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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汉与夫人郭玉莲 资料图

李光汉烈士塑像

一一、、引子引子

我的母亲郭玉莲是位抗战老战士，1921 年出
生在山西省浑源县土岭村一个书香门第。其父
早年中秀才，是当地远近闻名的郎中和教书先
生。1937 年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在家人的鼓
励下，我母亲 16 岁就出来参加了革命，抗战期间
历任浑源县、灵丘县、广灵县的妇救会主任。

1984 年，母亲离休了，一起战斗过的老同志
们也陆续从工作岗位上退了下来。他们聚会时，
经常谈到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怀念牺牲的战
友。听着他们讲抗战岁月和抗日英雄的事迹，我
惊奇地发现，原来他们回忆最多的那位晋察冀五
地委第一任地委书记、在抗战最艰苦阶段牺牲的
李光汉，竟然是我母亲的第一任丈夫。

母亲 1938 年在浑源县任妇救会主任时，与
时任晋察冀五地委（东雁北地委）书记李光汉相
识、相爱、相知，在共同的抗战工作中，他们经组
织批准，于 1939 年结为革命伴侣。婚后，一有闲
暇时间，李光汉就在百忙之中编了语文和外语两
种课本，教我母亲和他的警卫员刘素善（解放后
任内蒙古电力管理局局长）学习文化，学习后还
要出题考试。

1940 年秋，刘素善跟着李光汉去阜平县井沟
村区党委驻地向彭真同志（时任中共中央晋察冀
分局书记）汇报工作。当时，我母亲也在北方分
局党校学习。党校正是他们往来的必经之地。
按照一般的人之常情，李光汉本应与爱人住上一
两天再走。但是他去时根本没来得及跟我母亲
打招呼，就急急地就去汇报工作了。返回时也仅
仅是在党校外面和我母亲见了一面，当天就赶回
灵丘工作去了。

残酷的斗争生活损害了李光汉的身体，1941
年秋，李光汉突然病重，他非常想念我母亲，几次
跟刘素善提起，但是又考虑到当时正值敌人大扫
荡，地委机关分散，处于游击状态。因此，他不同
意把病情告诉我母亲，也不同意把我母亲接来照
顾他。直到李光汉去世时他们也没有再见上一
面。这成了我母亲心中永远的痛！1941 年 10 月
20 日，李光汉在阜平县大道沟村病逝，时年 35
岁。此时，他和我母亲结婚仅仅不到 2 年的时
间，但是母亲对李光汉的思念是刻骨铭心的。

我就根据母亲的回忆，讲一讲李光汉烈士的
故事。

二二、、少年求学寻真理少年求学寻真理

李光汉，原名李俊民，字亮臣。1907 年出生
在山西河津地区，今运城市万荣县南张村。兄妹
七人，李光汉是老大。祖上以务农为业，仅赖几
亩薄田维持生活。其父病逝后，靠母亲纺织度
日。生活的艰辛让李光汉自幼就养成贫而有志、
勤奋好学的品德。在本村读私塾时，他就读完了
四书和诗经，并且能背熟诵读。

1921 年，他考入河津县第一高等小学。他学
习刻苦，各科成绩均名列前茅。他写的散文、诗
歌生动，学校经常把他的文章贴堂示范。当时，
河津县第一高小进步老师张炳华发现李光汉记
忆力好长于言辞，并有爱国热情。因此经常与李
光汉交谈，启发引导。为了培养李光汉的宣传讲
演才能，常常让他在课堂上朗诵自己的作文，使
他有更多的锻炼机会。

1924 年夏天。山西太原进山中学招收 40 名
初中学生。为能招到高质量的学生，进山中学要
进行严格的考试。除体检合格外，还要进行初
试、复试、智力测验与口试。在全省千余名应试
者中，李光汉怀着“男儿志兮天下事，但有进兮不
有止”的雄心壮志，以三榜均居魁首的优异成绩，
考取了进山中学。

