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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 家教 家风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熠熠生辉的
名字。他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中国
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的一生是
光辉的一生。他的生命虽然定格在三十八
岁，但他的伟大人格、品格风范影响着一代又
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李大钊留下了宝贵的思
想精神财富，涉及社会主义思想、建党思想、
统一战线思想等。在这些思想精神财富中，
李大钊的家风家教值得我们认真体悟。

对自己：朴实无华、简易生活

家风家教展现的是一个家庭的精神风貌
和道德品质，良好的家风家教是一个家庭的宝
贵财富。李大钊在家庭生活中非常注重家风
家教。作为一家之长，他积极倡导朴实、简易
的生活作风。从收入方面来说，李大钊作为北
京大学的著名教授一直有着较为可观的薪金
收入。他任北大教授时工资为二百块，加之他
在北京其他大学做兼职教授，每月的收入近三
百块大洋。尽管有着较高的收入，但他始终保
持朴实、简易的生活习惯。在平日工作中，他
常以温和慈祥的面容示人，身着简单的灰色衣
衫，让人有十足的亲切感。对于青年学子，李
大钊特别关照和爱护。一些青年学子经常到
他家中讨教问题，常常至深夜。李大钊动手给
他们沏茶倒水，耐心地回答他们提出的各种问
题。对此，李大钊的同事和一些青年学子均深
有体会。张申府曾谈道：“综守常同志的一
生，就他的处人处事说，很可以称他为温文君
子。”罗章龙也回忆道：“守常同志自奉俭约，非
常刻苦。他居室简陋，食不兼味，服饰简单，

‘大布之衣，大帛之冠’，以革命为家，支持党的
事业不遗余力。”

李大钊的这种生活作风与他个人秉持的
生活习惯以及改造社会的理想信念有很大关
系。在他看来，个人作为社会中的一员，“衣
食宜俭其享用，戚友宜俭其酬应，物质宜俭其
消耗，精神宜俭其劳役”。每个个体理应拒绝
贪婪、奢靡、过度享受的生活作风。正如他自
己所倡导的“吾人自有其光明磊落之人格，自
有真实简朴之生活，当珍之、惜之、宝之、贵
之，断不可轻轻掷去”。从社会层面来说，社
会上之所以会出现“虚伪、夸张、奢侈、贪婪种
种罪恶，皆因此过度之生活以丛滋矣。今欲
有以救之，舍提倡简易之生活，别无善途”。
因此，若要改变社会的奢靡之风、减少社会滋
生的种种罪恶，唯有倡导和厉行简易之生
活。简易之生活为社会之福音。

在这样的理念指导下，李大钊的一生始
终保持朴实、简易的生活作风。“黄卷青灯，茹
苦食淡，冬一絮衣，夏一布衫”正是李大钊追
求和践行简易生活的生动写照。

对长辈：尽心尽孝、恭敬坦诚

李大钊的幼年十分孤苦。在他还未出生
时，他的父亲李任荣离开了他。两年后，他的
母亲周氏也相继离世。李大钊是在祖父李如
珍的培育下长大的，他的成长倾注了祖父大
量心血。李大钊在自述中提出：“在襁褓中即
失怙恃，既无兄弟，又鲜姊妹，为一垂老之祖
父教养成人。”因此，李大钊对祖父的养育之
情铭刻在心，一直怀有感恩之心。在李大钊

读中学的第二年，祖父李如珍病重。李大钊
赶忙回到家中，一直守在祖父的身旁，几夜不
睡。在祖父弥留之际，李大钊尽可能地献上
自己的一片孝心。几天后李如珍去世，这给
李大钊带来了极大的痛楚。养育之恩，未能
行孝，或许是李大钊心中最真实的想法。

除了李大钊的祖父外，李大钊家中还有
一位鲜为人知的表姑薛范氏。薛范氏是李大
钊祖父李如珍的外甥女。由于李大钊幼年父
母双亡，表姑薛范氏帮助李如珍一起照看李
大钊。李如珍去世后，薛范氏经常帮助李大
钊的夫人赵纫兰料理家务。在李大钊东渡日
本留学期间，她又在经济上给予慷慨资助。
可以说，表姑薛范氏的关爱无疑使在外求学
的李大钊多了一份安心和感动。在日本留学
期间，李大钊购买过三件茶具（一对茶盘、一
件茶叶筒）。回国后，他将茶盘送给了自己的
表姑。1957年，政府在修建李大钊故居纪念
馆时，薛范氏将自己珍藏多年的这对茶盘赠
送给了李大钊故居纪念馆。

