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18 年 1 月，李大钊
经章士钊举荐担任北京大
学图书馆主任一职。从最
初月薪 120 元到牺牲前的
280 元，他在北京大学度
过了 38 年短暂人生中的
最后 10 年，也是浓墨重
彩的10年。

这 10 年间，李大钊
的职位和薪金都发生了怎
样的变化呢？我们不妨通
过相关资料和馆藏文物，
来简单梳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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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李大钊的工资条说开去
黄 黎

“政协记忆”征稿启事

2022年是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开启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重要一年。为全面展现政协文史工作成果，特向
各级政协组织、广大政协委员以及专业研究机构、文史工作者开展“政协记
忆”征稿活动。

一、征稿主题
以“政协记忆”为主题，讲述亲历、亲见、亲闻的故事，讲述各级政协的文

史工作、政协委员的履职故事和研究收集的文史资料，具体栏目如下：
红色印记：基于各地红色资源，重点刊登与红色文化相关的历史人物、

历史故事、文物及纪念馆。
大城大河：基于大运河、长城、黄河三大国家文化公园资源，重点刊登有

关调研成果、委员随笔、文化名人、文化故事、文化现象等内容。
光影史话：政协组织、委员和有关机构提供历史名人、历史事件、历史地

点等相关的老照片，讲述照片背后的故事。
遗址遗迹：各地政协（文史委）、各地文物主管部门和组织推荐，重点刊

登具有代表性的文物遗址和遗迹，讲述背后的修建、保护故事。
收藏故事：各地政协委员、民主人士、重要人物相关文物艺术品收藏故

事，可涉及其重要收藏经历、文物流转经历等。
二、征稿要求
(一)篇幅控制在3000字以内，word格式；图片单独发原图，不要压缩或

放进word文档中。
(二)请在标题前注明“征稿”字样。政协组织推荐请注明“**政协推荐”；

自由来稿请标明作者姓名、工作单位及职务。
(三)收稿邮箱：rmzxbcqzk@sina.com
三、评奖办法
将择优颁发“最佳组织奖”和“优秀作品奖”。

李大钊的月薪

李大钊的月薪标准，依据的是
1917年教育部颁布的《国立大学职员
任用及薪俸规程》：蔡元培是一级校
长，月薪 600 元；陈独秀是四级文学
科学长，月薪 300 元。李大钊当时不
在教员序列，他领取的是五级主任的
月薪120元。

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期间，
李大钊对北大图书馆进行了一系列整
顿和改革，使得北大图书馆由一个封
建藏书楼变成为教学和科研服务的图
书馆。1918 年 10 月，北大红楼落
成，图书馆也随之迁入，几乎占去整
个一层楼。一楼东南角有两间房连
通，外间是图书馆会议室，里间则是
李大钊的主任室。也就在这个月，经
杨昌济介绍，毛泽东到北大图书馆任
助理员，和李大钊一起工作了 4 个多
月。他后来回忆道：“我在李大钊手下
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
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
发展。”

正是在李大钊指导下，1920 年 3
月，北京大学进步学生邓中夏、高君
宇、罗章龙、何孟雄、黄日葵、王复
生等19人秘密发起成立“马克斯学说
研究会”。这是中国最早的一个学习和
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并得到蔡元
培校长的支持。

两年的时间里，李大钊的声誉日
隆。鲁迅曾回忆说，李大钊留给他的
印象很好，“诚实，谦和，不多说话。
《新青年》的同人中，虽然也很有喜欢
明争暗斗，扶植自己势力的人，但他
一直到后来，绝对的不是。”1920年 7
月 8 日，北京大学评议会特别会议，
全体通过“图书馆添用助教，图书馆
主任改为教授”。此后，李大钊便以北
大教授的身份兼任图书馆主任，1920
年为政治学系教授，1921年改聘为史
学系教授。聘为教授以后，他的月薪
也变成了200元。

