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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釗是中國

共產主義運動的

先驅和最早的馬

克思主義者，中

國共產黨的主要

創始人之一，終

生致力於中華民

族解放事業，並為此獻出寶貴的生命。「黃卷青燈，茹苦

食淡，冬一絮衣，夏一布衫」是李大釗清貧一生的真實寫

照。李家三代，家風如一。「祖父雖然早早地就走了，但

留下了豐富的革命遺產和寶貴的精神財富，他清正勤謹的

家風延續了近百年，傳承了幾代人。」李大釗之孫李宏塔

對香港文匯報記者表示，後輩們全都繼承了李大釗留下來

的好家風，以艱苦樸素為榮，生活節儉，克己奉公，一生

清廉。 ●香港文匯報記者任芳頡、凱雷北京報道

秉承先人美德 後代解囊助貧

李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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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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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4月28日，祖父英勇就義的時候，我還沒有出
生。對於他，我是從書中了解的。雖然從
未謀面，但我通過文字與祖父相遇了。」
李宏塔的家世說「顯赫」不為過，祖父是
李大釗，父親李葆華曾任安徽省委第一書
記、中國人民銀行行長。然而李宏塔的成
長卻與普通青年無異：父母工作忙，出生
19天就被送往託兒所照顧，直到6歲才被
接回家；16歲當兵入伍，做過化工廠工
人，後來考上大學；1978年起先後在共青
團合肥市委、共青團安徽省委、安徽省民
政廳等部門工作。

救濟貧苦青年
工資借到打欠條

李大釗曾經在北京大學任教，當時收入
並不低。但是他生活儉樸，把大部分收入
用於黨的事業，或用來幫助同志、救濟貧
苦青年。1921年，中共北平支部成立後，
李大釗每月都會從自己的工資中拿出80塊
大洋作為活動經費，並多次資助家境貧困
的學生。「每到發工資時，祖父就會從會
計科領回來一把預支工資的欠條。後來，
為了不讓家裏斷炊，北大校長蔡元培只好
囑咐會計科每月從祖父的工資中拿出50塊
大洋，單獨交給我的祖母，以免祖母難為
無米之炊。但祖母從未抱怨過祖父不帶錢
回家，她知道祖父是做大事的人。」李宏
塔說。

38歲英勇就義
遺產僅1塊大洋

1927年4月6日，奉系軍閥張作霖勾結
帝國主義，在北平逮捕了李大釗等80餘
名共產黨人和進步人士。在獄中，李大釗
備受酷刑，但始終嚴守黨的秘密。4月28
日，北洋軍閥政府不顧社會輿論的強烈反
對，將20位革命者絞殺，李大釗英勇就義
時年僅38歲。「祖父英勇就義後，家裏的
遺產僅有1塊大洋，家中連下葬的錢都沒
有，直到6年後才以公葬的方式入土為
安。祖父的高尚品格感染了許多人，在為
他舉行公葬的募捐人員名單上，就有蔣夢
麟、沈尹默、魯迅等人的名字。」李宏塔
說。
「祖父雖然早早地就走了，但他給後輩
們留下了寶貴的革命遺產和精神財富，他
清正勤謹的家風延續了近百年，傳承了幾
代人。」李宏塔表示，後輩們全都繼承了
李大釗留下來的好家風，以艱苦樸素為
榮，生活節儉，克己奉公，一生清廉。
李大釗之子李葆華1909年在河北出生，
十幾歲時便在李大釗的引導下走上了革命道
路，李大釗被殺害後，一家人從此顛沛流
離。「父親為躲避抓捕，在友人的幫助下東
渡日本，考取了東京高等師範學校物理化學
系，還在日本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九一
八』事變後，父親憤然中斷學業，迅速回國
投入到抗戰的洪流中。」李宏塔說。

新中國成立後，李葆華擔任過水利部和
水利電力部黨組書記、副部長，在水利水
電戰線上奮鬥了12個春秋。1978年他又調
到中國人民銀行主持工作，生疏的領域對
於69歲高齡的他來說是巨大的挑戰。在銀
行工作的4年裏，他經常通宵達旦地工
作，推動了金融體制革新的全面展開，也
為恢復中國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
行的合法席位作出了傑出貢獻，後被選為
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
然而這樣一位高級幹部，家中卻極為簡

樸——老舊的三合板傢具、人造革蒙皮的
椅子，客廳的沙發坐下就是一個坑，房子
還是上世紀七十年代的建築。2000年中央
有關部門要為他調新房，他說：「住慣
了，年紀也大了，不用調了。」

兒子當官被送禮
按漲價價格退錢

「父親對我們身教重於言教，以前一起
吃飯的時候，母親也會讓父親給我們講講
先輩們的事情，父親總跟母親說：『你來
講吧，我吃完飯要繼續工作』。」李宏塔
表示，李葆華繼承了李大釗的高尚品質和
良好家風，對後代沒有什麼條條框框的規
定，更多的是身體力行。
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期，李葆華在貴州

工作期間曾到貴州茅台酒廠考察，臨走
前廠長拿兩瓶酒塞給秘書，說送給書
記，回去後李葆華看到秘書拎着兩瓶酒
出來，問清楚原委後很嚴肅地批評了他，
說共產黨幹部不能這樣，讓他立馬退回
去。「秘書說茅台酒廠在貴州是著名企
業，領導過去調研走的時候帶兩瓶酒很正
常，從來沒有給人退回去的情況。父親說
那就退錢，調研的時候茅台酒3塊錢一
瓶，還沒有漲價，回來後茅台酒漲到4塊
錢一瓶，最後按漲價後的價錢退了回
去。」李宏塔講述道。
1995年李宏塔的哥哥李青在中央黨校培

