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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李昌同志是我党和我国知名的青年工作领导者、教育家和思想家。
他早年投入抗日救亡和革命工作，是一位坚毅、勇敢又善于将党的政策贯彻到实际工作中去的革命者
。
加以他为人耿直、诚恳，朴实无华，我十分敬重李昌同志。
我与李昌的友谊开始于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
李昌是清华大学的积极分子，我是燕京大学学生自治会成员。
他较早投身革命，曾于1933年在上海加入共青团。
“一二·九”那天，他担任纠察队的工作，在“一二·一六”，他是清华的先遣队员。
在北平学生抗日救亡运动中，李昌显示了他坚强、勇敢的斗争精神。
“一二·九”之后，北平各大中等院校组织南下宣传团，我们都在由清华、燕京等校学生组成的第三
团，李昌是三团先遣队队长。
他带领先遣队的同学为大部队打前站。
南下宣传团不顾当地军警的堵截、骚扰和包围，坚持做了一些宣传、发动群众抗日的工作。
李昌的机智和出色的组织能力，在运动中表现十分突出。
我们返回北平后，成立了北平民族解放先锋队。
李昌先后担任清华民先的大队长、北平民先总队长和全国民先总队长。
他在工作中表现出民主作风、创新精神和出色才干，受到了广大同学的拥戴。
我记得在1938年，李昌和我在武汉任中共长江局青委委员。
当时，长江局书记王明作出了以民先队作为全国统一的青年团体，把别的青年团体如青年救国团并入
民先队，以与国民党三青团对抗的决定。
长江局青委书记宋一平不同意王明的这个意见，并同我们二人一致认为，在抗战初期各地进步青年以
满腔热情建立的多种多样的团体宜予保持，以便更有利于贯彻青年运动的统一战线方针，而不宜以民
先队来统一全国的青年团体。
我们推崇李昌统稿，形成了《关于统一战线的方针问题》一文，分送长江局和中央青委，得到了中央
的同意。
1940年，我们在延安中央青委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李昌在对边区青年工作考察研究后建议：青年工作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但同时，
应注意青年工作的特点，尊重青年组织的独立性。
我也持相同的意见。
事实证明，这个意见不但是正确的，而且是及时的。
早在1940年，李昌就提出了建立青年团的主张。
这个卓有远见的创意在1949年4月得到实现。
李昌也被调回青年团工作，担任团中央常委、书记等职。
1953年，李昌被毛主席任命，去哈尔滨工业大学担任校长。
在11年期间，他把一个设施陈旧、条件简陋的哈尔滨工业大学建成为那个时期全国最好的大学之一，
培养出大批人才，为祖国的国防工业和航天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正担任中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党组书记、副主任的李昌被假革命势力
严重冲击，受到了种种不公正的待遇。
但是李昌始终坚持党性原则，不屈服于极“左”的压力。
1975午，李昌恢复工作，与胡耀邦一起整顿中国科学院。
粉碎“四人帮”后，李昌在科学院才得以施展抱负，作出了不少令人敬佩的业绩。
他主张为“四五”运动平反，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制定科学院发展规划，创办了我国第一个研究生院
，倡导精神文明建设。
这是他晚年工作中值得称道的一段。
1982年李昌出任中纪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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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不轻松的职务。
一方面是当时党内不正之风和违法乱纪的现象相当严重；另一方面是在新的时期出现了纪检S-作如何
服务于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以体现出改革开放方针政策的问题。
当时围绕是否开除雇工党员党籍的问题，社会上和党内都有争论。
随着个体经济和民营经济的发展，不少经营工商业的党员雇工开始超过7人。
有一些同志主张将那些超标(内部掌握的标准)雇工的党员开除党籍。
李昌在中纪委常委会上坚决反对这种意见，认为党员雇工，可以发展经济，解决我国十分突出的就业
问题，合法致富体现了党的改革政策，应当允许。
李昌这种只唯实的态度是他的一贯作风。
争论最终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得到解决。
实际上，至今还没有企业家党员因雇工超标而被开除党籍。
