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舉家之財力支持中共早期活動

李書城是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的先驅，
在反對北洋軍閥統治和國民革命中都有崇
高的地位和傑出的表現。他以自己特殊的
身份，支持和參加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尤

其為中國共產黨的誕生作出過特殊貢獻，
中共一大就是在其家中召開。
李書城戎馬半生，為政清廉，沒有多

少積蓄，家中陳設也極其簡單，除幾件
必備桌椅、床，甚至連洗臉架都沒有。
但他仍以舉家之財力支持中共早期組織
的活動。
李書城的胞弟李漢俊是中共早期領袖

之一。李漢俊留學歸來，給李書城帶來
了十月革命的消息，帶來了馬克思列寧
主義。
李漢俊的革命活動，得到了李書城的

全力支持。借住在李書城家的李漢俊為
開展革命活動，對外往來幾乎每天不斷，
其中還有很多外國人。客人不多時在李漢
俊的房間裡，人多時就在李書城家樓下的
飯廳圍桌聚會。李書城還讓全家為會議服

務，嚴守秘密，保衛會議安全。

李公館成為中共建黨活動場所

李書城的寓所李公館，是中共早期組
織的活動中心。李漢俊就是以李公館為
中心，向國內傳輸馬克思主義和十月革
命資訊的。經李漢俊參與發起，中國社
會主義青年團在李公館正式成立，外國
語學社也設在李公館，這是中國共產黨
第一所培養革命幹部的學校。同時，中
共的第一個黨綱也在李公館形成。李漢
俊在李公館中，還開展與各地共產黨早
期組織的聯絡工作，對各地共產黨早期
組織的成立和統一起了非常重要的組織
作用。
據不完全統計，自1919年到1921年，

僅在上海一地，李漢俊在《新青年》、

《星期評論》、《勞動界》、《共產黨》、
《小說月報》等報刊上就發表了90餘篇
譯文和文章，而這些中共黨的重要文
論，基本上都是在李公館中撰寫的。陳
望道翻譯的第一本《共產黨宣言》全譯
本，經陳獨秀、李漢俊兩人校對；李達
翻譯《唯物史觀》得到李漢俊熱情幫
助，而這些重要活動，也大多是在李書
城家中進行的。

中共一大在李公館召開

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李書城的寓
所，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開
幕，後由於遭到搜查，將會議改到嘉興
南湖一艘遊船上舉行。李公館也因見證
了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備受後人觀瞻。
李書城是與中共長期合作共事的朋

友，可以說李書城在上海的家已成為中
國共產黨的「產床」，李書城以自己特
殊的政治聲望掩護了中共早期組織的革
命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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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歷史秘辛 幾多志士血淚

李書城與「中央革命計劃」
辛亥革命結束了延續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為中國民主革命

打開閘門。回顧那風起雲湧的時代，孫中山、黃興⋯⋯一個個偉

人的名字耳熟能詳，然而更多默默奉獻、默默犧牲的名字淹沒在

浩瀚史海。任何有功者都不應該被遺忘。在辛亥革命第102個紀

念日，本刊特別介紹李書城和「中央革命計劃」，以緬懷先賢，

銘記歷史。 ■香港文匯報• 人民政協專刊編輯部

李書城曾在《與鄂中友人書》裡寫道：「嗟乎！人生
不過數十寒暑耳。前此之虛擲者已不可追；後此之未來
者倏忽易逝。時乎時乎不再來，志士努力在此時耳。」
激揚話語至今聽起來仍然鏗鏘震耳，雄風逼人。

與魯迅留日同窗

李書城自幼刻苦讀書，1899年剛滿16歲即中秀才，調
湖北經心書院學習。1902年5月，經湖廣總督張之洞選
派，李書城以湖北官費生入日本東京弘文學院速成師範
科，同時入學者有黃興等30人，同班上課的有浙籍學生
周樹人（魯迅）等。