李大钊始终不忘表姑的抚育恩情，对她
十分恭敬。来北京工作后，他经常邀请这位
长者到他家中居住，以尽自己的孝道。平日
里，当薛范氏对李大钊的工作生活有疑惑时，
李大钊也会耐心诚恳地给予回应。

有一次，李大钊家中来了几位外国人。
李大钊在与客人会谈之前，特意叮嘱赵纫兰
和姑妈在门口盯梢。对此，姑妈薛范氏感到
非常疑惑。原来，来到李大钊家中的俄国人
正是共产国际的友人。他们正在商议在中国
建党的事宜。客人离开后，薛范氏问李大钊：

“这些日子，常有外国人来咱们家里，这都是
些什么人？你可千万别惹出什么事来啊！”李
大钊为了消除表姑的疑虑坦诚地解释道：“来
到家里的外国人，是俄国人……那里进行了
革命，建立了工人和农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就
叫作苏联了。领导革命成功和建设新国家的
领导力量，就是苏联共产党。我们也要建立
一个这样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
革命成功以后，也要建立一个工人农民当家
作主的国家……您和侄媳妇为我们在门口放
风，就能够保证我们的安全，这也是为革命做
工作啊！到了革命成功的那一天，还要表扬
您做的这些工作呢！”薛范氏听到了李大钊的
解释，渐渐明白了李大钊所做事情的重要意
义。因此，以后每当李大钊家中有客人来商
谈工作时，她和赵纫兰负责看门放哨，全力保
证会议的安全进行。

对妻子：相守相伴、勤俭持家

李大钊作为一名学者，思想是进步开放
的。尤其在对待婚姻的问题上，他一直主张恋
爱自由，婚姻自由，男女平等。他认为：“夫婚
姻既以恋爱为惟一之条件，则其自由之权，当
一操之本人，乃为天经地义不可或违。”反观李
大钊自身的婚姻，却是在祖父的包办下完成
的。李大钊十一岁时，在其祖父李如珍的安排
下，李大钊同邻村的姑娘赵纫兰结了婚。虽然
李大钊的婚姻属于传统的包办婚姻，但他并没
有对自己的妻子流露出半点微词。

赵纫兰年长李大钊六岁，少年时期的李
大钊受到了赵纫兰无微不至的照顾。1907
年，李大钊赴天津北洋法政学堂求学。在此

期间，李大钊上学的费用以及家中繁重的家
务，全由赵纫兰一个人承担。李大钊在自述
中写道：“钊在该校肄业六年，均系自费。我
家贫，只有薄田数十亩，学费所需，皆赖内人
辛苦经营，典当挪借，始得勉强卒业。”之后，
李大钊远赴日本留学，也是在赵纫兰的精心
帮助和支持下完成的。

李大钊十分体谅妻子的辛劳，对她为家
庭的付出十分感激。因此，在北京工作后，他
将妻子和孩子接至北京一起生活。此后，李
大钊、赵纫兰夫妇相守相伴，在工作和生活中
相互扶持。白天，李大钊外出上班，赵纫兰在
家里操持家务；晚上，全家人聚在一起，享受
着平静安详的生活。也正是赵纫兰的相守相
伴，才促使李大钊可以集中精力写作完成许
多经典名篇，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
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二十世纪
二十年代初，正值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李大
钊在工作上非常繁忙。每当李大钊在家里与
同志们商谈工作时，赵纫兰机警地到门外放
哨，有时也传递消息或递送情报。可以说，赵
纫兰一直站在李大钊身后，为革命事业贡献
自己的力量。

日常生活中，李大钊和赵纫兰一直秉持
着勤俭持家的生活理念。朴素衣裳、家常饭
食、简易房舍是他们二人勤俭持家的生动体
现。革命先烈张太雷的妻子王一知曾在李大
钊的领导下做学生工作、开展妇女运动，她曾
寄宿于李大钊家中，对于李大钊夫妇的勤俭
生活有着深刻的印象：“大钊同志的家十分简
朴，房子是旧的，没有多少家具，但打扫得很
干净……他们夫妇感情很好，大钊同志对李
夫人关怀体贴，李夫人为了支持大钊同志的
工作，日夜辛勤劳动。我住在他们家的厢房
里，正对着一个小小的天井。我每天总看见
她洗一大盆子衣服，还要自己烧饭，打扫房
间，终日辛劳，却毫无倦色。”与此同时，李大
钊在北京工作十余年，曾数次迁居，从来没有
购置自己的房产，皆是租房。虽然他有着较
高的收入，但大部分收入用在北京共产党早
期组织的活动经费和资助一些贫寒学子上
了。李大钊的女儿李星华曾说：“父亲经常接
济穷苦的学生、工人和有困难的同志。他是
大学教授，月薪二百多元，但母亲常常为了柴
米油盐发愁，我记得我们每次跟父亲回老家，
坐火车从来都是坐末等车。”正因如此，李大
钊家中的经济状况也日益紧张起来。北大校
长蔡元培在得知这一情况后，吩咐会计科发
薪水时扣下李大钊的一部分直接转给赵纫
兰，以作家庭的日常生活开支之用。

