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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李大钊同志诞辰 130周年。
李大钊同志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
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
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
之一。李大钊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
生。他是信仰坚定、对党忠诚的表率，是
坚守初心、为民造福的表率，是勇于担
当、敢为人先的表率，是敢于斗争、善于
斗争的表率，是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的表
率，是清正廉洁、品德高尚的表率。李大
钊在其短暂的一生中，在严以修身方面
为中国共产党人树立了光辉典范。

提倡简易之生活，严以约束
物质享受

1917年 4月初，财政部受贿案被报
纸披露。针对受贿案，李大钊发表了
《简易生活之必要》等三篇文章。在李
大钊看来，腐败是因为“以有限之精力，
有限之物质，应过度之要求，肩过度之
负担”，而导致虚伪、夸张、奢侈、贪婪等
种种罪恶。因此，“今欲有以救之，舍提
倡简易之生活，别无善途。”李大钊提出
的简易生活就是：“衣食宜俭其享用，戚
友宜俭其酬应，物质宜俭其销耗，精神
宜俭其劳役。务使自己现有之精力、物
质，克以应与已缘接而生之要求之负
担，绰有余裕。”

李大钊不仅倡导简易生活，而且也
始终践行这种简易生活。李大钊在北
京大学任教授期间，还在其他多所大学
兼课，其每月收入约 300元。但是，他从
未将这些收入花费在个人的物质享受
之上。罗章龙回忆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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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时一如北方人的简
单生活，一个大饼，一根葱，粗茶淡饭就
满足了。”李大钊在北京十年，没有购置
过房产，曾经七次迁居，皆为租房。当

时，李大钊在东城上班，却在西城租房
子，因为西城的房租特别便宜。中午不
能回家吃饭，他就自带干粮，有时一块
大饼，有时两个窝头就白开水下肚。

李大钊践行简易生活，从本质上讲
就是其不断修炼、约束自身对物质生活
的欲望。虽然在物质生活方面进行了
严格的自我约束，但他在创建共产党早
期组织过程中，却表现出了“无我”的奉
献精神。面对活动经费紧张这一现实
问题，他当众宣布每月从个人薪俸中拿
出 80元作为党组织各项工作使用。不
仅如此，李大钊还经常资助生活困难的
学生。北京大学的罗章龙、刘仁静等都
曾接受过他的担保和资助。他自己手
头的钱没了，就从工资里预支。用在他
人身上的钱多了，以致有时造成家中出
现无钱买粮食的窘况。

李大钊身体力行简易生活的优秀
品质得到了社会高度赞扬。李大钊牺
牲后，北京《晨报》《顺天时报》分别载文
报道：“李氏私德尚醇，如冬不衣皮袄，
常年不乘洋车，尽散收入，以助贫困学
生”，“李大钊平昔不事储蓄，身后极为
萧条。李夫人回家后，仅一元生活费，
室中空无家具，即有亦甚破烂。”

身体力行、进德修身，注重修
炼自己一尘不染的道德品质

李大钊不仅注重过简易的物质生
活，而且更加注重修炼自己一尘不染的
道德品质。1916年以前，北京大学的校
风很成问题。师生中打麻将、捧戏子、
逛妓院成为风气。蔡元培于 1916年冬
到北大任校长。随后，蔡元培发起成立
进德会。这个组织以不嫖、不赌、不娶
妾为基本戒条，遵守这三个戒条而加入
的称为甲种会员。李大钊一入北大即
加入进德会，自认甲种会员。入会后，
李大钊严守进德会不嫖、不赌、不娶妾
的戒条，言行统一，克己待人，被师生称
道。1919年 6月，李大钊被选为进德会