訓學習，周末要騎一個多小時的自行車回
家看望父親。當時李青已經50多歲，但李
葆華從不讓他的司機接送李青。「從這些
小事和細節，可以看出父親是怎樣嚴格要
求子女的。我們深深地體會到，這是父親
對子女的大愛，是真誠的、嚴格的愛。」
李宏塔說。

如今，李宏塔也已年屆古稀，可這位「紅
色後代」的故事卻依舊為人們津津樂道：他
踏着先輩的腳印往前走，傳承「紅色家
風」，數十年堅守初心、本色做人，為政
勤、為官廉、為民實。曾有記者問他：「你
父親給你們留下了多少遺產？」李宏塔回答
說：「我們不需要什麼遺產，李大釗的子孫
有精神遺產就足夠了。」

曾多次將分房機會讓給他人
1987年，李宏塔調到安徽省民政廳擔任副

廳長，曾先後4次主持分房工作，分房近200
套，卻從未給自己要過一套房子，在擔任廳
局級幹部期間，一直住在一套60平方米的舊
房裏。1987年至1992年間的3次分房他都有
機會，但他每次都讓給了其他人。直到1998
年最後一次分房，那時李宏塔已擔任廳長，
想到許多年輕科長住房條件較差需要改善，

他放棄了最後的分房機會。
一個廳級幹部住的宿舍不到60平米，沒有裝

修，也沒有好傢具，更沒有現代化的電氣設
備。8平方米過道既是客廳又是餐廳，放一張
老式的大方桌，連走路都得側着身。後來，省
裏按規定主動給李宏塔補了一個20平方米的小
套間，他的兒子才有了一個自己的空間。「我
認為一個人是否富有，更多地在於精神層面，
物質方面並不太重要。」李宏塔說。

下鄉傾聽民意發掘民生問題
李宏塔回憶道，自己在民政部門工作時，

父親已經調至北京。「每次赴京開會，空暇
時間回家看父親，父親總跟我說，對工作要
高度熱情，不要總往家裏走，來開會肯定是
布置工作的，要做好工作必須先把會開好，
空閒時間也要認真學習會議精神，回去抓緊
落實，開會都不認真回去還抓啥工作？」

每次去北京，父子倆很少聊家常。但父親
每次都問他最近有沒有去基層，困難群眾生
活怎麼樣。正是父親對自己的諄諄教誨，讓
李宏塔在基層沉下心來，一幹就是20年。那
時，李宏塔每年至少有一半時間都蹲在基
層。每次下鄉他都不打招呼，走進村、敲開
門，直接和群眾坐在一起。村裏的寄宿學
校、城郊的養老院、城裏的老舊小區，都是
他常去的地方。因為調研深入，他先後在全
國兩會上圍繞「完善精準扶貧的制度化保
障」「應對人口老齡化」「關愛農村留守兒
童」等主題提交了多份提案。
退休後，李宏塔選擇加入中華慈善總會，

依舊為改善困難群眾生活四處奔走，他說：
「慈善能直接為最困難的群眾服務，這是我
晚年的一件幸事。」

兒子遵父教誨
深耕基層20年

李宏塔的一生與自行
車有着不解之緣。中學
期間就一直騎自行車來
來回回。後來當了兵，
三年不怎麼騎自行車。

1969 年退伍到合肥化工廠當工人，後來進
合肥工業大學讀書，1978 年起先後在共
青團合肥市委、安徽省委任職，1987 年調
往安徽省民政廳任職，在此期間他都是騎
自行車上下班。直到 2005 年，工作單位搬
到了遠郊，李宏塔才改乘公務車上班。

有人笑李宏塔是個沒「愛好」的人，對房

子、車子、票子沒有追求，對吃、穿、住也
都不講究，不抽煙不喝酒，也不進歌廳舞
廳、洗腳房。雖然他一生節儉，但家中卻並
沒多少存款。對於錢去哪了，民政廳機關裏
的不少人心中都有數，在每年「送溫暖」
「獻愛心」的名單中，李宏塔的名字都是排
在最前面。當到農村看到「五保戶」家的房
子漏雨、到福利院看到老人被子太薄時，李
宏塔就會想起祖父李大釗救濟窮人時的樣
子，情不自禁地想幫助他們。

如數奉還兒子結婚所收紅包
2008年，李宏塔的兒子結婚，婚禮布置簡

單，單位同事們前來祝賀並包了紅包。為了
不破壞婚禮的氣氛，李宏塔照單全收，但第
二天便將所有的禮錢如數奉還。「李家的良
好家風，讓我們能夠心平氣靜地固守清貧。
『革命傳統代代傳，堅持宗旨為人民。』我
經常用這副對聯自勉，並以此教育子女，決
心把李大釗的良好家風繼續傳承下去，踏着
先輩們的腳印繼續往前走。」李宏塔說。

講述人

李宏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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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年，李宏塔（左）陪父親李葆華
（右）在家中下棋。 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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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在北京李大釗烈士陵園拍攝的全家福。後排左二為李宏塔。 受訪者供圖

「
後
輩
繼
承
祖
父
家
風
個
個
廉
潔
奉
公
」

●李大釗 資料圖片

●2014年，李
宏塔（左一）看望
困難群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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