孫中山稱之為「李唐」

1902年秋，李書城在東京竹枝園與孫中山會面，進一
步堅定了革命信念。1903年，他與劉成禺、馮自由等於
東京宴請孫中山，孫中山說：「在座多帝王後裔，禺生
可稱劉漢，曉園可稱李唐，我則吳大帝也！」李書城至
此以「李唐」為筆名，對封建舊制度作無情討伐。
李書城積極參加孫中山反對段祺瑞政府解散國會、撕

毀約法而發動的護法戰爭。1917年9月，廣州成立「護
法軍政府」，孫中山任大元帥，李書城任護法軍總司
令，並兼湘西防務督辦。1918年任孫中山廣州護法軍政
府軍事委員會委員等要職。1922年黎元洪復任大總統，
李書城受孫中山委派再度擔任北京政府總統府顧問和國
務院參議，足見孫中山對其的信任與器重。

黃興的密友和第一助手

李書城與黃興不僅是同期赴日留學的同學，還曾在

1903年10月共同創辦《遊學譯編》雜誌，宣傳民主革命
及民族獨立。作為武昌起義的元勳，李書城被譽為「革
命黨中唯一之實行家」，是擁有崇高聲望的大元帥黃興
的密友和第一助手。在武昌首義後，李書城與黃興同鋪
而臥，同桌而食，同在一條戰壕指揮作戰，歷經大小戰
役數次。

毛澤東親函邀商國事

1949年，李書城以國民黨元老的身份奔走呼號，在武
漢權力真空時期，擔當維護政治秩序的重任。同年1
月，湖北省人民和平運動促進會成立，李書城被推選為
主席團總主席。得知白崇禧計劃在撤退時炸毀張公堤、
武泰閘、水廠和電廠，李書城立即和張難先去見白。李
書城憤怒地以手杖擊地：「你這不是要把老百姓往死裡
逼嗎？你想炸也好，可以，但是
要先把我和難先炸死再說！」白
是他在廣西陸軍小學堂時的學
生，見老師動怒，白氏連賠不
是，再也不敢提破壞之事。
5月，武漢解放，李書城被任

命為中南軍政委員會委員，武漢
軍管會高級參議。此間他接到毛
澤東親筆信：「李老先生，見信
後速來京共商國家大事。」其後
李書城赴北京參加中國人民政治
協商會議。
10月1日，李書城登上天安

門，參加新中國開國大典。曾任

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委會委員和全國政協常務委
員等職。

周恩來提議任新中國首任農業部長

1949年10月19日，在新中國政務院舉行的第三次會議
上，經周恩來總理提議，李書城以無黨派人士的身份
（「四一二」政變後，李書城拒不參加國民黨的重新登
記，自動脫離了國民黨）出任新中國第一任農業部長。
在擔任農業部部長期間，儘管年事已高，李書城仍孜孜
不倦地學習黨的農業政策，多次下基層調研。

李書城其人
■李書城字曉園，又字曉垣、筱垣、小垣、小園、

小淵，筆名李唐（孫中山所喻），湖北潛江人。生

於1882年（清光緒八年），出身於私塾之家，16歲

中秀才。

■1902年5月，經湖廣總督張之洞選派，與黃興等人

赴日本東京弘文書院學習。在日本期間，結識了

孫中山。

■1904年，再次赴日本，進入陸軍士官學校第五

期。同年11月，與孫中山、黃興再度相會，並於

次年8月20日，舉行同盟會正式成立大會，其化名

李唐在盟約上簽字。

■1908年畢業後，從日本回廣西桂林擔任陸軍幹部

學堂及陸軍小學堂監督。

■1911年11月，抵達武漢參加武昌起義，任中華民

國軍政府參謀長。11月3日，與黃興率部向漢口清

軍進攻，後因無援惜敗。

■1917年，支持孫中山護法運動，並組建湖北護國

軍。

■1920年遷居上海，在法租界內買下一處房產。

■1921年春與16歲的戲班演員薛文淑結婚。

■1926年，參加指揮北伐，並與馮玉祥的軍隊在河

南信陽會師。抗日戰爭期間，創建戰時兒童保育

院，拯救戰時流浪兒童，後擔任湖北省銀行董監

會監察。

■1949年，李書城在武漢發起組織「湖北省人民和

平促進會」，與中共將領陳毅、劉伯承聯絡，使得

人民解放軍順利接管武漢。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後，擔任首任農業部部長，並出席中國人民政治

