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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眼中的“赤色”

李大钊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

者和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关

心民生疾苦、胸怀民族大义，为了劳苦大众

的幸福自由，为了民族的独立复兴，用生命

和热血践行了一位共产主义革命战士的“赤

胆忠心”，履行了自己的生命格言：“人生的

目的，在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为发展

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因为平凡的发

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

响和光华。”

王善英
“试看将来的环球
必是赤旗的世界！”

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李大钊敏锐地觉察到一

股不可阻挡的赤色潮流正以摧枯拉朽、雷霆万钧之

势席卷而来，这股赤色潮流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人类

解放之潮流、社会主义革命之潮流，是中华民族独立

和人民自由幸福的希望之潮流。1918 年李大钊在

《Bolshevism的胜利》中把这股赤色潮流和运动比作

“凛冽的秋风”，把皇帝、贵族、军阀、官僚、军国主

义、资本主义等历史上一切残余的东西比作“枯黄的

树叶”，指出赤色潮流就像秋风扫落叶般把一切腐

朽、反动、没落的东西一个一个打落在地，而那代表

自由曙光和人道警钟的马克思主义则奏响了胜利的

凯歌。李大钊欣喜、兴奋、热情地拥抱这股马克思主

义的赤色潮流，指出“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

世界！”这“赤旗”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旗帜、是社会主

义革命的旗帜。

李大钊迫不及待地将这股赤色潮流介绍给正在

为救亡图存而苦苦探索的中国知识分子和正在水深

火热中挣扎的中国劳苦大众。自1919年至 1924年

间，李大钊发表了大量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包括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等。这期

间，李大钊已经对马克思主义有了较为全面深刻的理

解与把握，逐渐从一名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

者，并不断在中国大地上撒播马克思主义的种子、点

燃马克思主义的火苗，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播火者”。

“请问这个赤色，
是什么东西染成的？”

李大钊在系统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用

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中国革命形势，积极投身革命实

践，倡导和推动“赤色”革命，并深刻思考革命的路径

问题。一方面，李大钊热情讴歌并欢呼迎接“赤色”革

命。另一方面，李大钊深刻揭露当时军阀混战的黑暗

统治和反动本质，批判黑暗的军阀统治进行的白色革

命将中国变成了灰色，并担心他们会继续将中国变成

黑色。不仅如此，李大钊还进一步揭露了反动军阀对

新文化、新思想及赤色革命的恐惧、抵制与扼杀，“赤

色”成为当时各种军阀、财阀等反动势力眼中的危险

颜色和绞杀的目标。

在革命过程中，李大钊逐渐意识到“赤色”革命不

是轻而易举就能实现的，而是需要用鲜血和生命来熏

染和浇灌的。1919年10月12日《新生活》第8期，李

大钊发表《双十字上的新生活》，深刻指出了革命牺牲

的不可避免性，认为人道、真理、自由、平等、共和都需

要持之以恒的奋斗和不断牺牲，平等、自由、幸福的赤

色世界更需要用革命者的鲜血和牺牲来浸染和培

植。“把我们自己牺牲给他，他的美善，才真能为我们

所享受，所获得。爱的法则，即是牺牲的法则”，这是

李大钊对自己“请问这个赤色，是什么东西染成的”最

精准的回答。李大钊不仅对赤色革命的艰巨性有着

深刻的认识，还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更深切地体

会到革命的残酷性，并做好了随时为革命奉献牺牲的

思想准备。

“自由的花是经过革命的血染，
才能发生的”

随着革命的深入，李大钊逐渐认识到要建立一

个真正代表民众利益、带领人民进行革命的“赤

党”。真正的“赤党”是内外统一、里外都红的党，是

一颗红心随时准备为革命奉献牺牲的党，而不是“外

面挂着一层红皮，里面却全是白的”的“红萝荸党”。

李大钊用“红萝荸党”来比喻当时中国境内受帝国主

义扶植却打着革命旗号的反动军阀等伪赤党。为

此，1920年秋，李大钊领导建立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

和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并积极推动建立全国范围

的共产党组织。1921年 3月，李大钊再次呼吁要建

设一个像俄罗斯共产党一样的真正代表民众利益的

团体，带领民众进行社会改革和革命，从而建设一个

赤色的国家。1921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

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国革命有了领导者和主心骨。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成为革命运动的重要领