进山中学创办于 1922 年，是由阎锡山设立，
对外宣称是为救济天资聪颖、学而兼优之贫寒学
子的。而进山中学一成立，就有共产党员何艳
秋、谢占尧等受聘任教于此。经过他们的启蒙教
育，很大一部分学生迅速觉醒，追求进步，热爱马
克思主义，开始走上革命的道路。1925 年冬，进
山中学党支部就秘密正式建立。这样的氛围进
一步激发了李光汉的爱国热情。由于李光汉家
中贫寒，入学考试成绩又十分优异，因此他被编
入进山中学五班，享受公费待遇。另外，利用课
余时间还给他指定一个老师，让他当服务员做一
些打水扫地的差事，赚取一点微薄的报酬来维持
生活。

李光汉学习非常刻苦，还担任班长，秉公办

事，富有正义感。即便如此努力，还是因为家庭
困难，中途休学了一段时间。李光汉复学后，又
插入进山中学六班，继续学习。他和同学陈志远
经常带领同学们学外语和科学知识，大家关系非
常融洽。

当时，进山中学校长赵乙峰专心从事国民
党党务，对学校教务反而放任不管。一时社会
舆论和学生怨言不断。后来竟发生了国民党省
党部特务公然闯入学校，抓捕进步学生的事件，
搞得全校师生惶惶不安。一次，赵乙峰在礼堂
向全校师生训话，责备学生随意“诽谤”校领导，
不专心学习。李光汉出于义愤，挺身而出据理
驳斥赵乙峰。他的有力驳斥引起了全场同学的
共鸣，受到进步学生的支持，使赵乙峰目瞪口
呆，无言以对。

1925 年春，阎锡山疯狂地扩充兵力。为此，
出台了一系列法规，想通过征收房税来筹措军
资。组建不久的中共太原支部决定，通过山西学
生联合会，联合各种反阎力量，领导省城学生开
展了一次反对当局强征房税的群众革命运动，并
决定由傅懋恭（彭真）、纪廷梓（时任青年团太原
地区执委书记，1931 年牺牲）直接组织和领导这
次反房税运动。是年 5 月 18 日，省城学生数千人
上街示威游行。进山中学的李光汉和陈志远等
同学一起走上街头。手执上书“为民请命废除房
税”的白旗，列队到督军公署情愿。经过激烈的
斗争，阎锡山不得不赶紧下令取消房税。李光汉
也从这场斗争中积累了斗争经验。1929 年冬天，
进山中学举办期考。校方以防止抄袭作弊为由，
将六班和七班学生合班考试。六班同学认为，这
是对他们的不信任。随后抗议罢考，这一行动激
怒了校方，威胁六班的代表李光汉、陈志远二人
说：“如果你们仍然坚持不考试，就先开除你们二
人。”李光汉和陈志远坚决不屈服，最终在寒假后
离开了学校。

此后李光汉到北平自谋生计，参加了陶行知
先生的农村教育工作。陶行知是人民教育家，
1917 年归国就立志于教育救国，是我国教育现代
化的开创者。陶行知认为，中国要以农民教育为
主，教育应是扎根于人民之中的教育。他打破旧
的“人上人”教育理念，提出“人中人”教育方案，
成立贫民教育促进会，组织全国性的教育调查。
李光汉到北平后，就参加了陶行知先生的农村教
育调查。他到河北获鹿县后，调查研究农村教
育，并且写了一些通讯。后来又到河北农矿厅担
任助理员，再后来又到一家图书馆当了图书管理
员。这期间，他博览群书，丰富了自己的知识，也
提高了思想觉悟。

三三、、血染长袍一二血染长袍一二··九九

日军侵占我东北后，李光汉的忧国忧民情绪
日增。1933 年，李光汉毅然告别了母亲，背上行
李，就又去了北平。他第二次到北平后，很快便
考入北京大学西语系。

在北大学习期间。为解决生活问题仍然靠
勤工俭学。一面刻苦学习，一面给地理学家白眉
初先生誊写地理文稿。白眉初为近代著名地理
学家、爱国教育家，与李大钊过从甚密。李光汉
在白眉初先生那里做兼职，必定也会受到白先生
爱国思想的熏陶。李光汉以此每月挣得二十块
大洋，来维持生活和各项社会活动。当年的二十
块大洋可是不小的数目啊。一块大洋就可以买