在离休后，李昌一直关心着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从事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思索和研究
，十分关注反腐倡廉和法制建设，多次向中央提出书面建议。
年迈的李昌依然保持了青年时代的理想和热情，还是那么正直、善良、睿智和勤勉。
虽历经种种磨难，他对党和人民仍是无比忠诚，对历史和现实中的问题无时不在深沉的思考。
《李昌传》是一本记载我党多项工作所走过的光辉历程的著作，是表现一位忠诚的共产党员不知疲倦
地为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而奋斗的好书，它即将完稿付梓，我高兴地以这篇短文表示祝贺。
黄华2008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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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踏遍青山不觉累：李昌传》讲述了他从出生到求学、冉到止上革命道路90多年的人生故事，作
为缩影见证了中国革命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历程。
　　《踏遍青山不觉累：李昌传》共十一章。
主要内容包括：走出灵秀的湘西大山、“一二·九”运动和民先队、宝塔山下呼唤民主、金戈铁马征
战急、重返青年工作舞台、创造哈尔滨工业大学的辉煌、“文化大革命”中的风雨坎坷、整顿科学院
始末、恢复原职重返中科院、在中纪委和中顾委、老骥伏枥锲而不舍等。
　　《踏遍青山不觉累：李昌传》不仅内容丰富，厚重，而且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事件，史料
性和可读性强，可作为青年工作、教育管理、中国革命史等领域研究和实践工作者参考书，也可作为
励志书供广大读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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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北平，这座古老的历史文化名城弥漫在耻辱和混乱之中。
东交民巷日本使馆的驻军在大街小巷耀武扬威，摆出一副占领者的姿态。
前门火车站一片拥挤混乱，党国要人、豪商大贾们携带金银细软和家眷纷纷南逃，东北、华北各地的
难民则源源不断地涌进北平。
各所大学惶惶不可终日，纷纷筹谋计划“南迁”。
在他心目中享有崇高地位的清华大学，此时也是一片狼藉。
清华园的图书馆门前堆满了木箱，准备将藏书装箱运往长沙。
往日的欢歌笑语、朗朗读书声，被一片钉木箱的吵闹声所替代。
“九一八”事变后迁来北平的东北大学，也要再搬到西安。
教育界吵吵嚷嚷，人心混乱，许多教授慷慨陈词，说准备上“最后一课”。
对于眼前的一切，作为一个爱国青年，心中当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啊！
莘莘学子，何以报国？
李昌曾经回忆起当时的情形说：“我因失掉了团组织关系，刚进清华没有熟悉的朋友，好像一只失群
的孤雁。
好在同年级同学董凌云(清华的职工考入清华)很活跃，我们就慢慢地和一些进步同学联系起来了，这
样使我感到不再是漆黑一团。
”清华大学是清政府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开办的国立大学，校内实行美国式教育和民主管理，倡导
办学生会，实行学生自治。
这一时期，学生会的《清华周刊》和《清华副刊》为进步学生所掌握。
李昌人校后不久，就读到一期抨击法西斯的专辑，周刊勇敢宣传进步思想，文笔犀利，议论风生，读
后使他振奋不已。
国民党政府对外卑躬屈膝，对内实行法西斯独裁统治，横征暴敛，沉溺内战，加之全国各地连年灾害
，黄河泛滥，中国大地哀鸿遍野，饿殍载道。
灾民涌进城市，卖儿卖女，沿街乞讨。
大中学校的许多学生缴不起学费和饭费，面临失学的困境。
人民已无活路可走，唯有救亡图存。
广大爱国民主人士纷纷站出来反对国民党政府丧权辱国的独裁统治。
“九一八”事变以后，平津地区的文化教育界知识精英、各民主党派及各界爱国人士自发成立了各种
抗日救国团体，其中有平津教职员联合会、北平市抗日团体联合会、东北热河后援协会、东北留平学
生抗日救国会、北平各大中学学生抗日联合会、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和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的北平分会
、平津国立院校教职工联合会、义勇军敢死队、左翼文化联盟等进步团体，另外还有工界抗日救国联