导者，积极推动中国赤色革命事业发展。他代表党

中央指导北方地区党的工作，并担任中国劳动组合

书记部北方区分部主任。

他在组织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的过程中认识到

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并积极推动国民革命、促成国共

合作和统一战线建立，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开创性和

奠基性的卓越贡献，指明了当时中国革命的道路和

方向。

1924年 6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的安排，李大钊

率中国代表团赴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

会，因此有机会在莫斯科参观访问，领略了莫斯科的

赤色世界。李大钊从莫斯科寄给国内记者的通讯中

有大量关于莫斯科赤色见闻的描述，他看到莫斯科

这个“赤色的都城”，看到俄国共产党的旗帜如“一幅

华美的赤旗临风飘扬”，看到俄国共产党的少年组织

队伍“红十月”，看到“红三角橡皮制造工厂”等标注

赤色印记的各种事物和场所。莫斯科之行让李大钊

对赤色的国家有了更深刻、全面的认识，进一步坚定

了革命信念和革命意志，对中国革命充满豪情壮志

和殷切期望。

随着革命形势的进一步发展、国民党白色恐怖

政策的实施，李大钊对中国革命道路有了更清醒的

认识，那就是中国的赤色革命需要举起自己的赤色

旗帜，建立自己的赤色军队、赤色政府和赤色政权。

然而遗憾的是，革命尚未成功，李大钊却于1927年4

月 28 日惨遭反动军阀杀害、英勇就义，时年 38 岁。

李大钊在赞扬俄国革命精神时曾指出，俄国大革命

的精神不仅仅代表俄国的精神，而是代表人类共同

的精神，这种精神是对自由的追求，而“自由的花是

经过革命的血染，才能发生的”。李大钊最终为了这

人类自由的精神、为了中国革命献出了一片赤子之

心和宝贵的生命，用鲜血浇灌了那为民族、为国家、

为人民而绽放的自由之花。

据《学习时报》

1931年 11月 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

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叶坪村举行，来自中央、闽西、

湘鄂赣、湘赣、湘鄂西、豫东北、琼崖等根据地，红军部

队以及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全国总工会、全国海员总工

会的610名代表出席了大会。历时14天的中华苏维

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产生了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制定和颁布了苏维埃国

家的各种法律、法令，并在中央人民委员会内设立了

中央司法人民委员部，专门负责国家司法工作。此

后，苏区各级地方和军队的司法机构也纷纷建立，使

苏维埃司法机构逐渐趋于完善。

为了适应革命斗争形势的发展，加强司法队伍建

设被提到了中央司法人民委员部工作的议事日程之

中。1932年，《中央司法人民委员部一年来工作报告》

中提道：“司法人民委员部以后应当尽量造就司法工

作人员，以充实各级裁判部。”1933年发布的《中央司

法人民委员部五个月工作计划》中再次提道：“在实际

工作中，有计划地训练司法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

在机关内做工作的时候，给他们每天以一定的时间学

习，每次去巡视工作回来，都给他们以几天的训练，在

这样的训练当中来造就干部。”“开办军事裁判所训练

班，以充实各级军事裁判所的工作人员。”

1931年 12月间，临时最高法庭的筹备人员选择

了瑞金县（当时为中央直属县）沙洲坝东坑村的杨氏

宗祠为法庭驻地。法庭与北侧的中央司法人民委员

部遥遥相望。为了造就高素质的司法工作人才，从

1932年冬开始，最高法庭大厅内就地举办了最高法庭

司法训练班。与此同时，闽西苏维埃政府也开办了司

法干部训练班，进行苏维埃法律知识的学习与宣传。

1933年8月16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委

员会第48次常委会决定创办苏维埃大学。苏维埃大

学“以造就苏维埃建设的各项高级干部”为宗旨，由毛

泽东、沙可夫、林伯渠、梁柏台、潘汉年等组成苏维埃

大学委员会，毛泽东亲任校长。苏维埃大学从1933

年9月正式开学，学员“须在机关团体或党团工作半

年以上表现出色，具有革命经验”。大学下设特别班

和普通班，设有土地、国民经济、财政、农村检察、教

育、内务、劳动、司法等8个班（1934年春增设外交、粮

食两个班）。课程包括理论、实际问题研究和实习3

部分，修业期限为半年。其中，司法班的学习范畴包

括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国家政权机构组织法（或

条例）及选举法令，关于国徽、国旗、军旗的法令，中华

苏维埃共和国在刑事诉讼、婚姻管理、经济管理、土地

政策、劳动政策等方面的相关法令以及苏区审判工作

相关司法制度和司法程序等。司法班的创办，不仅为

苏区培养造就一大批优秀司法干部，更为苏区革命斗

争的进一步深入开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钟同福 据《人民政协报》

苏维埃大学创立司法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