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

■1954年，當選為第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

1959年，擔任全國政協常委。

■1965年，因病去世，骨灰放進了八寶山革命公墓

第一陳列室。

（馬曉芳據北京市政協黨史和學習委員會編纂《辛亥

革命與北京》等史料編輯整理）

李書城與中共早期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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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書城（左三）等人與毛澤東在一起。 資料圖片■青年李書城與夫人及女兒。 資料圖片

內憂外患催生「中央革命計劃」

1908年冬，第二次留日歸來的同盟會會員李書城在廣
西陸軍幹部學堂和陸軍小學任監督，後因涉嫌發動反清
起義而被迫辭職離開廣西。1909年2月，李書城的革命
戰友吳祿貞升任高級將領，於是推薦李書城擔任軍諮府
科員兼官報局副局長一職。
志同道合的二人時常交換對時局的看法，由於深感國

家內憂外患，危機四伏，遂定下舉兵反清的「中央革命
計劃」。計劃主旨是：以歸國留日同學中同盟會會員及
鐵血「丈夫團」（李書城在日本陸軍士官學校時組織的
學生革命團體，成員有李根源、李烈鈞、程潛、黃郛、
尹昌衡、張鳳翽等。辛亥起義後，充任都督及軍、師、

旅、團長的人，多屬「丈夫團」的同志）團員為骨幹，
積極聯絡駐防北京南口的張紹曾、藍天蔚部伺機起義，
以形成南北夾攻、直取北京之勢。

籌款買官共謀「中央革命計劃」

李書城和吳祿貞商議認為，要成功實施「中央革命
計劃」，就必須掌握京畿地區更多的新軍部隊。李書
城便幫助吳祿貞籌集款項買得保定第六鎮統制之職。
1910年12月，吳祿貞上任陸軍第六鎮統制，革命黨成
功謀取了具有統兵權的統制職位，邁出了計劃的第一
步。
第六鎮為袁世凱一手培植起來的嫡系部隊，軍紀鬆

弛，官兵暮氣沉沉，缺乏訓練。吳祿貞上任後，在李書

城幫助下費力頗多，卻依舊無法整治軍紀。吳祿貞覺得
第六鎮既無法整理，將來對革命也不能起大作用，遂棄
職而去。
辭職後的吳祿貞向日本正金銀行借金在北京構建了吳

公館，邀李書城常住。一些留日同學即同盟會員經常出
入吳公館，因此吳公館成為革命黨實施「中央革命計劃」
的聯絡之地，一些革命黨人常在此秘密開會，共謀「中
央革命計劃」。

功敗垂成「中央革命計劃」流產

1911年武昌起義的消息傳至北京，李書城、吳祿貞立
即號召在京留日陸軍同學赴保定第六鎮幫忙，響應南方
革命，並積極聯合駐紮在北京南口的張紹曾所統轄的軍

隊伺機起義，以實現「中央革命計劃」。
此時，清廷命李書城立即奔赴武昌起義地區與革命黨

人商談停戰議和之事，李書城決定利用這一千載難逢好
機會，攜眷出京，趕往南方革命中心參加武裝起義。
吳祿貞遂擬聯合留日同學和北京新軍進攻北京，然而

由於其大意疏忽，致其本人於11月17日被袁世凱收買的
衛隊長槍殺於石家莊，年僅31歲。籌謀良久的「中央革
命計劃」也因缺失了核心人物而無法具體實施，最終流
產。
後人評論認為，若吳祿貞不死，則能會同山西軍隊與

張紹曾、藍天蔚的隊伍向北京進攻，實現「中央革命計
劃」，推倒清廷。因而不會給袁世凱進京操縱和談的機
會，中國近代史可能是另外一種景象。

努力志士李書城
「時乎時乎不再來，志士努力在此時」

■1919年李書城、李漢俊在

上海與家人合影。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