合会、北平农民救国会、商民救国会、妇女界抗日救国会、北平市民联合会等等。
各大中学校的学生也成立了自治会、诗社、读书会、世界语学会等组织，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继“五四”运动之后，北平的知识精英再次走在运动的前列。
当时组织和参加各种活动的教授名人有张申府、马叙伦、许德珩、杨秀峰、黄松龄、刘清扬、邢西萍(
徐冰)、齐燕铭、冯友兰、曾昭伦、涂长望、严景耀、雷洁琼等进步人士。
尽管学者教授们的政治倾向不尽相同，但停止内战、抗日图存的信念是一致的。
原北平女一中校长孙荪荃因在“九一八”事变中支持学生爱国运动，被撤掉校长的职务，但她依旧支
持学生的抗日救国活动，后又被捕入狱。
中国大学的国学大师吴承仕教授也始终和广大学生站在一起，参加他们的活动。
8月，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执委许德珩与夫人劳君展，邀集了北平各大学的一部分教授徐冰、
陈豹隐、张申府、刘清扬、张晓梅、吴觉先等在玉泉山开会，研究组织各校爱国师生开展救亡活动。
北京大学学生黄敬(在青岛出狱后来北平，此时与党组织尚未接上关系，北大也没有中共地下党支部)
一直和许德珩联系，并参与他们的活动。
10月中下旬，中国共产党的《八一宣言》传人北平、上海等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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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0月1日，《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副标题：《八一宣言》)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
政府和中共中央委员会名义发表于共产国际在巴黎出版的《救国报》(以后改名为《救国时报》)。
这份告全体同胞书用《八一宣言》作为副标题，可能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动手草拟这个重要文件
的日期有关。
大概由于《八一宣言》简要明确且顺口而著称于世。
这时，中共中央和红军还在长征途中，即令到了陕北吴起镇，与共产国际和国内各地方党组织都还没
有联系上，无从知晓共产国际这一新的精神。
直到12月25日，在瓦窑堡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才由从莫斯科秘密回来的林育英(张浩)传达
了国际七大的决议并报告了《八一宣言》。
瓦窑堡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决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
《八一宣言》10月份就传到了北平，在各界进步人士和广大学生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首先响应《八一宣言》的是平津知识界、社会名流。
名教授许德珩邀请杨秀峰、孙文淑、程希孟、彭道真、温建功等人从天津来北平开会，决定响应《八
一宣言》的号召，为吁请政府停止内战、团结抗日举行请愿游行，“以救危局，以警奸邪”。
会议确定了联系各校发动工作的负责人：北京大学、东北大学由许德珩、马叙伦、尚仲衣负责；清华
大学由张申府、潘体素负责；女子文理学院由劳君展负责；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及各学院由寸树声、陈
豹隐、程希孟负责；师范大学由杨秀峰负责；内外联系由徐冰、张晓梅负责。
这些学者教授，许多人既是民权保障同盟会的会员，又是平津国立院校教职员联合会会员以及各校抗
日团体的成员或负责人，阵容强大，颇有社会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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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李昌传》经过五年的磨砺，终于结稿付梓。
编写本传过程中，我深深感到它的难度。
难，不仅在于传记的跨度长——记述传主九十年的历史；也不仅在于传主参与了现代不少重大历史事
件，并充当了重要角色；更主要是难在他从少年时代开始，始终为民族振兴和人民福祉奋斗，其间经
历了不少曲折和磨难，其复杂的背景和心境，需要用一种历史的眼光来再现和评判。
青少年时期，传主怀抱救国之心，接受“五四”运动所确立的“民主与科学”的思想，投入抗日救亡
