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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李克强：思想解放，但冷静成熟

“此子日后必当大任，无人能及也。”———原安徽省文史馆图书管理员、桐城派学者、李克强儿时的老

师李诚。

北大时光
在中国法学会的办公室里，当年的党支

部书记林中梁把回忆慢慢聚焦到李克强身

上。李是法律系团委书记、党支部委员，“他

思想解放活跃，又不走极端，他很赞成打破陈

旧的东西，但冷静成熟”。

就像所有关于77级大学生的叙述那样，

他们珍惜时光，求知若渴。食堂排队背英语

的李克强、坐公交车背英语的李克强、随身携

带单词卡片的李克强被反复宣扬，几乎成了

他的大学生涯标准像。

往后回忆起来，同学陶景洲又为这标准

像加上一个朴素的挎包，一身军装、一身中山

装和仅有的两条裤子，瘦弱，书卷气，几乎不

大声叫喊。

这样一名学生，“一来就自学西方经济学”。

此后，李渐渐在学校的活动中崭露头角，

承担起北大学生会常务代表会议的工作。很

快，李克强被推举为常代会主任。

1980年10月6日，北大开始选举海淀区

人大代表，北大学生被单独划为一个选区。

作为常代会主任，李克强也被建议参加选举。

但最终，李克强只是参与联署，推荐了一

位人大代表候选人，自己并没有参加竞选，

“这大概是他政治敏感的体现”，何勤华说。

而此时，李克强在南京某区法院的实习

表现优秀。如今已是著名律师的陶景洲见证

了李克强在法庭上的辩护。法庭上，他表情

严肃，缓慢的语速中带点合肥口音。

何勤华回忆，李克强处理案件积极活跃，

还有电影制片厂以他们班的实习为背景、以

李克强为原型拍了一部电影——《见习律

师》。

李克强更为投入的似乎是专业上的探

索。

张国华当时是法律系主任，颇受学生欢

迎。李克强和张国华聊得投机，俩人常一起

下围棋，受张老师影响，李克强一度想从事中

国法律思想史的教学和研究。

后来，李克强上龚祥瑞老师的宪法课程，

“又对西方宪政产生兴趣”。他大量阅读外国

法律书籍，参与翻译《法律的正当程序》，还

在龚祥瑞的指导下发表论文。

“他很欣赏李克强！”陶景洲举了一个例

子：在校期间，龚祥瑞出过一本《比较宪法与

行政法》，他和李克强等几位同学都是助手，

但序言中提到的第一位助手是李克强。

不过，陶景洲认为，李真正的兴趣在于经

济法。“大二时开了一门选修课叫经济法，我

感觉李克强从那个时候起开始对经济发生兴

趣了。我想他肯定有一个更加注重市场经济

的想法。”