当时的国立大学教员分为正教授、
本科教授、预科教授和助教，一共 4
等，每等6级。原则上，教员连续工作
满一年就可以晋一级。根据《教员延聘
施行细则》规定，能否晋级还要参考以
下条件：(甲)教授成绩；(乙)每年实授
课时间多寡；(丙)所任学科性质；(丁)
著述及发明；(戊)在社会之声望。

从1920年起，李大钊先后在北京
大学史学系、政治学系开设了 《唯物
史观》《史学思想史》《现代政治》《工
人的国际运动》《社会主义与社会运
动》 等课程，开启了在中国大学讲授
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之先河。其中，
《史学思想史》 是史学系的选修课程，
授课地点在红楼第十四教室；《现代政
治》是政治学系的讲座课程，《工人的
国际运动》 的授课地点在红楼第三教
室。除北京大学之外，李大钊还在北
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讲授课程，当时
是以讲师身份计酬。讲师，在当时是
一个非常设的兼职工作岗位，只按授
课钟点给予酬劳，视难易程度从两元

至五元不等。
受聘为教授之后仅几个月，李大

钊就入选了“商决校政最高机关”的
北京大学评议会。评议员只能由教授
担任，并且由教授互选产生，每年改
选一次。1920 年 10 月 14 日的 《北京
大学日刊》 公布了新一届评议会选举
结果：有效选票 41 张 （总票数为 43
张），李大钊得20票，与其他15人一
起当选。从 1920 年至 1923 年，李大
钊连续4年当选，且得票数逐年增加。

1922年12月，李大钊辞图书馆主
任职务，转任校长办公室秘书。1924
年以后，李大钊专注党的工作，只保
留了北京大学教授的职位。此时，他
的月薪已逐渐涨至280元。

三张薪俸收据

这是李大钊在北京大学任教期间
的三张薪俸收据，每月 280 元的月
薪，都由夫人赵纫兰代领，最晚的一
张是 1927 年 2月 1 日，此时距离李大
钊英勇就义仅有两个多月。值得注意
的是，这几张工资条的拖欠时间基本
上都超过了半年。1926 年 9 月领取的
薪俸是上一年3月的，1927年1、2月
领取的薪俸是上一年 5、6 月的。其
中，1927 年 2 月 1 日领取的只是半
薪，也就是280元的一半。

堂堂大学也会出现拖欠教职员薪
俸的情况吗？这是因为当时的军阀政
府为了争权夺利，经常推迟拨付教育
经费。冯友兰回忆说：“有一个教授，
同时在四个大学里教课，到了年节，
四个大学都发不出工资，当时称为

‘四大皆空’。”早在 1921 年 3 月 15
日，北京国立八校就成立教职员代表
联席会议，决定联合行动，集体罢
教，开展索薪斗争。会议推选北大教
授马叙伦为主席，李大钊为新闻股干
事。马叙伦被军警打伤后，李大钊代
理主席，继续领导斗争一年多。这也
是造成他没有到上海参加中共一大的
主要原因。

相当一段时间里，北京大学教职
员的月薪都是在一个月以后分两次发
放，每次支付半额，且多以“现洋五
成中票五成”发放。所谓“现洋五成
中票五成”是指薪俸中一半以银圆
（即现大洋） 支付，一半以中国银行
和交通银行发行的钞票 （兑换券） 支
付。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是北洋军阀
政府的两大金融支柱，它们发行的钞
票或兑换券 （简称“中票”），在市
场上贬值，很难兑现。

因此，李大钊前两张薪俸收据上
的 280 元应是足月工资，能一次领到
较为难得，而第二张薪俸收据的 140
元，明显只是半月之数。从薪俸收据
上看，李大钊在 1926 年的工资已达
280元，远远超过 1918年他担任图书
馆主任时的 120 元。工资虽然涨了，
但支出也更多了。

李大钊生活俭朴，严于律己，很
少在自己和家人的身上花钱。蔡元培
发起成立的进德会，以不嫖、不赌、
不娶妾为基本戒条，李大钊一入北大

即加入进德会，成为
甲 种 会 员 ， 言 行 统
一，克己待人，被广
大师生称道。

在北京大学任职之
时，李大钊是出了名的
乐善好施，“他经常倾
家纾难，接济贫寒的青
年和支持革命活动，以
至学校发薪水时不得不
预先扣下一部分直接交
予他的夫人，以免家庭
生 活 无 以 为 继 。” 对
此，赵纫兰没有任何怨
言，将有限的生活费精
打细算，照顾好家庭，
让丈夫没有任何后顾
之忧。

