教室”了。

远远望去，黑板上复原了鲁迅讲授“中国小

说史”时留下的板书，讲台下方是二三十张

颇具年代感的木椅。“当年，除正式学生外，

北大还有大量旁听生，他们住在红楼附近的

公寓或旅店里，教室里常常挤满了学生，

毛泽东就是其中之一。”新文化运动纪念馆

文物资料保管部副主任刘静向记者描述了

当年的情况。

“可以想象，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许多

新知识才得以传播，许多新思想才被激发，

救国救民的真理也在互相支撑、互相驳难中

越辩越明。”刘静说。

红色浪潮从这里迸发

1919 年 5 月 4 日，以北大师生为先锋，一

场声势浩大的五四爱国运动在全国掀起。

3000 多名群情激昂的青年学生聚集在天安

门前，横幅飘荡，呼声震天。一则用白话文

书写的宣言在游行队伍中迅速传开：

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

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

这则《北京全体学界通告》正是在红楼

诞生。

在红楼一层东北角、与图书馆主任室相

隔两个房间的地方，曾是新潮社的所在地。

1919 年 1 月，受《新青年》影响，《新潮》杂志

破土而出，成为新文化运动中的重要刊物。

五四前夕，以新潮杂志社为代表的北大学生

在这里制作了 3000 多面旗帜和条幅，参与

创办杂志的罗家伦在此起草了《北京全体学

界通告》，发出了赤忱的救国呐喊。

秦素银告诉记者：“这则宣言文字浅白、

陈辞恳切，是五四当天唯一的印刷品，同学

们把传单散发给市民，唤起了人们心中积累

已久的国仇家恨，对争取市民的支持起到了

非常重要的作用。”

据记载，5 月 4 日上午 11 点左右，北大红

楼敲响了五四运动的钟声。北大学生从《新

潮》社取出标语、旗帜、横幅和传单，在北侧

操场集合，向天安门开始进发。

学生运动很快就得到工商界的支持。6

月 5 日，上海工人开始大规模罢工声援北京

学生，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作为一支政治力

量登上历史舞台。中国革命从旧民主主义

开始跨入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了一个全新

的历史时期。1947 年，华北学联将出发的操

场命名为“民主广场”。

时过境迁，当年云集着众多热血青年、

发出振聋发聩呼号的平地建起了一栋栋新

式建筑。在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这个广场

孕育了进步青年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求新

求变的抗争激情。在后来漫长的革命岁月

中，无数爱国志士从这里奔向光明，成为建

设新中国的栋梁和骨干。

站在红楼高处眺望，外面的街道车水马

龙，红楼里的历史却早已定格。三十年后，

在距离红楼不远的天安门城楼上，那位昔日

的图书管理员，还是那腔标志的湖南口音，

向全世界宣告了新中国的诞生。

北大红楼的红色记忆北大红楼的红色记忆
本报记者 康琼艳 在新文化运动纪念馆中，李

大钊曾经工作过的图书馆主任室

有个雅号，至今被人津津乐道。

当时北大有两个有名的师生

聚谈场所，一个是二楼国文教员

休息室“群言堂”；一个是一楼图

书馆主任室“饱无堂”。北大学生

罗家伦回忆说，“群言堂”以南方

人为主体，“饱无堂”以北方人为

主体。“在这两个地方，无师生之

别，也没有客气及礼节等一套，大

家提出问题来大家互相问难。大

约每天下午 3 点以后，这两个房

间人就是满的。”

为何把李大钊的办公场所取

名“饱无堂”？明末清初一代儒宗

顾亭林先生，在批评当时的北方

人时用过一句话：“饱食终日，无

所用心”；批评南方人，则是“群居

终日，言不及义”。于是，学子们

便嘻嘻哈哈地命名二楼的教员休

息室为“群言堂”，一楼的李大钊

办公室为“饱无堂”。这两个名称

被文科学长陈独秀听去了，并不

生气，反而觉得这一帮学生很有

朝气。

李大钊平易近人，他和蔼的

态度、清新的思想和热心助人的

性格，吸引了众多进步学生出入

他的办公室，和他畅谈社会问

题。为了进行科学管理，他修改

借书规则，实行个人藏书资源共

享，成立阅报室，注重外文图书的

购藏，将图书馆由半封闭状态变

为开放式。每当购置新书，李大

钊总愿意拿出来让大家先睹为

快，新书遂成为大家讨论的资

料。学生博斯年和罗家伦都是

“饱无堂”的常客，他们就是在这

里酝酿文学革命，对旧制度和旧

思想进行抨击，促成了新潮社的

成立。

李大钊经常购入马克思主义

理论书籍，在图书馆里指导进步

学生针对中国革命问题，有的放

矢地阅读，从而又将被动的借阅

图书馆变为主动宣传新思想、新

文化的前沿阵地，成为北大传播

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中心。

“他读书非常勤

奋用功，领悟能力突

出，他当老师学识渊

博，平易近人，诲人

不倦。”1 月 16 日上

午，记者见到了李晓

莉 。 一 头 干 练 的 中

发，脸上始终洋溢着

笑容，说到李大钊，眼神里满是崇敬。她便

是李大钊的次女李炎华的孙女。

仔细翻看李大钊的生平，你会发现，读

书这件事在李大钊的生命中占据了不小的比

重。在38岁的人生经历中，李大钊前前后后

一共上了 20 年学，教了 10 年书。他在 《狱

中自述》 中说道：“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

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厉行

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

近几年来，李晓莉陆陆续续看了一些关

于李大钊的研究资料。“外曾祖父牺牲的时

候，我的祖母只有 8 岁。在我的成长过程

中，家里的长辈并不经常提及外曾祖父的故

事，不觉得外曾祖父的光荣事迹是一种特殊

的光环。外曾祖父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我

更多的是通过别人的研究和口述寻找答案。”