的纠察员。
李大钊说：两性相爱，是人生最重

要的部分。应该保持他的自由、神圣、
崇高，不可强制他、侮辱他，污蔑他、屈
抑他，使他在人间社会丧失了优美的价
值。李大钊一生也充分践行了自己的
这一观点。李大钊的夫人赵纫兰年长
他 6岁，是其祖父为其包办所娶。虽然
如此，李大钊对夫人始终温柔体贴，不
离不弃。李大钊在闲暇之际，就教夫人
读书认字，使得她能够“读懂红楼梦”。
李大钊还热情地把妻子介绍给到家里
来的革命同志和青年。为了对客人表
示礼貌，他还帮助妻子换衣服，扣扣子，
细心地拉平衣襟。李大钊在大学里是
教授、学者，可一回到家里就帮助妻子
做饭、照料孩子，没有一点教授、学者的
架子。他常对客人说：“革命者对待爱
情，不能像那些纨绔之人，当了官就另
交朋友，发了财或地位变了就改娶老
婆。”1927年 4月，李大钊被捕后，在《狱
中自述》中写道：“钊在该校（即天津北
洋法政专门学校——笔者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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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李大钊
深深表达了对妻子默默支持自己学习
以及投身革命的感念之情。

李大钊高尚的道德品质得到了社会
公认。在举行公葬募捐时，不论政见相
同与否，人们都对李大钊抱有崇敬之情，
纷纷募捐，政见相左的汪精卫捐了 1000
块大洋。与李大钊进行过“问题与主义”
之争的胡适，也在其文存第四卷的扉页
上写道：这一卷献给李大钊等四位先生。

以高雅情趣培育子女品德，通
过音乐等对子女进行理想信念教育

爱子，教之以义方。李大钊既注重
修炼自己的情趣爱好，还十分注重以自
己的情趣对子女进行品德涵养。李大
钊喜欢栽树种花，而且还善于通过种花

种树等对子女进行品德教育。
据李星华回忆，有一次李星华看
见一朵红色的牵牛花，非常喜
欢，正要伸手去掐，却被李大钊
用手拦住了。他说：“花一掐下
来就会蔫的，不如让它长在上面
大家看！”这句话给李星华留下
了深刻印象。她也从中体悟到
了相应的人生哲理。

李大钊很喜欢体育，特别喜
爱下军棋。他一有空，就与子女
下棋。一玩起来就和孩子一样，
即活泼又认真。李大钊虽然喜
欢下棋，但从来没有给子女买过
棋子。每当下棋或棋子不全的
时候，李大钊就让子女自己作棋
子，并在旁边很耐心地一点一滴
地教子女。李大钊同样也在下
棋过程中给子女以品德教育。
在下棋过程中，其夫人曾认为，
态度不必过于认真，对此，李大
钊说：“要是不认真，那还有什么
意思呢？玩也应当认真，要不就
很难提高他们下棋的水平！”

李大钊自己好音乐，而且善
于通过音乐等对子女进行理想
信念教育。他曾以子女演唱的《校
歌》，对孩子进行教育：“这个歌子太
不现实了，这不是培养孩子们睁着眼
撒谎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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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一遍遍地教子女演唱
《国际歌》和《少年先锋队歌》。不仅如
此，李大钊还给孩子讲解了歌词的意
思。据李星华回忆，给其印象最深的
几句就是：“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
们要做天下的主人。”“是谁创造了人
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一切归劳
动者所有，哪能容得寄生虫！”

在假期或夜晚，当李大钊比较空闲
的时候，他就朗诵古诗给子女听。每
次朗诵完一首古诗，他都逐字逐句地
给子女作一番解释。李大钊经常以古
诗对子女进行教育。通过《石壕吏》
《孔雀东南飞》《卖炭翁》等教育子女认
识封建社会的现实，以及封建家庭的
黑暗。

贪如火，不遏则燎原；欲如水，不
遏则滔天。对于党员干部而言，不加
以约束欲望，结果就是被贪欲所俘
获，最终必然走上腐败堕落的深渊。
李大钊在其一生中，始终严以修身，
从而锻造了一位品德高尚的“中国近
代史上的完人”，他“永远是共产党
人学习的楷模和榜样”。 □韦磊

在许多人的眼里，都知道沈从文是江
南的大才子，他身边不乏红颜知己，他一
定是个风流倜傥的男人。殊不知他却是
一个木讷不苟言谈的人，他对爱情的专注，
令许多现代文人汗颜，他与张兆和的爱情
故事，似一杯芬芳的甜酒，时间越长越显得
醇厚而绵延。