李大钊的借薪收据

李大钊接济过包括
刘仁静、曹靖华等人在
内的许多贫困学生，这
几张就是他的借薪收
据。第一张印有“北京大学用笺”抬
头的信纸，“今借用大洋叁佰元”，中
间两张是专用的“北京大学教职员借
薪收据”，金额分别是63元和175元。
最后一张的数额较大，是 1924年 6月
5 日，于树德代收的 400 元的借款单
据，几乎等于李大钊一个半月工资。
当时，正受到京师警察厅通缉的李大
钊，接到党中央派他率团去苏联参加
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的通知。临
行前，他委托于树德到北大借款 400
元，作为了党组织的活动经费。

李大钊的公而忘私、舍己为人，
真正达到了“忘我”的境地。1920年
10月，李大钊在北大红楼图书馆主任
室秘密召集会议，成立北京共产党早
期组织，并当众宣布每月从个人薪俸
中捐出 80 元为开展各项活动的费用。
很多时候，明明工资已经捉襟见肘，
李大钊还继续写借条让人到北大会计
室领取，发工资的时候再扣除。在已
知的早期共产主义者中，李大钊是每
月资助革命最多的人。

为了革命同志，李大钊不仅仅借
款，连心爱之物也捐出来。1924年在
莫斯科期间，时近寒冬，他见罗章龙
衣着单薄，随即取出自己所带毛毯相
赠。罗章龙一再推辞，但李大钊再三
坚持。事后，罗章龙才知道这条毛毯
跟随李大钊多年，上面有赵纫兰一针
一线缝上的蔷薇刺绣和文字。

据资料记载，上世纪二三十年
代，大学教授收入相当丰厚，而且北
京的生活成本较低。一个小家庭的用
费，每月大洋几十元即可维持。如每
月有 100 元，便是很好的生活。本
来，李大钊可以安安稳稳地拿着高工
资在北大教书，过着富足的生活。但
是，为了寻求真理，他偏偏选择了一
条最艰难的道路，用自己的苦难和动

荡才换来了今天的幸福和安稳。

革命的底色

李大钊英勇就义以后，中外记者到
他租住的府右街朝阳里 3 号家中采访
时，震惊不已。《晨报》《京报》等纷纷
报道，“李夫人回家后，仅一元之生活
费”，就连日本人主办的 《顺天时报》
也撰文曰：“李大钊平昔不事储蓄，身
后极为萧条。”

李大钊就义之后，他的生前好
友，纷纷为赵纫兰及孩子们捐款。这
其中还包括北大同事沈尹默代领的两
张“北京大学教职员借薪收据”，时间
是 1927 年 5 月 30 日和 6 月 8 日，金额
分别是224、264元。李大钊一生中的
借款，从来都是慷慨地用于党的事业
和其他同志，这一次终于用在了自己
的家人身上。

李大钊的灵柩在北京宣武门外妙光
阁浙祠内停放了6年。1933年4月，被
北洋军阀赶回老家的赵纫兰带着儿女从
河北乐亭返回北京。蒋梦麟、沈尹默等
昔日北大同事纷纷伸出援手，为李大钊
发起公葬。蒋梦麟亲自在香山万安公墓
为李大钊代购墓地，刘半农教授执笔撰
写碑文：“君温良长厚，处己以约，接
物以诚，为学不疲，诲人不倦，是以从
游日众，名满域中。”

李大钊终于入土为安，了却心愿的
赵纫兰也在一个月后离开人世，两个人
从此长眠在北京西山脚下。在这段革命
年代最令人唏嘘的浪漫故事里，“有福
祸相依的相知，有荣辱与共的相守，还
有彼此珍惜的相望。”尤其是李大钊高
举的旗帜，更是为他与赵纫兰的爱情添
上了最后一抹革命的底色。