三十斤上等大米，买八到十斤猪肉。因此，二十
块大洋是足够维持一个人的生活的。李光汉用
自己辛苦挣来的钱，除了维持生活，还积极参加
各种社会活动。

1935 年，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扩大了在中国
的侵略。他们策动华北当时包括河北，山东，山
西，察哈尔、绥远五省和北平（北京）天津两市，脱
离中国南京国民政府管理，实行所谓自治，史称
华北事变。一旦得逞，日本就可以轻而易举的控
制华北大部分地区。华北一旦失守，中华民族将
陷入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对这一局势，中国
共产党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是著
名的“八一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抗日救国。
但是华北都快沦陷了，北平却依然奉行抗日有罪
的论调，全然一副救国无门的局面。北京大学本
来就是一所具有深厚革命斗争传统的学校。在
民众抗日救亡的呼声中，北京大学群情激奋，随
时准备示威。李光汉颇具有爱国主义情怀，正在
积极寻求救国救民之路，自然而然加入到北平轰
轰烈烈的爱国学生运动中。

1935 年 10 月 18 日，北平学生在北平地下党

组织的领导下，成立了北平市大中学校学生联合
会，简称北平学联。1935 年 12 月 9 日，北平爱国
学生举行了请愿示威游行。他们冒着严寒冲破
反动军警的层层封锁，从四面八方汇集到新华门
前请愿，喊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
对外的口号。当游行队伍行进到王府井大街时，
遭到了武装军警的镇压。李光汉参加了在王府
井大街与反动军警的搏斗。经过搏斗，学生有一
百多人受伤三十多人被捕。

当 时 的 国 民 政 府 的 一 些 官 员 为 了 一 己 私
利，居然答应了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的华北政治
自治的无耻要求，怂恿国民政府批准成立伪政
权机构——晋察政务委员会，并决定于 1935 年
12 月 16 日在北平正式挂牌。消息传来，激起了
学生们的更大愤怒。北平学联决定于 1935 年
12 月 16 日，发动全市各校学生举行更大规模的
示威游行，坚决反对国民党的卖国行为。16 日
凌晨，北大学生在校园内整队集合，冒着严寒走
向街头。刚出校门忽然就被国民党反动军警拦
截，随即双发发生搏斗。北大西斋的学生队伍
向外冲击没有成功，还逮捕了三名学生。东斋
的队伍在李光汉等同学的带领下突破军警包围
后 奔 向 西 斋 。 学 生 内 外 夹 击 ，这 才 击 退 了 军
警。在 12 月 16 日的游行示威中，北平东城各校
学生合编为三大队，北大担任领队。以国立北
京大学示威团的大旗为前导。东城各大中学生
数千人，雄赳赳气昂昂，顶着寒风从东皇城根儿
处出发，准备到天桥参加市民大会，反对成立晋
察政务委员会。当游行队伍到达南长街口时，
遭到国民党军警的截击。军警用水龙头冲击游
行队伍，保安队、警察队、侦缉队用皮鞭、棍棒、
枪柄殴打学生。李光汉等十几位同学奋勇冲上
去，抢过水龙头，反用水龙头冲击军警，迫使军
警后退。这时学生们便如潮水般涌过南长安街
口转到西长安街上。当游行队伍沿西长安街浩
浩荡荡地走到新华门前时，集结在府右街南口
的军警举着大刀端着步枪，迎面对着学生冲了
上来，用刀、枪柄乱砍乱打。不少学生被砍伤打
伤。李光汉在与巡警搏斗中鼻子、口中都流出
鲜 血 。 但 是 他 还 是 与 同 学 一 起 把 军 警 打 倒 在
地。当他们与另外两个军警扭打时，大刀队从
李光汉背后砍来，砍伤了他的臂膀，顿时鲜血直
涌，李光汉倒在血泊中。军警还用脚踢他，最后
把 他 拖 上 警 车 。 然 而 此 时 他 仍 然 向 同 学 们 高
喊 ：“ 不 要 怕 ，坚 决 斗 争 到 底 ！ 打 倒 汉 奸 卖 国
贼！”那天，北大共有 8 名学生被军警抓捕，军警
看他伤势太重，怕他死在里边，又把他扔回到学
校，还是好心的同学们救助了他。

