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子洲,1892年12月23日，生于绥德
县城兴隆巷,名登瀛,字子洲，笔名逸民。
1917年考入北大预科,1919年考入北大哲
学系,是北大学生干事会干事,曾参与组织
领导了著名的“五四”爱国运动。1921年
加入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成为骨干
会员之一。1922年夏,李子洲、呼延震东、
白超然等陕北旅京津学生，为把拟议中的
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建在绥德，奔走呼
吁,得到杜斌丞等知名人士支持，取得成
功。10月,李子洲参与创建了在全国颇有
影响的政治社团——共进社，被称为共进
社的“大脑”。期间，毛泽东、蔡和森、罗章
龙等新民学会在京成员，赞誉李子洲等人
具有“北方之强”的气质。“1923年初,经李
大钊和刘天章介绍,李子洲加入了中国共
产党。”同年夏毕业,受李大钊和中共北京
区委委派回陕开辟革命教育工作。8 月
间，李子洲回到西安，应三原渭北中学校
长郝梦九邀请，到该校任训育主任兼国文
教员。1924年春，在榆林中学校长杜斌丞
的再三邀请和催促之下，李子洲回到陕北
高原，出任榆林中学教务主任兼国文、历
史教员。

一、奠基“四师”教育

1923 年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创设
(“四师”)。次年，以李子洲、王懋廷为核心
的中共早期党员，在“四师”创建了中共绥
德党团组织，并在他们领导下不断发展壮
大，迅速在陕北乃至西北大地形成燎原之
势，学校被誉为“西北革命策源地”。

1924 年夏，李子洲接到陕西省教育
厅公函，任命他为“四师”校长。从此办
学校育英才，进行革命斗争，便成为李子
洲一生追求。李子洲到任后，着重做的第
一件事，就是聘请教师，组建一支高水平
的师资队伍。他很快拟定了聘请名单，以
及寄往《北京大学日刊》的教师招聘启
事。不多日，聘请教师的启事，在蔡元
培、李大钊及其众多旅京陕西学子周旋支
持下，北京已经有了回音。李大钊将王懋
廷由咸林中学派到“四师”任教，协助李
子洲开展党的工作。同时，“聘请了杨明
轩为教务主任，常汉三为训育主任，成为
李子洲办学、革命的得力左右手；王复
生、田伯荫、韩叔勋等为教员，形成了能
够进行革命教育的骨干队伍”。他们大多
是北大、北师大学子，是进步的知识分
子，又大多是共进社员。这些教员，后来
不仅在陕北，在陕西，乃至在整个西北也
是赫赫有名的学者。

李子洲认为，办好一所学校，本身就
是革命。他提出：“要尽最大努力首先把
学校办好，把功课教好，把学生管好，取得
社会和学生家长的信任”。

1924年秋开学典礼上，李子洲郑重宣
布了学校的办学原则为：“读书勿忘救国，
救国勿忘读书。”办学目标为：“培养新的
师资，改变落后面貌，要用科学的马克思
主义思想教育学生，唤醒工农劳苦大众，
一起改造中国，进行革命，建立人类最科
学最美满最理想的共产主义中国。”办学
宗旨为：“发展青年身心；培养积极道德；
注重科学教育；造就优良师资。”

李子洲在北京大学“兼容并蓄”，自由
学术氛围影响下，他对教育的研究也颇有
见地。李子洲说:“身教重于言教。当训
育、教务和教员的，应当在一切工作上做
榜样给学生看。学生得先生直接的熏陶
影响效果很大。当先生的既要庄重严肃，
更要叫学生喜于接近，是‘敬而近之’，不
是‘畏而远之’”。

要求教员尽量先把课程讲得很清
楚。最好配合现时的宣传工作，使学生在
校学课程得知识，出校就是宣传员。不必
讲得多了，要少而通俗易懂，学生能消化
得了。他说，“教育救国论”咱们不大赏
识，可是革命教育正是救国救民的根本，
这是真理。我们办教育，就是要读活书，
活读书,读书活，读书是为了活着革命，叫