（作者系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
员，本文文物为首次公开，转载请注
明出处。）

小说 《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
活》，我是先从杂志上看到，读得茶
饭不思、只顾哈哈乐，而这笑声又是
和着酸涩的泪。

后来小说正式出版，我又看了一
次，在笑的时候，更多了沉甸甸的思
考。

电视剧 《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
活》 播映时，我一集一集从头看到
尾。对时代变迁带来社会生活的变
化，作为过来人，感同身受。我不像
第一次阅读小说那样笑了，但感慨却
多了，常常联系身边的人和事，议论
评点一番。

刘恒先生笔下那些鲜活、生动的
人物，仿佛就在我们身边，甚至就有
我们自己的影子。张大民身上的平凡
朴实、幽默乐观、热爱生活、承受苦
难、锲而不舍、追求幸福，正是我们
普通老百姓共有的品质。

改革开放40年的巨变，映照在
每一个平头百姓身上，渗透在每个生
活细节里。

幸福不是毛毛雨。社会的进步、
生活的提高，离不开老百姓自己的奋
斗和付出。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

一书一票：

我与刘恒《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
杨建平

宝得国际拍卖日前表示，其
2022 春拍将共设两个专场：“大谦
——当代名家玉雕专场”，汇聚近30
位玉雕艺术名家的近百件代表性作
品；“承乾——中国书画及古代器物
专场”，精选近百幅中国书画名家作
品，并联袂十翠轩推出明清文房珍玩
专场。

江苏宝得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是
一家主营文物艺术品拍卖、公益拍
卖、艺术空间运营、艺术品投资与
金融服务的多元服务型拍卖公司，
目前已在韩国、新加坡、马来西
亚、英国、加拿大等10个国家和地
区设立办事处。

宝得春拍将聚焦中国书画、现当
代艺术、当代名家玉器、古董珍玩、
翡翠珠宝、名酒佳酿等品类，并在业

务领域拥有资深专家顾问团队，为海
内外藏家客户提供专业而优质的服
务；同时，宝得国际拍卖将携手各类
公益组织和慈善基金会，投身社会公
益活动，组织慈善拍卖，充分发挥自
身的社会价值。

据悉，此次宝得春拍倾力打造了
一场独具特色的“策展式预展”。以
策展思维打造预展场景，营造江南园
林式的观展体验，从入展前的山水造
景到观展中的飞檐花窗，让观众感受
苏式园林的移步换景。

不同于大多数拍卖公司的做法，
此次宝得春拍将推出“沉浸式拍
卖”，即拍卖时保留预展场景，预展
与拍卖同时进行，实现“展拍合
一”，尽己所能地为客人呈现沉浸式
拍卖和场景式体验。

宝得春拍推出“沉浸式拍卖”
本报记者 孙琳

1959年秋，在武威市新华乡缠山
村磨嘴子墓中出土了10枚木简。出土
时还有数枚系在鸠杖上。从残存的迹象
看，10枚木简当初应皆系在鸠杖的一
端。出土王杖长近2米。

此简长23-24厘米，宽1厘米。墨
书隶体，字迹清晰。出土时木简由三道
编绳编联，先编后写。10枚简为完整
的一册书。

其内容为西汉宣帝、成帝时关于“年
始七十者授之以王杖”的两份诏书和受杖
老人受辱之后裁决犯罪者的案例，以及墓
主人受王杖的行文等。这也就是著名的

“王杖十简”。
“王杖十简”的出土对研究汉代

“尊老”“养老”的制度及其具体措施，
具有重大的史料价值，且可与 《后汉
书·礼仪志》所记“仲秋六月，县道皆
案户比民，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玉（按当

‘王’字之误） 杖……端以鸠鸟为饰”
相互印证。

王杖简

沈尹默代领的两张北京大学教职员借薪收据

李大钊的三张薪俸收据

王杖简 汉代 武威市磨嘴子
汉墓出土

李大钊的部分借薪收据

民国时期国立大学教职员薪俸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