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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中国国家博物馆依托
馆藏策划的“人格的力量——中
国共产党人的家国情怀”展览正
式对公众展出。

此次展览从家国情怀这一角
度，精心鉴选馆藏各个历史时期
中国共产党人饱含对家人、对国
家热爱之情的遗书、手稿、家信
等珍贵文献以及各类实物170余
件，通过“革命理想高于天”

“繁霜尽是心头血”“奉献如歌家
园梦”“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
家”四个单元，生动展现共产党
人不畏艰险、不惧牺牲、不懈奋
斗、不负人民的家国情怀。

展览中，李大钊的《狱中自
述》颇为令人动容。

《狱中自述》三稿之不同

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
在得到帝国主义公使团的默许后，派兵
闯入苏联驻华使馆，将李大钊及国共两
党北方领导机关人员等 60 余人一同
逮捕。

在狱中，李大钊写下了自述，共有
三稿，其表达的精神内涵完全一致。仔
细阅读过三稿后，笔者认为，他之所以
写了三稿，是由于初稿比较简单，只有
1600 余字，很多事情并没有详细阐
述，因此，他又写了二稿、三稿。二稿
在初稿的基础上，增加了很多内容，更
为详细，三稿比二稿只作了某些文字上
的润色修改，更为完备。

狱中，李大钊被多次提审，每次审
讯，都有审讯记录，即“狱中供词”。
对于这些所谓的供词，李大钊在审讯时
提出审阅和修改。至于为什么要审阅和
修改供词，李大钊的女儿李星华在
《回忆我父亲李大钊被捕的前前后后》
一文中写道：“关于他为什么要修改

‘供词’，父亲的同志和朋友对我说
过，而且对他的态度非常称赞，他们
说：父亲在被捕后曾多次被审讯，受
尽了敌人的严刑折磨，但他绝不低
头，表现了共产党人的崇高气概，敌
人审讯他时所记录的供词多半与他的原
意不符，为了不使自己的话被敌人歪曲
篡改，他坚决要求亲自审阅和修改他们
的全部记录……”。这其实也是他写
《狱中自述》的原因，李大钊希望通过
写自述的方式，把自己的想法表达
出来。

李大钊《狱中自述》大致可以分为
四个部分的内容。三稿分别都在自述的
第一部分都简单介绍了自己的生平，区
别不大。

第二部分，三稿都介绍了当时中国
的基本情况，与初稿相比，二、三稿分
析得更为详尽透彻。第三稿明确表达了
坚定的信仰和伟大的抱负，宣传了反对
帝国主义、改造中国的革命主张。这方
面的内容，在第三稿自述中占了一定的

篇幅。其中，他反复说明了深感“再造
中国之不可缓”，而要“再造中国”，就
必须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压迫，废除不平
等条约。

对于为什么要加入国民党，李大钊
在第二稿、第三稿中都有论述，特别是
第三稿进行了比较明确的论述：“今日
之世界，乃为资本主义渐次崩颓之时
期，故必须采用一种新政策：对外联合
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及被压迫之弱小民
族，并列强本国内之多数民众；对内唤
起国内之多数民众，共同团结于一个挽
救全民族之政治纲领之下，以抵制列强
之压迫，而达到建立一恢复民族自主、
保护民众利益、发达国家产业之国家之
目的。因此，我乃决心加入中国国民
党。”实际上，李大钊加入国民党是共
产国际和党中央的要求。

第三部分，三稿都叙述了他加入
国民党后从事的各种活动。不同之处
在于，初稿就此事只写了寥寥数百
字，而第三稿则用了大量的笔墨介绍
他在国民党从事的各种工作。其原因
何在呢？其一，李大钊被捕时的公开
身份是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国民党在
北方的主要负责人。所以，在第二、
三稿自述中，他用大量篇幅介绍他加
入国民党后，在北方从事的活动，也
是理所当然的。其二，由于当时敌人
把李大钊等一案诬为“苏联阴谋案”，
把共产党诬蔑为“赤俄的工具”，并借
此大搞所谓“讨赤驱赤”。为了驳斥敌
人对革命和对苏联的诬蔑，李大钊在
二稿、三稿中指出：“中山先生之外交
政策，向主联俄联德，因其对于中国已
取消不平等条约也。”“以后中山先生返
粤，即约聘俄顾问，赞助中山先生建立
党军，改组党政。”他这样写，是为了
说明国民党与苏联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和往来。

