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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余翠平 文/摄

李大钊烈士陵园

瞻仰共产主义运动先驱

□本报记者 刘欣欣 文/摄

马骏烈士墓

领略血沃中华的
浩然正气

□本报记者 孙艳 文/摄

高君宇烈士墓

感悟红色经典的
绝世之恋

7月1日， 湛蓝湛蓝的天空， 飘散着大片的白云，
盛夏的阳光， 十分明媚， 炙烤着大地， 人被热浪包
围。 记者从北京南城出发， 倒了几趟公交， 终于在
下午3点20分到达京西香山东南的万安公墓。

顺着路标， 走大约100米后就到了李大钊烈士陵
园。 周围松柏翠竹掩映， 只见一些行人正从烈士陵
园出来。 随后， 记者也慢慢走进烈士陵园， 心情沉
重、 敬慕。

走进陵园， 迎面即可仰见全高2米的李大钊烈士
雕像。 烈士昂首挺胸， 背负双手， 儒雅质朴， 和蔼
中透着百折不回的刚毅， 雕像传神地再现了李大钊
的伟大风采。 雕像背后是李大钊烈士及夫人赵纫兰
墓地。 烈士墓位在高出地面约一米的方形台上， 掩
映松柏， 平面四周绕以万年青等花景。

方台最西面是用黑色大理石镶嵌而成的烈士墓
碑， 碑的正面是邓小平同志题写的： “共产主义运
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烈士永垂不
朽。” 碑的背面是中共中央撰写的 《李大钊烈士碑
文》。 全文共2千余字， 高度概括了李大钊烈士光辉
的一生和永垂不朽的业绩。

李大钊烈士陵园是首批博物馆免费开放的全国
人文景观经典景区， 是为纪念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
先驱、 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 中国共产党的创
始人之一———李大钊烈士而建立的， 占地面积2200
平方米， 1983年10月29日落成并对外开放。

庭院正西房为 “李大钊烈士革命事迹陈列室”，
第一展室通过大量的图片、 实物资料展示李大钊烈
士在天津法政专门学校读书及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
学及后来接受和传播马列主义的经历。 重点展示李
大钊在任北京 《晨钟报》 总编辑和 《新青年》 杂志
编辑期间， 发表的 《庶民的胜利》、 《布尔什维克主
义的胜利》 等文章， 创办 《每周评论》， 积极领导五
四运动， 在北京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共产
主义小组的情况； 陈列室还展出了李大钊在中国共
产党成立以后的一系列工作活动经历， 歌颂了李大
钊作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 中国共产党早期
领导人， 为中国革命事业所做出的伟大贡献。

第二展室展出陵园20多年的发展历史、 党和国
家领导人及各界人士参观陵园的照片及资料。 陈列
室展出了烈士生平照片、 文字、 实物资料250多种，
分为 “幼失怙恃， 少年立志”、 “深研政理， 探索振
兴民族之良策”、 “投身五四新文化运动”、 “名重
当世的学者和青年导师”、 “讴歌俄国十月革命传播
马克思主义”、 “为创建中国共产党而奋斗”、 “奔
走国民革命统一战线， 促进北伐胜利”、 “领导北方
地区的革命斗争”、 “为共产主义英勇献身”、 “永
远活在人们心中” 等十个部分， 全面介绍了李大钊
烈士38年光辉战斗的历程。

从日坛公园西门进入， 向北走不远就能看到马
骏烈士墓的指示牌， 旁边还立着一个写有 “北京市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的石碑。 再往北走一点， 就看
到了醒目的马骏烈士的铜像。 铜像前左右两侧都种
有高而密的大树， 马骏烈士的眼神向右前方看去 ，
在树木的掩映下显得很幽静、 深邃、 意志坚定。

记者到访这天， 铜像下方还放着两束盛开着的
鲜花， 猜想应该是刚刚有人来祭奠过。 铜像的后边
安放着马骏烈士的墓， 白色的墓碑上有邓颖超的题
字 “回族烈士马骏之墓”。

再向后走， 几间中国传统样式的房子印入眼帘，
这就是马骏烈士纪念馆。 纪念馆里详细的介绍了马
骏的生平事迹， 还陈列了他写的亲笔信、 从事革命
运动用过的笛子， 还有他到北京与秘密党员接头时
用的捻珠。

马骏又名马天安， 是著名的回族革命烈士， 是
五四运动时期津京地区著名的学生运动领袖。 他还
是东北地区党组织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是周恩来和
邓颖超的同学和亲密战友。 马骏在20岁那年考入天
津南开学校， 同周恩来、 邓颖超一起参加了反对袁
世凯出卖中华民族利益的 “二十一条” 的爱国活动。

1919年， 全国爆发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在
这场波澜壮阔的爱国斗争中， 马骏始终战斗在最前
列。 他曾任天津学生联合会副会长、全国学联执委，同
周恩来等一起创办了《天津学生联合会报》，成立了我
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进步团体之一———觉悟社。