大多数人能受教育，活得好好的。他还
说，教员要当学生的先生，做人民的学生。

学校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
全面发展的办学方针。李子洲在教育革
新中，首先把马列主义课程作为学生人人
必学的一门主要课程。他亲自担任了这
门课程的讲授工作。他对讲授的内容作
了周密的安排，以便使学生对马列主义基
本原理有一个完整的了解，掌握基本观点
和方法。他所讲授的马克思唯物史观，很
受学生欢迎。以至讲英文课的老师很为
难，因为学生要求结合英文讲马列主义，
这显然是困难的。李子洲从中看到了学
生学习马列的愿望，看到了他们喜欢无产
阶级革命理论，看到了学习马列的风气，
已经在“四师”初步形成。国文课，是新近
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算是最进步的了，
但学生们反映，嫌它不够味。历史课，也
是这样。就是数学、理化、生物等门课程，
也需要重视实践和实验。根据新的情况，
各门功课从教学内容到教学方法上，都面
临着一系列改革问题。

在李子洲的提议下，国文课又增添了
民间文学的内容，并组织学生下乡收集民
歌、民谣、秧歌词、顺口溜，同时辅导群众
开展民间艺术活动。这样就使国文课的
学习不局限于课堂，而面向社会斗争了。
同时，李子洲、杨明轩、常汉三等，对当时
京、津、沪、宁等地的教育情况的调查研究
和介绍十分重视，他们在寻找一条适应于

“四师”的教育之路。接办“四师”的实践，
丰富了他对教育的认识，李子洲还找来有
关苏联十月革命后教育方面的文章研读，
并将它同英、美、德、日等国的教育思想及
制度，作了比较性的研究。在教学方法
上，他提出并采用新的教学方法，摒弃旧
式的、枯燥乏味的教学模式，适应了时代、
学生、群众的需要。

在学校管理方面，李子洲确定了民主
管理和严格校规。李子洲在“四师”主张
发扬民主，建立了学生参加的校务会议和
教务会议。他认为，这样能使校长独断一
切变成人人参加学校管理，使师生的主人
翁精神得以发挥，有利于上下思想沟通，
平等和睦，民主办校。从而在教学和管理
上领导、教员和学生三位一体，集思广
益，极大的提高了教学质量。此外，李子
洲还为学校制定了严格的校规。如：《校
务会议规程》《大门规约》《陕西省立第四
师范学校组织大纲》《陕西省立第四师范
学校学则》等数十项规章制度。不仅制定
了戒烟、戒酒、戒赌，爱学习，守时间，讲
公德，讲卫生等纪律性的条文，同时还规
定了学生的留级、开除及教师的解聘等条
件，在社会上，形成了有名的“四师”校
风。

据北大学子、共进成员、“四师”教员
王子休曾回忆：“在我有生的八十年中，我
所经历过的学校，无论是我当学生，还是
当老师，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我所
见到的教师阵容的坚强有力、教学工作的
严肃认真、学生理想抱负的远大、学业成
绩的良好、遵守纪律的自觉，以及课外各
种活动的生动活泼而富于教育意义的情
况，当年绥德“四师”的表现是非常突出而
不可多得的。这主要的是由于李子洲同
志把改造教育与改造中国的大业紧密地
联系在一起，励精图治，身体力行的结果;
同时也是他知人善任，善于领导的结果。”

正因为这样，“四师”学习风气特别浓
烈，学生思想十分活跃，所有学生在这里
不仅学到了知识，更是解放了思想。“四
师”的新式教育得到了学子和民众的广泛
认可，影响力不断扩大。陕北各地，乃至
关中、山西、宁夏、甘肃等各地学子争相报
考“四师”，一时间各地英才云集于“四
师”，在此学习文化的同时，接受进步思
想，锻炼实践能力。如：钱清泉、杨重远、
蒲子华、白明善、刘耀西、王兆卿、胡廷俊、
李景波、高农夫、李临铭、李秉荣、赵通儒、
马明方、刘约三、张德生、刘澜涛、常黎夫、
贾拓夫、马文瑞、贺晋年、范子文、张达志、
高朗亭、白如冰、李赤然等100多名“四师”
学生参与创建了陕北、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和西北革命根据地，建立了不朽功勋。