另外，他坚决声明：他们的住所是
由国民党人徐谦等掌管的“庚子赔款委
员会”，而不是苏联大使馆；一切事项

“并未与任何俄人商议”。“政治委员会
北京分会之用款，向系由广州汇寄，近
则由武汉汇寄。”

初稿只有前三部分，二、三稿增写
了第四部分，也是最让人动容的部分，
其中第三稿李大钊以气壮山河的气概
写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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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功为罪，所不暇计。今既
被逮，惟有直言。倘因此而重获罪
戾，则钊实当负其全责。惟望当局对
于此等爱国青年宽大处理，不事株
连，则钊感且不尽矣！”

三稿为何只字未提共产党

《狱中自述》三稿，李大钊都只字
未提共产党，只谈国民党。这是为什么
呢？由于李大钊当时不是一个人被捕，
而是有几十位革命同志与他一同被捕。
同时，革命领导机关被破获，许多文件
落到敌人手中。在这种情况下，李大钊
首先考虑的是如何避免党组织被再次破
坏。这就需要在恪守原则的前提下，采
取机智的斗争策略。

张作霖极端仇视共产党，李大钊倘
若在狱中亮出自己中共领导人的身份，
其后果可想而知。孙中山曾与张作霖结
成军事联盟，李大钊利用自己国民党员
的身份，与敌人周旋，“以子之矛，攻
子之盾”。为了保护党组织和被捕同
志，他在狱中绝口不谈共产党，只谈国
民党。

李大钊在三稿自述中都大谈特谈国
民党，但也并不是什么都说，他还是有
策略、有选择的。例如：为了迷惑敌
人、保护革命，李大钊在自述中写了一
些假情况。他说国民党“在北方并无重
要工作，只是设法使北方民众了解国
民党之主义，增收党员而已。”又说

“北京为学术中心，非工业中心”，因
此并没有工会组织，传言党人在北京
将有如何之计划，如何之举动，都是
谣言。还有经过慎重的选择，李大钊
在自述中谈了一些众所周知的国民党
的情况。如谈到了国民党一些头面人
物——蒋介石、汪精卫、李石曾等，
还谈了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
会和武汉国民党中央的一些情况。这些

情况全部是已经见诸报端的。他之所以这
样写，完全是为了保护和他一起被捕的革
命同志。

由于李大钊的三稿自述都没有一个字
提到共产党，也根本没有承认自己是共产
党员，更谈不到有任何泄露党的机密之
事。这一点，就连当时的敌人也不得不对
报界承认:“李无确供”。

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

在狱中，李大钊对同时被捕的妻女
及家事从未提及，却在 《狱中自述》 的
最后向奉系当局提出：“惟望当局对于此
等爱国青年宽大处理，不事株连。”在他
心里永远把革命事业放在第一位，他心
中惦念的是革命同志，是为革命保存更
多的力量。李大钊的女儿李星华在 《回
忆我父亲李大钊被捕的前前后后》 一文
中写道：“父亲在狱中‘绝口不提家
事’，联想到父亲在法庭上见到我们时的
那种冷漠而毫不留恋的态度，我相信这
话是真的，尽管当时对父亲的这种冷淡
我作梦也没想到，但在事后还是非常能
够理解我所敬爱的父亲，他永远爱我
们，可是在他坚强的心中，革命事业所
占的位置，却要比妻子、儿女、个人的
安危重一千倍！重一万倍！”

细读李大钊的三稿《狱中自述》，发
现三稿都充分体现了他以天下为己任、革
命理想高于天的伟大情怀。他临危不惧，
舍生忘死，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的
革命精神，在三稿自述中都体现得淋漓尽
致。特别是他向奉系当局提出宽大处理爱
国青年一事，充分体现出这位伟大的共产
主义战士、党的卓越领导人的崇高革命气
节和无产阶级的宽广胸怀！每每读到此
处，都让人为之动容！

1927年 4月 28日，张作霖不顾社会
舆论的反对，以“实系赤党，宣传共产，
意图扰害公安，颠覆政府”的名义，下令
将李大钊等20位革命志士秘密押到北京
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刑场施以绞刑。面对
绞刑架，李大钊从容不迫、大义凛然，第
一个走上绞刑台英勇就义。