毕业那一年，李克强还组织20位同学翻

译《牛津法律词典》。作为一名全优生，他拥

有许多选择，他一度考虑过留学，但党委书记

和副校长都希望他留校。

最终，他选择在北大经济法教研室当老

师，兼北大团委书记。

在北大任团委书记期间，李克强组织了

北大首届文艺周、创建团校，被宣传为典型人

物。但校友回忆说，李克强的独立气质招致

了一些团干部的非议，在1982年共青团北京

七大选举共青团全国十一大代表时，他落选

了。两个月后，共青团全国十一大召开，李克

强仍位列其中。之后在团十一届一中全会

上，他还当选为团中央常委，由此进入了“政

坛快车道”。

不久，李克强调到团中央工作，出任共青

团中央学校部部长、全国学联秘书长。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

“看，他跟你爷爷是一起长大的。”62

岁的李皋兰兴起时，会站起来，指着中央电

视台《新闻联播》画面里的一个人对只有几

岁的孙子这样说。

李皋兰指的人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那些画面总能把李皋兰的思绪带回他

们曾一起玩耍的那个大院——安徽文史馆

大院。如今，这里被另一个地名所代替

——合肥市红星路80号。

这是一栋三层楼房。二楼以上为居住

房，一楼为4个铺面。李皋兰说，这4个铺

面，原是李克强一家住的平房。

1997年5月17日，时任共青团中央书

记处第一书记的李克强在《安徽日报》上发

表题为《追忆李诚先生》的文章，提到了这

所大院：在我童年的记忆中，这所院落的惟

一神圣之处是拥有一座图书室，藏有近万

册书。李先生便是这图书室惟一的管理人

员，兼做出纳与采编。

“李先生”是李皋兰的父亲李诚，“院子

里年龄相仿的孩子就我们俩，我们就成了

最好的伙伴。”李皋兰说。

安徽文史馆大院

再大一点，李皋兰和李克强前后进入

南门小学。“学校离家只有200米远，”李皋

兰说，“我比克强大4岁，去学校都是我带

着他一起。”

上小学的李克强显现出过人的聪慧，

“看书基本过目不忘，每次考试，成绩都是

班上最好的几名之一。”

也是从那时开始，李克强对大院里的

图书室充满好奇。

李诚时常欣慰地对李克强讲，他今

生最大的成就，就是带了3个得意门生，

分别是马茂元(上海师范大学文学研究所

教 授)，舒芜 ( 中 国 现 代 作 家 、文 学 评 论

家)，以及吴孟复 (当代古籍学家、古典文

学研究家)。

每每此时，李克强都默不作声。在文

史馆大院外面，只要别人问起，他都称自己

是李诚的第4个得意门生。

此话经人传到李诚耳朵里后，他大喜，

“此子日后必当大任，无人能及也。”

南门小学

后来，李克强进入合肥八中读书，度过

了5年的青春时光。

合肥市第八中学退休老师吴天华曾是

李克强的生物老师，她在接受凤凰网采访时

笑称：“他成绩很好，是学生会宣传干部，人很

优秀。我教他(高二)生物，他好像也不太爱发

问，有点小调皮，上课会跟同学说说话。”

凤凰网还报道，从初一开始教李克强

的退休老师刘世民和李更是感情深厚，他

是李高二班的班主任兼政治科老师。他透

露，李克强读书时成绩很好，很勤奋，尤其

尊师重道，任河南省委副书记时，每次回合

肥探亲，必拜访中学老师。

1974年，李克强从合肥八中毕业。不

久后，便去凤阳县插队。

八中的青春

孙启超，李克强的入党介绍人之一，如

今85岁了，脊背有些佝偻，记忆也有些模

糊。但他记得29年前那幅画面：一位年轻

人坐在田埂上“看青”，黑瘦的身躯上挂一

件白汗衫，鼻梁上的眼镜与土地并不搭

调，倒是与手里翻的书页浑然天成。烈日

炙烤，他抱起手里的《三国演义》，爬上田

间高耸的明皇陵，在陵墓上一片阴翳的小

树林里继续安静地翻书。传说陵墓是朱

元璋为母亲所建。多年后，这里成了安徽

省凤阳县小岗村以外的旅游景点，导游在

讲解时总不忘加一句：当年李克强在这里

插过队。

不凡的工作能力，让李克强下乡一

年后就升任大庙公社党支部书记。是

年，李克强仅20岁。“这在大庙是史无前

例的。”

20世纪70年代，有一群北京大学的教

授在大庙明皇陵考古。一日在凤阳县文化

馆，遇见在凤阳考古的“北大明史专家”，李

克强瞥见他手上拿的一本书，上前故作探

问：你这书是从那家图书馆借的吧？“他读

书太多，哪本书在哪里清楚得很。专家被

震住了，和他交谈起来，渐渐发现李克强对

历史很精通，于是结为忘年交。”

这位考古专家是北大明史教授王健

英。“王私底下是想拉他去做考古研究助手

的，但是李克强不愿意。”

1977年，纪鸿冠带着李克强等一批知

青参加“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其他几个

知青出考场都喊难，只有他觉得简单。”张

传林记得李克强走出考场时说：“这题目，

以后大学门槛就要被踢破了！”

凤阳岁月

1976年，李克强(中)与儿时玩伴李皋兰(右)在合肥逍遥津公园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