二、创建党团组织

1924年 5月，李子洲出任“四师”校长
后，他向李大钊报告了陕北的情况，并请
示建党工作。得到中共北京区委同意后，
以李子洲、王懋廷（1898～1930，又名德
三，今云南祥云人，1922年由邓中夏介绍
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中心，积极筹备在陕
北建立党团组织，且确定了李子洲、王懋
廷为北京党组织直属特别通讯员，与北京
党组织直接往来，还定下秘密通信方法及
地址。

1924年秋，“四师”开学后，李子洲、王
懋廷就积极筹划建立党团组织。首先，为
了加强学生的革命启蒙教育，学校引入了
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课程：《共产党宣言》

《马克思主义浅说》《共产主义 ABC》《向

导》《共进》《中国青年》等，并在国文、历史
和公民等课程的教学中加以渗透。其次，
支持共进社教师在学生中发展共进社员，
建立起共进社绥德分社。并陆续在陕北
大部分地区建立了共进社组织，尤其绥德
分社的建立，为绥德以至整个陕北党团组
织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组织、人才基础。
与此同时李子洲委托共产党员王懋廷在
青年师生中发展和培养党团员。当时，榆
林在土皇帝井岳秀的黑暗统治下，建党建
团活动极为秘密，李子洲“以校长身份办
理交际，铲除环境障碍，修平活动道路”。
建党建团的具体工作交由王懋廷办理。
王懋廷受李子洲之托，结合自己教授国文
课的条件开展活动。1924年10月，首先发
展了“四师”英文教员田伯荫入党。之后，
李子洲、王懋廷、田伯荫他们便有了更为
坚定、明确的目标——建立党团组织。为
了在“四师”建立党团组织，他们日夜忙
碌，紧张细致地秘密开展工作。根据中共
三大党的纲领及其中共北京区委的指示，
同年11月，在学校成立了中共绥德（四师）
党小组。1925年初，在北京党组织代表耿
炳光指导下，成立了陕北第一个党支部
——中共绥德（四师）支部，直接归中共北
京区委领导。

党组织组建立后，便进一步发展党
员，从“四师”教员和学生的档案中发现，
1925年在“四师”发展的党员就有田伯荫、
白明善、马明方、白作宾、李嘉谟、杨玉峰、
张肇繁、李明轩、赵通儒、高光祖、王兆卿、
王士英、马瑞昌、马瑞生等 25人。1925年
春夏之交，中共绥德（四师）支部扩建为中
共绥德特别支部（简称中共绥德特支），下
辖“四师”支部、榆林中学支部、李象九部
队支部。同年三个支部大力发展教师、职
员、学生中的积极分子，使陕北党员人数
达40多名。

1926年6月，经中共北方区委批准，成
立了中共绥德地委和共青团绥德地委，统
一领导陕北各地党团的组织和革命斗
争。李子洲提出“到民间去，开展农民运
动”的口号。绥德“四师”的党团员和革命
青年，积极响应地委和李子洲的号召，差
不多每个假日，党、团员便组织起若干宣
传队，脱掉长袍，穿着农民衣服，扛着锄头
镢头，到城郊的沟里道里去宣传。其中李
子洲也参与到宣传队的师生之间，来到穷
苦庄稼人的窑里、地里，同老汉、婆姨盘腿
坐在炕上拉家常，同后生、女子们一起上
山劳动，向群众作宣传工作。

党组织建立和不断发展扩大之后，为
了党的活动安全和保密，李子洲租借了

“高家祠堂”，一部分用做党员教师的宿
舍，一部分用做党、团员开会和办公。高
家祠堂成了“四师”党、团组织的活动中
心，同志们亲切地称它为“苏联大使馆”。
各支部、小组，大多是深夜开会，李子洲等
负责同志又都分别参加。工作忙碌时，通
夜不睡，次日照常上课，习以为常，不知疲
倦地工作。星期日各支部借郊游和采集
标本为名，经常到城外稍远的一些僻静地
方开会。当时，党团活动经费很困难，地
委每月只能拨付五元经费，远不够用。地
委派人到外地开会、工作或学习，所需费
用，全由党团员自己负担，但大家工作积
极性却很高。