（作者系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

对罍 1973 年 3 月出土于凤翔
县田家庄公社劝读村。从族徽、日
名的习俗来看，此罍的作器者应该
属于商遗民。

铭文中提到“子子孙孙，其万
年永宝用”，是典型的西周金文常见
嘏辞，希望后世子孙世代昌盛，发扬
家族荣耀，将此器永远流传珍用。

对 罍

2022 年是中国国家博物馆创
建 110 周年，与此同时，国博考
古 已 走 过 百 余 年 春 秋 。 近 日 ，

“积厚流广——国家博物馆考古
成果展”正式举行，展览全方位
展示国博考古的发展历程，时间
跨度大，展品数量丰富。据了
解，在此次展览中，240 余件考
古出土的代表性文物，展示百余
年来国博考古不断开拓进取的历
程和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呈现国
博考古从陆、海、空不同维度立
体式找寻中华灿烂历史文化的物
质遗存，探索中华文明的发展脉
络的努力及成果。

据策展人陈克双介绍，此次
展览信息量和知识量巨大。展览
内容涉及国家博物馆百余年来主
持或参与的约70个考古发掘和调
查项目，从旧石器时代考古遗址
到清代水下沉船发掘，从不同时
期、不同角度，用考古学语言、
考古学方法、考古成果和考古资
料向观众呈现源远流长的中华文
明，讲述悠久灿烂的中国故事，
实证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反映东
西方文化交流互鉴的历史。

此次展览分为初期草创、筚路
蓝缕、与时俱进、时代新章四个部
分。据了解，1921 年，几乎与仰韶
遗址发掘同时，中国国家博物馆的
前身“国立历史博物馆”委派裘善
元等人前往河北钜鹿（今河北省巨
鹿县）发掘宋代古城，开我国历史
考古风气之先。此后数年，又相继
在河南信阳、湖北枝江开展古代墓
葬发掘，前往京、冀、晋、蒙、豫、鲁、
新等地开展文物调查等工作。

新中国成立之后，尤其是改
革开放以来，国博考古长足发
展，始以田野考古为主，后陆续
开拓水下、遥感与航空摄影考古
领域，设立专门机构。先后主持
山西垣曲古城东关、南关商城、
河南渑池班村、江苏连云港孔望
山、山西绛县周家庄、江苏泗洪
韩井、陕西宝鸡吴山、河北康保
兴隆等遗址田野考古工作；组织

开展南海一号沉船遗址调查、平
潭碗礁和大练岛一号沉船遗址发
掘及全国沿海水下文物普查等水
下考古工作；开拓实施河南洛阳
汉魏故城、内蒙古赤峰古城址等
区域的航空考古调查工作。积极
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组织实施三
峡文物保护，努力从陆地、海洋
和空间不同维度找寻中华灿烂历
史文化的物质遗存，探索中华文
明的发展脉络。

近年来，中国国家博物馆紧
跟时代要求，重塑工作格局，优
化组织机构，在原综合考古部基
础上成立考古院，明确主要工作
任务是服务国家事业发展全局，
参与开展雄安新区考古调查、发
掘工作，在巩固做好传统优势考
古项目的基础上，逐渐向西北地
区和边疆民族地区倾斜，重点围
绕“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华文明
起源等重大工程，探索反映东西
方文化交流互鉴、古代丝绸之路
形成与变迁的代表性物证。

在展览中，展览文物精品纷
呈，品类众多：江苏省泗洪县韩
井遗址出土的距今 8500-8000 年
的炭化稻；山西垣曲商城出土
的研究商代前期礼仪制度的青
铜鼎；甘肃甘谷县毛家坪遗址出
土的目前考古仅见的春秋五霸之
一秦穆公作器——子车戈；甘肃
张家川县马家塬遗址出土的东西
方文化合璧例证——蓝釉杯；钜
鹿宋城出土的宋代青白瓷瓜棱式
执壶；“南海一号”“华光礁一
号”“碗礁一号”等沉船出水的外
销瓷器；迄今所见地球历史上最
大的骆驼——金远洞巨副驼的骨
架等等。

据了解，此次展览旨在通过
展示国家博物馆百余年在考古
工 作 中 取 得 的 一 系 列 重 要 成
就，让国家博物馆发展积累的
考古成果与人民大众共享，努
力使考古学这一学科全面走向
社会公众，使考古成果惠及民
众，服务社会。