1922年仲秋，年仅 20岁的沈从文，从湖
南湘西凤凰古城到北京讨生活，玲珑剔透的
湘西山水孕育了他的才情，他的梦想是当一
个作家，用手中的笔来抒发自己柔顺而多情
的个性。初来乍到的沈从文面对人海茫茫
的北京城，谋生成了他的第一要务，在颠沛
流离的求职生涯中，他邂逅了丁玲的丈夫胡
也频。两个志趣相投的人走到了一起，他们
一起创办文学杂志，一起从事文学创作。以
前的沈从文，虽然写了不少文章，但相当稚
嫩，以至于没有留下多少有影响的文学作
品。而来到北京后，他的写作水平有了质的
飞跃，一时在北京文坛引起了关注。也就在
此时，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胡适先生发现
了他，并说，沈从文是一个天才，这样的天
才，需要别人好好呵护。这样，沈从文被胡
适先生聘请到上海，成了中国公学的一名老
师，从此有了稳定的经济收入来源。

1928年，已经 26岁的沈从文早已过了
一般人婚娶的年龄。一个乡下人在举目
无亲的大都市里，一切都无从谈起，只能
在虚幻的想象中生成，又在想象中破灭。
然而木讷的沈从文万万没有想到，他的第
一节课就有一个叫张兆和的女生，进入了
他的眼帘。

张兆和出身于江南名门世家，她的父
亲是江南有名的财主。18岁的张兆和在中
国公学曾夺得女子全能第一名，她聪颖可
爱，单纯任性，是经典美女。她额头饱满，
鼻梁高挺，秀发齐耳，下巴稍尖，轮廓分明，
清丽脱俗……爱的潮汐来得那样猛烈，弄
得沈从文寝食不安，坐卧不宁。饭后课余，
他在校园里散步，常常情不自禁地向张兆
和住的学生宿舍跑去。他渴望再见到她，
并当面向她倾诉点什么。可是，他在人前
却是个不尚健谈、性格朴讷的人，每当他来

到张兆和面前，总是愣愣地站在那里不知
说什么好。他本想向张兆和倾吐自己的
爱 恋 之 情 ，即 便 是 一 点 模 糊 的 暗 示 也
好。可是等他说出来时，却成了问她的
功课，读什么书，以及家里的情况。见他
这副呆相，张兆和心里觉得有点好笑，但
又从他的神色中，隐隐约约感到几分蹊
跷，反倒有点不安起来。笔谈远胜于言谈
的沈从文，便用他那支笔，给张兆和写起情
书来了，而且一发不可收。

“到北平高空明蓝的天，使人只想下
跪，你给我的影响恰如这天空，距离得那么
远，我日里望着，晚上做梦，总梦到生着翅
膀，向上飞举。向上飞去，便看到许多星
子，都成为你的眼睛了。”

“××，莫生我的气，许我在梦里，用嘴
吻你的脚，我的自卑处，是觉得如一个奴隶
蹲到地下用嘴接近你的脚，也近于十分亵
渎了你的。”

沈从文跟得很紧，追得很累，而张兆和
只是沉默。在肯定沈从文是个好人的同
时，张兆和对他毫无感觉。时间一长，她便

稍稍有了反感，一个老师给学生写情书，这
要是传了出去，哪还了得，她干脆不予理睬。

张兆和的沉默，让沈从文的心凉到了
极点，他真希望她能给自己说点什么，哪怕
是片言只语。沈从文的烦躁不安情绪，开
始在学校里传得沸沸扬扬，让张兆和感到
了害怕，她害怕沈从文一旦出事，那她就说
不清了。于是，张兆和把沈从文写给她的
情书拿给了校长胡适先生，以取得胡校长
的支持。让她没想到的是，胡校长却怪罪
是她的不对，还要她与沈从文继续保持这
种关系。从此，无奈的她对沈从文的举动
既不反感又不迎合，任其自然发展。