李光汉因为在斗争中表现英勇，于 1936 年 2
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于 4 月-7 月任
北京大学党支部书记。同年 11 月，任中国共产
党北平市文委书记。彭真同志 1987 年曾为李光
汉同志题词：“李光汉同志是参加一二·九运动的
领导，同王震同志一起创建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
地雁北分区的模范共产主义者。”

1937 年 7 月 7 日，卢沟桥的枪炮声震醒了全
国人民。国民党政府命令弃城后撤，北平沦陷，
日军攻占了北平城，全城陷入了恐怖的气氛中。
这时学校中的许多学生，或南下或去延安。但是
李光汉却没有退缩，他不顾个人安危，改名黎广
汉，坚持在北平进行地下斗争。他千方百计联络
原来的民族解放先锋队，将此前失联的民先队员
重新组织起来，由他担任总队长和党团书记，当
时民先总队部机关就秘密设在西城墙根一条僻
静的胡同中的民房里。他一方面组织已暴露的
民先队员安全撤离北平，另一方面暗中吸收可靠
青年加入民先扩大抗日力量。这期间李光汉还
响应北平学联的号召，组织抗日后援会等，在北
平城有成效地开展敌后抗日工作。

四四、、七七事变战平西七七事变战平西

1937 年 10 月，李光汉、刘杰（时任中共北平
市委委员、农委书记）、焦若愚（时任冀热辽边区
第十八地委书记）等一批党员，由中共北平地下
市委派往宛平一带工作。平西解放区成立前，平
西分为三个区，七区设在青石口村；八区设在斋
堂；九区设在王平口。李光汉在七区，驻在青石
口。李光汉到七区后，随即与当地的地下党员魏
国玉建立了联系，依靠当地共产党员发动群众抗
日。以前在八区的民先队员得知，李光汉在七区
聚拢民先队员，便主动与李光汉进行了联系。因
此，李光汉也经常去八区开展工作。八区的斋堂
有个地主叫谭惕仁，国民党第 14 集团军司令卫
立煌委任他为宛平县长，并掌握地方武装保卫
团。李光汉先是对谭惕仁做统战工作，希望能联
合起来共同抗日。但谭惕仁思想反动，此前正想
着投靠日本人组织维持会。所以对李光汉的提
议不但不同意，反而还对李光汉进行威胁，用恐
吓的手段阻止当地干部和李光汉联系，还扬言要
杀害搞抗日的人。李光汉没有被吓退，继续积极
联系民先队员，动员人民群众，最终让谭惕仁的
维持会胎死腹中。李光汉虽然只在平西工作了
半年左右，但是在他的领导下，平西党组织逐渐
发展壮大，建立了抗日武装力量。他就像一颗种
子一样，每到一地就会生根，发芽，开花，到处播
撒着革命的火种。

五五、、雁北抗日斩荆棘雁北抗日斩荆棘

1937 年 10 月到 1938 年春，李光汉离开平西
去阜平学习。1938 年春，李光汉被派往山西工
作，先后任晋东北特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部长、晋
察冀二分区特委书记等职。1939 年初，中共晋
察冀五地委（俗称东雁北地委）成立，他出任地
委书记。

据时任北岳区委书记刘澜涛同志回忆，在当
年的抗日战争中，雁北是一个战略要地，因此，敌
我争夺得非常激烈斗争异常残酷。某些干部对
雁北工作望而生畏。但李光汉却毫不犹豫地奉
党的命令，勇于前往，毅然坚持斗争。1938 年 4
月，王震同志率三五九旅来到雁北开创抗日根据