国家博物馆举办
考古成果展

本报记者 付 裕

1958年，为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十周年，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在首都
北京建设人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博物馆
等“十大建筑”，北京火车站是其中之
一。当年 9 月开工，经建设者昼夜奋
战，1959年9月上旬完工。

北京站启用前夕，周恩来总理请
毛泽东主席视察火车站，并对视察路
线、停车和休息地点做出具体安排。

9月 15日 0点 10分，毛泽东主席
莅临北京站。此时，车站候车大楼灯火
通明，陪同毛泽东主席视察的有北京市
市长彭真、铁道部部长吕正操、工程建
设总指挥长李岳林等人。毛泽东主席走
进宽敞明亮的中央大厅，站在大厅内环
视四周，然后走向售票大厅，里面的售
票员们见毛泽东主席走过来，全体起立
鼓掌欢迎。毛主席面带笑容，一边示意
大家坐下，一边向 19 号售票窗口走
去，正在值班的售票员贾根柱见毛泽东

主席向自己的窗口走过来，立即再次起
立向毛泽东主席敬礼。毛泽东主席在贾
根柱售票的玻璃窗前，示意他坐下，询
问他的工作和售票准备情况，并要看一
张火车票，贾根柱连忙抽出一张硬座火
车票递给毛泽东主席，这是一张由北京
开往辽宁省大连市普兰店的129次列车
加快票，票价3.25元。

毛泽东主席饶有兴趣地拿着这张火
车票，正反面都看得很仔细，这也是他
第一次看到新中国的火车票，倍感亲
切。毛泽东主席说：“普兰店，这不就是
古莲的故乡嘛？”贾根柱回答：“是的，
主席，这里还是打响辛亥革命东北第一
枪的地方，是罗荣桓将军登陆北上指挥

辽南解放战争的地方，被陈云同志誉为
‘屋檐下的革命根据地’。”

第 二 天 ，《人 民 日 报》 报 道 了
毛泽东主席视察北京站的消息，“一张
火车票的故事”被载入北京站发展史
册，也使“普兰店”的名字随之放大，
吸引了更多人好奇的目光。

普兰店这座小城地域不大，却是大
连城史纪元开端的“沧海郡”遗址，它
将大连的历史上溯到公元前128年，已
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人口不多，却涌
现出抗联游击队“特工人员”宋双旌、
解放战争时期的“爆破英雄”宇克勇、
抗美援朝时期的“血洒异国”英雄林作
玉、“生命不息、冲锋不止”的英雄于
庆阳等各时代的革命英雄人物。这里自
然资源丰富，有“天赐泉浆”“亚洲第
一”的安波温泉，有品质优良储量近
120 亿立方米的花岗岩矿藏，尤其是

“千年莲子”的问世使普兰店又有了一
个新的名字——“莲城”。

悠悠岁月，莲城儿女坚韧不拔、勇
于突破、自强不息，将“莲子精神”进

一步演化，成为这个城市的灵魂，在改革
的大潮中指引着人们前行的脚步。普兰店
作为大连的新城区，已经成为辽宁沿海经
济带的重要节点，走在时代前沿。长皮、
丹大高速公路及皮口港形成的海陆交通网
络，将普兰店织进辽宁黄渤海经济圈，助
推了服装服饰、食品加工、木制品加工、
汽车零部件、电力设备器材、通用设备制
造等六大支柱产业壮大发展。“中国互感
器之都”“中国辽参产业之都”“中国西装
名城”“中国橱柜名城”成为普兰店更加
耀眼的“桂冠”……

毛泽东主席拿到的“北京——普兰
店”火车票，是新中国第一代火车票。当
年，有心的贾根柱自己掏钱将这张毛泽东
主席看过的火车票买了下来，成为新中国
北京站售出的第一张火车票，他终生保
存，视为传家宝。这张火车票，也使普兰
店有缘与毛泽东主席“牵手”，乘着改革
开放的“和谐号”列车，奔向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美好未来。

（本文作者之一战秀玉系大连市普兰
店区政协委员）

一张火车票的故事
战秀玉 吕东浩

1959年 9月 15日，是北京
火车站售票员贾根柱最难忘
的一天。这一天，他见到了
毛泽东主席，还得到了北京站
售出的第一张火车票，这张火
车票揭开了人们对大连普兰
店尘封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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