针对学生中关于学习功课和参加党
团社会活动两者关系如何处理的问题，李
子洲利用周会给同学们做了详尽的解
答。李子洲的指导思想是：一方面引导学
生积极参加各种革命斗争活动，另一方面
抓紧对学生的文化知识教育。这样新式
教育的“四师”，所培养的学生既有文化知
识，又有实践能力，更有为中国伟大革命
事业而奋斗的理想抱负。

在建党过程中，李子洲确定了关于党
员生活六化标准：“①精神革命化 ②思想
系统化 ③行动纪律化 ④工作劳动化 ⑤
生活平民化⑥兴趣文艺化”。这六条标准
即使在今天对我们共产党人仍具有教育
和借鉴意义。

建立党组织的同时，1924年 12月，在
李子洲、王懋廷等共产党员的组织领导之
下，社会主义青年团“四师”团支部建立，
由上海团中央直接领导。团支部首先发
展白明善、杜嗣尧、刘志丹等进步学生为
团员，很快团员人数发展到14名。1925年
初，在李子洲的指导下，社会主义青年团
陕北特别支部在“四师”建立。由于当时
特殊时期，李子洲为了便于以“校长”的公
开身份，开展各方面的工作，特支书记由
王懋廷担任。

1925年2月25日，王懋廷就陕北团特
支半年来的工作，分为组织、训练、活动、
环境等四个方面，向团上海中央报送了书
面报告。报告中写道: ……干事会分为组
织、书记、宣传三部，再分为绥德、榆林、汾
阳三个小组。报告中反映了团员和青年
学习马列主义，订购《中国青年》《共产党
宣言》《国家与革命》等书籍、刊物，以及在
绥德城县城接办平民学校，培训团员和青
年的情况等。同年 8月，陕北团员发展到

75 人，成立了共青团绥德地方执行委员
会，仍由上海团中央直接领导。

“四师”党团组织建立后，使得革命火
种逐步形成燎原之势，“四师”也成为名符
其实的西北革命策源地和活动中心，被称
为大革命时期的“红三角”，李子洲被党内
同志们称颂为“西北的守常”，“陕甘党组
织的顶梁柱”。

三、开展兵运、领导武装斗争

在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中，李子洲是
较早重视武装斗争，开展兵运工作，培养
军事人才的领导者之一，1924—1928 年
间，李子洲在绥德“四师”任校长，西安中
山学院任副院长兼总务长，中共陕甘区委
负责组织、中共陕西省委负责组织、军委
等工作时，曾先后派遣李象九、谢子长、刘
志丹、杨国栋、蒲子华、白明善、杜嗣尧、乔
国桢、马明方、邓重庆、丁广智、王兆卿、张
慕时、刘得禄、李景林、胡廷俊、拓克宽、刘
耀西、刘汉武、刘成武、许志云、王聚德等
近百名党团员先后进入国民党驻军、军官
学校学习军事知识，开展兵运工作，发展
革命武装力量。

1924年底，李子洲把更多的注意力放
到了陕北旧军队中。他在争取井岳秀部
的团长石谦，将党团的力量打入了石谦的
部队中。石谦部下的李象九和李子洲在
北京就认识，曾在一个房间里住过几宿，
一起谈到过井岳秀，谈到过个人的前途命
运。李子洲启发李象九研读马列书籍，唤
起了他对革命的热情。随后又介绍李象
九参加共进社组织，鼓励他回陕北工作。
李象九回陕北后，组织起数十人武装。同
年，李子洲发展李象九加入共青团，后转
为共产党员。李象九担任石谦部一营三
连连长后，兵员编制不够，李子洲便动员
榆林中学和派遣“四师”大批青年学生到
该连去工作。李子洲十分关注这支部队，
对其寄托了很大希望。杨明轩有事由绥
德去西安，李子洲让他经过部队驻地时住
了两天，给士兵作报告，从而使这个连有
较浓的学习氛围，在周围群众中的影响与
日俱增。