“学校造人才为改造社会，读书为做事

不是为做官”——这是 1920 年春，李大钊

在他筹办的大黑坨小学开学时书写的一副对

联。这副对联诠释了李大钊崇高的教育思想

和育人理念，传承着发展教育振兴中华的家

国情怀。

18 年后，在李大钊的影响下，19 岁的

李炎华来到这所父亲亲手创建的学校，做起

了小学老师。李晓莉告诉记者：“祖母在家

乡小学任教期间，一边教孩子们读书识字，

一边教孩子和村民唱歌宣传抗日。”在这

里，李炎华一直工作了近10年。

在父亲的精神指引下，李大钊的幼子李

欣华同样选择了教书育人。1954 年，李欣

华放弃了在机关单位的工作机会，主动要求

到门头沟矿区任教，直到 1989 年逝世。而

在七十年前，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组建马克思

学说研究会时，也是在门头沟矿区开展了大

量工人运动的调查。

1918年夏，李大钊回到家乡度暑假。亲

戚问他：“你在北京倒是干啥呀？”李大钊笑

着说：“点种。”亲戚感到奇怪，又问：“庄

稼人种地要点种，你当教授要点什么种？”

李大钊说：“我点的是不一样的种。”这样一

番意味深长而又不失幽默的对白，直到多年

以后，大家才明白：原来李大钊点的是革命

的种，是共产主义的种。

1984 年李大钊的外孙李军服从上级组

织调配从中国矿业学院到四川参与筹建成都

煤炭管理干部学院。“他做起事来既有原则

又讲艺术，既有思路又真抓实干，有一股老

一代的拼劲。”然而，繁重的工作让李军积

劳成疾，56岁英年早逝。

今天，李大钊点下的种子，已经在中国

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当年，为了传播

马克思主义的微芒，为了“青春中华”的理

想，他不惜“勇往奋进以赴之”“瘅精瘁力

以成之”“断头流

血以从之”，为无

数青年人树立了永

久的丰碑。

“点 种”精 神 代 代 相 传
本报记者 康琼艳

﹃
饱
无
堂
﹄
旧
事

本
报
记
者

敖

蓉

每到“七一”党的生日，很多党员都会来红楼重温入党誓词。 新文化运动纪念馆提供新文化运动纪念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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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从 19201920年年 1010月起月起，，李大钊先后李大钊先后

在北大史学系在北大史学系、、政治学系开设了政治学系开设了““唯唯

物史观物史观”“”“史学思想史史学思想史””等课程等课程。。这这

是是 19231923 年北大政治系学生马昌民年北大政治系学生马昌民

的答卷的答卷，，试题内容为试题内容为““试述马克思试述马克思

唯物史观的要义并其及于现代唯物史观的要义并其及于现代

史学的影响史学的影响””。。李大钊为这份李大钊为这份

答卷给出了答卷给出了““玖拾伍分玖拾伍分””的的

高分高分。。

北京交通大学信科北京交通大学信科17011701团支团支
部部：：忆往昔忆往昔，，先辈青年无畏向前先辈青年无畏向前；；看看

今朝今朝，，吾辈同侪奋勇当先吾辈同侪奋勇当先。。

北京交通大学软件北京交通大学软件 18031803 班班：：
青春心向党青春心向党，，建功新时代建功新时代。。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中国政法大学民商 18041804班班：：
团结起来团结起来，，振兴中华振兴中华！！

北京中关村知春分校学生北京中关村知春分校学生::我我
们新时代的青年们新时代的青年，，应当继续传承北应当继续传承北

大红楼精神大红楼精神，，不负初心不负初心，，砥砺前行砥砺前行，，

为美丽中国梦努力奋斗为美丽中国梦努力奋斗。。

观众王学博观众王学博：：百年前的五四从百年前的五四从

这里走出这里走出。。我们今天重温此地我们今天重温此地，，是是

百年前学子眼中的未来人百年前学子眼中的未来人。。薪火薪火

相传相传，，再见百年后的盛世中华再见百年后的盛世中华。。

观众陈雅婷观众陈雅婷：：百年沧桑百年沧桑，，只为只为

今朝今朝；；五四精神五四精神，，薪火相传薪火相传。。

观众安朝军观众安朝军：：北大五四精神永北大五四精神永

放光芒放光芒，，爱国爱国、、进步进步、、民主民主、、科学的科学的

精神激励每一位国人精神激励每一位国人。。

19181918年北大文科教员表年北大文科教员表

康琼艳康琼艳摄

蔡元培主张蔡元培主张““思想自由思想自由”“”“兼容并兼容并

包包””，，使北大学术空气空前活跃使北大学术空气空前活跃，，开设开设

了了““法国文学法国文学”“”“印度哲学印度哲学”“”“伦理学伦理学””等等

各类课程各类课程。。

青年毛泽东曾经工作过的第二阅览室。 康琼艳康琼艳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