地。晋察冀五地委成立后，李光汉率地委与三五
九旅一起在雁北开展抗日根据地的建设。据刘
澜涛同志回忆说，李光汉埋头苦干，实事求是，这
是他一贯朴素踏实的工作作风，不吹牛不清谈，
不注重形式，不摆空场面，这是他在工作中表现
的优点。每件工作他都虚心研究，亲自下手试
验，总结经验。每个问题他都精密研究收集材
料，三思而后下结论。这种高度的工作与学习精
神和优良的工作作风，使他在雁北艰苦复杂的环
境中取得了成绩。

东雁北地区是晋察冀的北大门，阎锡山看
到八路军在此团结抗日人民，不断壮大发展，就
将这里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派白志沂部 1500 多
人来到雁北，妄图把抗日政权夺回去。当时我
们有个区长叫芦适之，被反动武装白志沂部抓
捕，逼他交出区公所印章和粮食。芦适之坚决
不肯透露，最后被敌人活埋了。斗争就是如此
的残酷激烈。1939 年 4 月，广灵遭到日军大屠
杀，抗日县政府几乎瘫痪，县长齐殿选被捕后壮
烈牺牲。因县城内和川下大部分村庄和北山都
驻扎着敌人，而且扫荡频繁，日军到处搜捕抗日
干部。李光汉对此心急如焚，率领 15 位同志赶
到广灵县政府所在地，在长江峪的念草沟村召
开了县委扩大会议。会上李光汉讲了抗日战争
进入战略相持阶段的形势，传达了党中央和上
级党委关于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政策和斗争策
略。并结合当地实际情况，着重分析了白志沂
保安队的动向，详细安排了下一步工作。仅仅
两个月后，广灵县的工作就开创了新局面，抗日
根据地重新得到巩固与扩大。刘澜涛回忆说，
李光汉同志正确而坚定地掌握党的政策，虚心
地研究与执行党的指示精神，卓有成效地开创
了雁北抗日根据地的工作。

雁北本是干旱少雨的地区，但是 1939 年夏
天雁北发生了大水灾。而 1940 年的春季又发生
了严重的旱灾。刘达同志回忆说：那年秋雨连
绵，一直下了一个多月，并发了几场大洪水，灵丘
南山遭受了严重的水灾，粮食缺乏，群众生活非
常困难，我们组织群众度荒。李光汉为了给受灾
民众调集粮食，想尽了办法。根据地的群众困
难，机关也一样困难，不但没有粮食吃，而且缺医
少药。李光汉多次派人过封锁线去组织粮食和
药品，总算是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在反对白志
沂斗争中，工作中出现了左的倾向。李光汉坚持
加强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团结广大群众，教育党
员正确处理民族统一战线与阶级斗争，纠正了左
倾错误，团结一切力量，坚持抗日。后来日寇开
始“扫荡”，所到之处都实行残暴的“三光”政策。
当时上寨下关一带村庄基本都被烧光了，老百姓
只好跑进山沟，住在山洞里。在这异常困难的环
境下，光汉、我、阮泊生（当时任地委组织干事）等
机关的十多名干部都分散到群众中去，白天开展
工作发动群众，晚上睡在老百姓的山洞里。在这
样的环境中，光汉不知踏过多少冰天雪地，钻过
多少山洞，领导着雁北人民同侵略者进行了顽强
的斗争，取得了反扫荡的胜利。

李光汉的警卫员刘素善回忆，1939 年，他被
派去给李光汉做警卫员。刚去第一天，李光汉就
要去浑源开展工作。当时，浑源是半游击区，敌
人活动十分频繁。面对如此危险的情况，刘素善
想地委书记去肯定要带上不少人。但出发时惊
讶地发现，只有他们两个人。当走到灵丘蔡家峪
村时，他们遇到一股抢粮的日伪军。李光汉通过
观察，巧妙地安排了行进路线，使敌人虽然离他
们很近，但始终没有发现他们。他们继续赶路，
前边是王庄堡村。王庄堡村在鬼子的封锁线上，