1925年夏，李子洲接到中共北京区委
来信，要陕北派几位同志去黄埔军校学
习。李子洲首先想到的是刘志丹。在派
刘志丹去黄埔军校时，李子洲说：可以出
去见见世面，不能把目光只放在榆林和陕
北二十三个县，要看外面的大世界，开拓
眼界，增加军事知识是很有必要的。想要
打倒井岳秀，光搞学潮是不行的，必须要
有军队，而且要掌握军队，要会训练和指
挥军队。仅这一年，李子洲先后派遣刘志
丹、张肇勤、郝常有、柳长青、杨国栋5人进
入黄埔军校学习，可见李子洲非常重视军
事指挥人才的培养。

1925年谢子长在北京经白超然、白志
诚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受中共北京区
委和李大钊派遣，来到绥德与李子洲取得
联系。李子洲对谢子长说:你还是回安定
去，办你的民团，那里是大有用武之地的，
现在，那里只有你和李象九是共产党员，
我以后还会陆续派人去的，我们要在陕北
搞兵运，就要稳扎稳打，搞成个气候!

谢子长回到安定后，与李象九来往频
繁，一起研究搞兵运，抓武装，后由李象九
上报石谦，将谢子长的安定县民团改编为
石谦团第十二连，谢子长任连长。之后，
部队秘密成立了中共特别支部，对士兵进
行政治文化教育和军事训练，使士气旺
盛，人人学会写信，会做群众工作。

随后，党团组织和李子洲又派“四师”
的美术教员李瑞阳，去石谦部当文化教
员。分别时，李子洲叮嘱他：到了部队，要
注意人才，培养人才，发挥骨干作用。部
队要和老百姓搞好关系，注意纪律，不动
群众一根干柴。要把以往军人欺压百姓，
百姓痛恨军队这个风气改变。目前在中
国，做不到这一点，就谈不到革命！另外，
军队中党团的工作要从下层做起。发展
党团员，尤其要注意士兵和年轻的排长、
班长。咱们陕北这儿，不穷不当兵，当了
兵也只是能混碗饭而已。这些青年士兵
思想较单纯，容易觉悟，一定要把军队抓
过来，变成为我们党的武装。李子洲的
话，给了李瑞阳不少启示和鼓舞。李瑞阳
来到宜川后，便同史唯然、阎揆要等同志，
进行发展组织和培养党员的工作，几个月
后，就有一百多名士兵加入了共产党。石
谦部的五个连长，也成为党的骨干分子。
这为清涧起义奠定了人才、组织、武装基
础。

通过兵运工作，在李子洲和陕西省委
组织领导之下，1927 年 10 月，唐澍、谢子
长、李象九、白明善发动了著名的清涧起
义，由于起义领导人在行动方针上意见分
歧，没有充分发动群众，加之李子洲对唐
澍的指示没有来得及实施等原因，历时 3
个多月的清涧起义失败。李子洲鼓励失
败归来的唐澍、谢子长等，不要气馁，从失
败中吸取经验教训，准备更大规模的暴

动。后派唐澍、刘志丹、廉益民、谢子长等
到许权中旅，为新的起义做准备。

1928年 5月中旬，刘志丹、唐澍、许权
中率部队开赴华县高塘镇，与渭南农民武
装相结合，发动了渭华起义。后在敌军重
兵围击下，经过一个多月苦战，起义部队
被打散，唐澍、廉益民、吴浩然等领导同志
壮烈牺牲,渭华起义失败了。

李子洲组织领导的清涧、渭华起义和
旬邑、礼泉、三原、澄城等地的农民暴动，
虽然先后失败了，但为后来刘志丹、谢子
长、习仲勋等后来“建立和发展西北红军
积累了经验，培养了干部，并有力的配合
了全国其他各地开展的革命武装斗争”。

四、理想信念的捍卫者

在白色恐怖中，李子洲抱病参加了省
委第三次扩大会议，起草了《全陕总暴动
的计划决议案》。1928年底，李子洲代理
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兼组织部长、军委书
记。1929年1月底，因叛徒出卖，陕西省委
遭到极大破坏。2 月 2 日深夜，李子洲被
捕入狱，关押在西安西华门军事裁判处的
牢狱里。国民党狱警、狱吏对其进行了残
酷的折磨，他胃病加重，又患伤寒引发肺
病，身体十分虚弱。在敌人严刑拷打之
下，李子洲坚贞不屈，敌人一无所获。