经过五四运动革命风暴的洗礼， 马骏思想日渐
成熟。 1920年， 他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1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2年， 受党派遣， 马骏赴东
北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他以在中学任教为掩护， 在
师生中热情宣传马列主义和十月革命的经验， 在学
生中发展党、 团员。

1927年， 蒋介石和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 国民
党反动派在全国范围内疯狂屠杀和逮捕共产党员和
革命群众。 当年4月28日， 中共北方区委领导人李大
钊等20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 北京的党
组织遭到严重破坏。 这年夏天，受党的指示，马骏先到
武汉，后经上海、天津抵达北京， 在一片白色恐怖中
临危受命就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兼组织部长。 在他
和其他领导的努力下， 北京党组织很快得以恢复。

然而， 正当他全力以赴开展工作时， 却在当年
12月因叛徒出卖不幸被捕。 敌人许以高官厚禄， 他
却说： “叫我不宣传马列主义， 不搞革命， 这比太
阳从西边出来还难！” 在狱中， 他威武不屈， 受尽酷
刑。 1928年2月15日英勇就义， 年仅33岁。 回族民众
冒着生命危险， 把他安葬在北京朝阳门外南下坡 ，
今日坛公园内。

纪念馆的工作人员介绍， 马俊烈士墓作为青少
年教育基地， 接待过全市众多的中小学生前来祭扫。
在祭扫活动仪式上， 学生重温民族英雄马骏的事迹，
并向烈士敬献花圈。 听了英雄事迹之后， 学生都很
受感动。

持续雷雨的北京， 7月1日终于放晴， 湛蓝的天
空衬得云朵格外白。 早上9点，陶然亭公园里锻炼的人
还不很多。 沿着小路往岛中心走去，走到湖心岛锦秋
敦北麓的一片青松林中，就到了高君宇烈士墓。 这里
安葬的是党早期革命家、 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高
君宇和他生前女友石评梅， 人们也叫它 “高石墓”。

入口处的石碑上刻着 “北京市重点烈士纪念建
筑物保护单位 高君宇烈士墓”， 这是北京市人民政
府一九八七年十二月立的， 石碑前一个鲜花篮中花
开得正艳， 看来是有人刚刚祭奠过。

往里走， 敦实的汉白玉石碑上刻着 “高君宇烈
士之墓”。 墓碑背面记录着高君宇烈士的生平： 高君
宇原名尚德， 字锡三， 号君宇， 中共早期著名的政
治活动家、 理论家， 中共北方党团组织的主要负责
人和山西党团组织的创始人， 曾师从李大钊， 被誉
为 “五四运动之健将” 和 “中国青年革命的健将”。
1925年3月在北京病逝。

墓碑后面有两座尖锥形剑碑并列而立， 左边是
北京市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女教员石评梅先生之墓，
碑基上有 “春风青冢” 四个篆书大字， 墓碑上镌刻
着墓志全文。 右边是 “吾兄高君宇之墓”。

墓碑左面的基座上刻着一首诗： 我是宝剑， 我
是火花， 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 我愿死如彗星之迅
忽。 这是海涅的诗，高君宇生前曾把它作为座右铭写
在相片后面送给石评梅，高君宇逝世后石评梅把这首

诗作为悼词挂在灵堂上，然后又刻在了墓碑上。
高君宇和石评梅生前是一对恋人， 他们在1921

年的一次同乡会上认识。 高君宇也常邀石评梅到陶
然亭去听关于工人运动和妇女解放的演讲， 有时相
约来到陶然亭湖畔散步。 那时， 石评梅已是颇有名
气的年轻诗人。 两人都以 “识荆” 为喜， 从此书信
往来频繁， 感情日深。

此时的高君宇已经认定她就是自己爱情的归宿。
然而， 石评梅刚刚从一次残酷的爱情中解脱出来 ，
已决定一生独身。 为了表明自己对爱情的忠贞， 高
君宇特意从广州买了两枚象牙戒指 ， 一枚连同
平定商团叛乱时用过的子弹壳寄给北京的石评
梅作为生日留念 ， 另一枚戴在自己手上。 这一次，
石评梅终于打开了自己的心扉， 把戒指戴到了自己
的手上。 然而， 她不知道， 上天留给他们的时间只
有几个月了……

高君宇的不幸逝世给石评梅带来了沉重的打击。
此后， 不论严寒还是酷暑， 清晨还是傍晚， 人们总
能在高君宇的墓旁看见一个文弱的身影， 她帮君宇
扫墓用泪水祭奠英灵， 下雪天她还经常在墓碑前的
雪地上写下 “我来了” 三个字。

三年后竟也泪尽而亡。 石评梅的生前好友黄卢
隐、陆晶清遵照她的遗愿把她安葬在陶然亭内的高君
宇墓旁。 这对有情人，虽生未成婚，但死而并葬，成为
了人们传诵的一段佳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