离南坡头据点只有十几里路。刘素善以为他们
会等晚上借着夜色掩护通过。但令他万万没想
到的是，早就吃透了敌人的李光汉不但在白天通
过，还选在群众赶集的时候，穿着黄色皮大衣，骑
着白马，怀里揣着手枪，昂首挺胸地通过了王庄
保大街。等敌人反应过来时，他们早已策马扬鞭
不见踪影。有些认识李光汉的村民悄悄地交头
接耳，对李光汉交口称赞。

大家回忆李光汉时常常讲起，他经常深入基
层调查研究。当年边区要实行统一累进税，李光
汉亲自参加上寨村的调查，他脱去军装，穿上粗
布祆像普通农民一样同村里的老乡们一块坐在
石板上问长问短，认真倾听群众意见，征求群众
建议。

我母亲回忆说，李光汉公私分明遵守纪律，
严守党的秘密。他们结婚后，组织上为了照顾他
们，将我母亲调到灵丘县任妇救会主任。虽然他
们同在地委机关工作，但是李光汉从来不让我母
亲了解地委的内部情况，有人来谈工作，也总是
有意让我母亲避开。有一次，我母亲结束工作
后，天快黑时才赶回驻地。回来后发现，屋子里
有许多人，我母亲知道那肯定是地委在开会。按
照组织纪律，她没有进屋。当时天气已经快入冬
了，雁北的山里很冷。我母亲冻得不住地跺着
脚，搓着手，在房门外面等待，一直等到散会。大
家走出房门时，才发现我母亲一直在外面。李光
汉着急地把我母亲拉进屋，看着她被冻僵的模样
非常心疼，赶快倒上一杯热水让喝了她暖和暖
和，并对我母亲说：真对不起，最近敌人报复扫荡
的规模越来越大，各县的斗争形势都很严峻，县
里的同志不断请示工作，我忙，你也跟着受累
了。李光汉的关切和说话时愧疚的表情，深深地
打动了母亲。

1941 年，李光汉接到调往晋察冀边区政府任
职的命令。但此时日军正加紧对山西开始大“扫
荡”。李光汉忧心雁北的工作，决定完成反“扫
荡”斗争再走。10 月，敌寇向黄崖扫荡，地委机
关被迫转移到山沟中的一个小村。当时村中房
子已被敌人烧光，机关干部只能在山上顶风露
宿。10 月的雁北山区冷风呼啸，寒风中的李光
汉原本只是患了感冒，但他坚持工作，每天住山
洞爬山沟，加上困难时期缺医少药，结果病情恶
化，进而转为伤寒，高烧不退，最终在 1941 年 10
月 20日病逝。

1941 年 10 月 22 日，在阜平县古道村，雁北
党 政 军 民 隆 重 地 举 行 了 李 光 汉 同 志 的 追 悼 大
会。到会的有地委机关各单位的全体人员，有
灵丘县村部分干部和民兵，还有部分部队的干
部，共四百多人。大家回忆说，记得那天气温下
降，大雪纷飞，寒风刺骨，天人同悲。会场中间
挂着李光汉同志的画像，两旁摆着各单位送来
的花圈，棺上盖着鲜红的党旗。年仅 35 岁的李
光汉同志牺牲了，但是给人留下的是对他绚丽
多彩的一生、波澜壮阔的一生、英勇顽强战斗的
一生的永久思念。人们永远记得他是真诚宽厚
的同志，手不释卷的学者，坚毅顽强的斗士，睿
智聪慧总揽全局的领导者，不畏艰难困苦的共
产主义战士。

李光汉是晋察冀边区雁北抗日根据地的开
拓者和领导者，他在工作岗位上以身殉职。他牺
牲后，中共北岳区第五地委授予李光汉革命烈士
光荣称号。如今，李光汉烈士被安葬在山西省大
同市革命烈士陵园，他的塑像也矗立在烈士陵
园。2020 年 9 月 3 日，李光汉烈士入选退役军人
事务部公布的第三批 185 名著名抗日英烈、英雄
群体名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