后来，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宋哲元
来到狱中，宋哲元问：“李先生信奉什么主
义？”李子洲理直气壮的回答：“信仰列宁
主义！”宋哲元问：“列宁主义有什么好？”
李子洲论述了列宁主义的科学和先进。
宋哲元威胁道：“你不怕死吗？”李子洲回
答：“生死由命，富贵在天，何惧之有！”李
子洲的凛然相对，不屈不挠，使反动当局
束手无策。

1929年初夏，中共陕西省委派李秉荣
以学生、亲戚身份到狱中探望李子洲，并
传递了省委正在想办法营救他的信息。
狱外救济受迫害同志的秘密组织“济难
会”，也给李子洲送来了一些钱。杜松寿
劝李子洲先买一点滋补品吃，不然身体会
日坏一日。李子洲躺在狱中说:“不用了。”
又说：“党的经费十分困难。要多想想党
的事业，要照顾大多数同志。这些钱按党
的经费使用，作为组织上给难友们健康的
费用吧！”杜松寿说:“那你也应算在里面。”

“不，我作为省委领导，怎么能够去占用这
笔经费呢？”“几个月没交党费了，身上也
分文没有……，狱外的同志，也是一个钱
一个钱积下来交的党费，我用来滋补身
体，心里受得了吗？”不久，李子洲羸弱的
身体已经完全站不起来了，常常处于昏迷
状态，这时李子洲已经病危，沉重的脚镣
仍然戴在他干瘦的脚踝上。在他神志清
醒的时候，凭借坚强的意志给他绥德家乡
的妹妹李登岳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我
并不惧怕死，早把生死置之度外了。我一
个人牺牲，会有更多的人站起来。不要为
我伤心流泪，勇敢斗争下去，党的事业必
胜，将来的社会是光明的！”之后，在北京
求学的弟弟李登云，来看望他的长兄，李
子洲说：“你要好好侍奉高堂，代我行
孝”。“我自己将为革命捐躯，死后就不要
搬尸了……”。

1929年6月18日深夜，李子洲罹难狱
中，年仅 37岁。 罗章龙曾说：“李子洲是
陕北革命根据地的拓荒者与播种者、奠基
者；党在这里扎根很深，这里的群众基础
相当雄厚。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二万五千
里，足迹遍布十一个省区，最后能得以在
陕北落脚，站稳脚跟，这不是一个偶然的
事件，而是有它深刻的历史渊源的。仅此
一点，李子洲同志就足以名垂青史了。”
的确，李子洲的一生是光辉而伟大的一
生，他为传播马列主义，培养革命青年，发
展党团组织，开展工农运动，组织武装起
义，献出了宝贵生命，并用生命捍卫了一
个共产党员的理想信念！

历史不会忘记革命先烈，党和人民永
远怀念李子洲。1940 年秋，朱德总司令
为李子洲之墓题词，赞誉他是“陕北共产
党发起人”。1942 年 9 月，陕甘宁边区政
府批准将绥德县立图书馆改为“子洲图书
馆”，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亲笔题写
了“子洲图书馆”。1944 年初，陕甘宁边
区政府为纪念李子洲批准设立了子洲
县。1945年 7月，绥德地委为纪念李子洲
设立“子洲文化奖金”。1957 年 8 月，“子
洲陵”在绥德县城郊落成。1985年，陕西
省革命烈士事迹编纂委员会编纂出版了

《李子洲》一书，邓小平同志题写了书
名。 2000年 7月，习仲勋同志题词“缅怀
李子洲烈士，一代英烈、千秋功臣”。2006
年，中央电视台播出了《西北革命的播火
者——李子洲》。2009 年，在各部委组织
的“双百人物”评选活动中，李子洲被推
选为 150名候选人之一。2019年，中央电
视台再次播出《西北革命的火种播种者
——李子洲》。

（文章原载《陇东学院学报》2020年第
4期，作者王天强 赵希宁，编者有删改。）

一代英烈 千秋功臣——李子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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