总之，李大钊夫妇以勤劳节约的精神操持
家务，他们将自己的力量尽可能地奉献给他人
和社会。正如他自己倡导的那样：“吾人之躯
干，块然五尺耳，一榻之域足以安息之而有余，
安用此华楼广厦也？吾人之口腹，所求者瞬间
一饱耳，箪食瓢饮足以飨应之而有余，安用此
甘旨珍错也？吾人之家族，纯实之爱即足以慰
安之，安用此无谓之虚荣也？吾人之戚友，淡
泊之情即足以结纳之，安用此不当之酬赠也？”

对儿女：理想教育、艰苦奋斗

李大钊非常重视家庭教育。他对儿女的
教育首先是理想信念的教育。作为一名研究

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先驱，李大钊的视野和格
局是宏大的。为近代弱乱之中国、苦难频仍
之民族而奋斗是他一生的初心和使命。他在
自述中谈道：“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
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
因此，他时常对子女进行理想信念的教育，鼓
励他们为国家和人民奉献自己。

有一次，李星华和哥哥李葆华给父亲唱
了一首北京孔德学校的校歌，歌词中的一句
话是“你永是青春的花园，你永是美丽的王
国”。李大钊听后，说：“要建设称得起青春的
花园、美丽的王国这样合乎理想的学校，在今
天的社会里根本做不到。只有将来实现了社
会主义、共产主义，我们的孩子们才可以进那
样青春的花园、美丽的王国。”为此，李大钊教
孩子们唱《国际歌》和《少年先锋队歌》，并向
他们讲解歌词的大意。对此，女儿李星华深
有体会：“父亲一遍又一遍地教给我们，他的
声音唱得那样低沉而有力，仿佛他体味着歌
曲里蕴藏的为了美好的理想而奋斗的力量，
并且要用它来感染我们。”

与此同时，李大钊也善于通过现实社会
中的一些事例来对孩子们进行理想教育。李
大钊常常以农民为例。他对孩子们说：“你看
农民们辛辛苦苦地种下东西，收获的时候是
多么喜欢呀！他们忘记了辛苦，只有快乐。
我们的革命也是一样……等到革命胜利的那
一天，我们会像农民把庄稼收回家来一样的
快乐呢！”

平日里，李大钊非常注重培养孩子们艰
苦奋斗的意志品质。正如女儿李星华所说：

“父亲愿意把我们培养成遇山不愁、逢海不惧
的人。”为了使孩子们经风雨、见世面，李大钊
时常带着孩子们爬山、渡河、郊游。昌黎五峰
山是李大钊一生最爱的地方之一。1919年
暑假，李大钊带着儿子李葆华到五峰山游
览。为了培养儿子的意志力，他带着儿子到
陡峭的山崖边找水晶石，一路上还摘山花、拾
松子、捡核桃。

有一年冬天，北京城下起了鹅毛大雪。
李大钊高兴地对孩子们说：“雪下大了，我们
快拿扫帚到院子里去扫雪吧！要是高兴的
话，堆个大雪人也好。扫完雪、堆完雪人以
后，你们要是有兴趣愿意作诗，也诌一首。”不
过，由于雪下得太大，孩子的外祖母和母亲赵
纫兰都不建议他们出去。李大钊却笑着说：

“孩子们应当从小养成吃苦的习惯，免得长大
了什么也不会做；人经常活动活动身体也会
有抵抗力，待在屋里不动弹就更怕冷了。”就
这样，李大钊带着孩子们欣然出门。扫雪的
时候，他还对着孩子们说：“将来谁也不能当
寄生虫，谁要是不劳动，就没有饭吃！”

在这样的家庭教育之下，李大钊的孩子
们从小就养成了胸怀理想、脚踏实地、艰苦奋
斗的优秀品格。李大钊牺牲后，儿子李葆华、
女儿李星华积极投身党的革命和建设事业。
他们为中华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
重要贡献。

（本版内容摘自“学习强国”，请原作者或
有关单位联系我们，以奉稿酬。）

李大钊的家风家教
□ 孙健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