张兆和的沉默，更加激起了沈从文对她
的爱恋，他的信写得更勤了，一天能写出六
封，且每封信都是一篇美文。开始张兆和害
怕见到沈从文，时间一长，她反倒觉得他的
情书写得真好。她每读完一封情书，心中都
会莫名的激动，随后又是那么的轻松。她
将这些信藏进一只小箱子里收藏起来。

1932年夏，张兆和从中国公学毕业后，
回到了苏州家中。当时的沈从文正在山东

青岛大学任教，他想四年的单恋总该有个
了结，就利用放假的机会，亲自来苏州看望
张兆和，以其得到她的答复。

盛夏的一天，在苏州九如巷三号张家
门堂里，沈从文从青岛来看望张兆和，而兆
和那天刚好不在家，开门接待的是她的二
姐允和，她得知来人是沈从文后便邀他进
屋，他却呆呆地站在那里。二姐张允和对
张兆和与沈从文的事早有耳闻，就告诉他
兆和在图书馆看书，让他直接去找她。在
沈从文看来，兆和是故意躲着不肯见他，失
望地回到了旅馆。回到旅馆后的沈从文很
懊恼，独自躺在床上生闷气，自己坐了 30
个钟头的火车特意来看她，却不想吃了闭
门羹，不免心灰意冷起来。

张兆和从图书馆看完书回来，得知沈
从文来了后，碍于家人情面，不肯去旅馆与
沈从文见面，最后，在二姐的授意下，张兆
和才来到旅馆。正当沈从文胡思乱想之
时，突然有人敲门。他起身打开房门，却见
张兆和正站在门外，这时张兆和按二姐教
她的话说，“沈先生，我家兄弟姐妹多，很好
玩，请你去玩玩？！”说完再也想不起该说什
么。一切想象中的纷乱在现实中竟是这样
简便，欣喜中的沈从文随了张兆和，一同回
到九如巷三号。

来到张家，沈从文拿出他带给兆和的礼
物——一大包书籍，其中有两部英译精装本
俄国小说，以及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
和屠格涅夫的作品集。这是沈从文途经上
海时，听从巴金建议，并由巴金代他选购
的。除了书外，还有一对十分精致漂亮的书
夹，上面饰有一对有趣的长嘴鸟。为买这些
东西，沈从文卖掉了一本书的版权。

第一次收到沈从文的礼品，张兆和未
免有点不好意思，便退还了大部分书籍，只

收下屠格涅夫的《父与子》《猎人笔记》及一
对书夹。

那次探访，适逢张兆和的父母在上海做
生意，她的五弟张寰和，便从自己每月两元
零用钱中拿出一点，买了一瓶汽水，请沈从
文喝。对此，沈从文大为感动，当面许下
诺言：“我写些故事给你读。”后来他果然
写了以佛经故事为题材的小说《月下小景》
里的诸篇章，每篇末尾，都附有“给张家小
五”的字样。

这次苏州之旅，给沈从文留下了极好
印象，尤其是张兆和的二姐张允和，她是一
位心地善良的好姑娘，他对张允和十分信
任，于是，在他回青岛前托付二姐成全他和
兆和的好事。同时写信给张兆和说：“如爸
爸同意，就早点让我知道，让我这个乡下人
喝杯甜酒吧。”

其实，沈从文的担心是多余的。张兆
和的父亲是位很开明的长辈，对儿女的恋
爱、婚姻，从不过问和干涉。只要儿女自己
中意，他都会笑嘻嘻地接受，从不追问对方
家庭如何，更不会在意门户什么的。

在得到父亲明确答复后，张允和与张
兆和姐妹俩，一同去邮局，分别给沈从文拍
发了一个电报，张允和的电报上，只从自己
名字上取了一个字：“允。”张兆和的电报则
说：“乡下人，喝杯甜酒吧。”电报员觉得奇
怪，问张兆和是什么意思。张兆和不好意
思地说：“你甭管，照拍好了。”

就这样，一场马拉松式的恋爱终于有了
结果。而这个结果恰如一杯芬芳的甜酒，不
仅让文学大师沈从文珍爱一生，而且值得每
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来细细品味…… □丹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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