和反对国民党蒋介石专制独裁统治的历史潮流，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入党以后，在数十年奋斗过程中，他坚持独立思考，为民族和国家立下汗马功劳，但也在一些问题上
招致错误的批判和整肃。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对历史痛切反思的基础上，他更自觉、更理性地回归并激扬“民主与科学
”的精神，积极倡导“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建立现代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殚
精竭虑、奋斗不息。
传主在政治生涯中所受到的挫折，主要是在延安中央青委时期的一段和60年代“文化大革命”开始之
后，其中的是非曲直，我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尽可能把事实呈现给读者。
特别是“一二·九”运动的发动过程，我收集了大量资料进行研究。
形成了自己的看法。
冯兰瑞老师对此也有相当深刻的见解，写出了精彩的文章，作为附录收入了本书。
传主在长期的工作中，也曾与一些同事产生严重的分歧和激烈的争论，本书对此也有客观的呈现。
他在谈到这些事时十分平和，对分歧和争论的另一方没有丝毫抱怨和责难。
我深为传主宽阔的胸襟所折服，也为这些老同学、老同事间的友谊而感动。
要在本传记中再现和还原传主这样的心灵世界，以及因如此心灵世界而招致的人生曲折，对我这样一
个阅历浅薄的后生来说，难度自然是很大了。
今天，这部50多万字的著作得以完成，是因为积聚了众人智慧和力量，应该说它是一项群体创作的成
果。
首先，要感谢近四十位被采访者，为本传提供了传主各个时期丰富而鲜活的材料。
他们中，如于光远、黄华、李锐和任仲夷等前辈，年龄全都超过90岁。
他们宝贵的回忆，具有非常珍贵的史料价值。
感谢跟随传主工作过十余年的80多岁老人李景煊。
在我访问哈工大期间，得到他一直带领、指点、陪同，访问了原校长杨士勤、党委书记吴林、副校长
强文义和一些老教授，如李家宝、齐毓霖、何绍元等不下20人。
以后李景煊还找到了孟新(原哈工大党委宣传部长，现为黑龙江东方学院院长)和丘广发(原哈工大校刊
主编)一起核实、补充传记中有关哈工大的一些情节，提供修改意见。
感谢曾在中科院与传主共事过的吴明瑜、明廷华、周贝隆、孟昭文，还有汪敏熙和范岱年，提供了传
主在这一时期活动的宝贵资料。
感谢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郑沈为本书提供了不少有关青年运动史的历史资料。
感谢传主在中纪委时的秘书李树林先生，他把自己跟传主工作期间(1990—1995年)的全部工作笔记，
和雷美芑合作精心编写的传主生平传略，慷慨提供给本人，使本人能在第一时间里进入编撰角色。
感谢传主的子女李玉、李炎、李嘉，他们都程度不同地参与了本传的编写工作。
特别是李嘉先生，作为冯兰瑞老师的助手，自始至终参与了审订工作，李新舟为本书录入、编排以及
图片的处理做了许多工作，对本书的完稿，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感谢冯征、吴明瑜、明庭华、孟昭文、郑仲兵、韩钢诸先生，他们是本传的特别顾问。
他们丰富系统的历史知识，登高望远的历史眼光，实事求是的治史态度，他们的史德、史识、史胆在
我编写本传记过程中，不断起到指点迷津、去困解惑的作用。
特别要感谢冯兰瑞老师，她事实上是本书的总策划、总指导和不肯署名的主要作者。
冯老师不仅最熟知传主的情况，而且思绪明晰，认识境界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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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她帮助我设计了写作框架，联系和安排了采访对象，而且在我数易其稿，仍觉得未曾到位，后期又
由于新的工作所系无法脱身的情况下，从头到尾，句斟字酌地进行修订，做了增删润色的工作。
有些章节还进行了改写。
可以说，没有冯兰瑞老师的工作和各位老师、朋友的贡献，本书不可能有今天的质量，甚至不可能有
今天的问世。
哈尔滨工业大学党政领导给予出版《李昌传》很重视，哈尔滨工业大学原副校长强文义教授对本书进
行了审阅，并对本书的出版给予了大力支持，在此，特向他们表示由衷的谢意。
同时，将此书作为纪念新中国成立60周年图书和哈工大建校九十周年校庆丛书之一来出版，使我能够
借以表示对传主九四高寿的祝贺，这是本人特别感谢的！
在写作此书过程中，我参考了许多他人的作品和大量资料，在此一并致以谢意。
由于传主的人生经历涉及中共历史几个重要时期和事件，因此，编撰《李昌传》的过程，也是一次认
真研讨相关历史问题的过程，是坚持实事求是，进行拨乱反正、去伪存真的求索过程。
这正契合传主李昌坚持“民主与科学”的精神，上下求索，不断去伪存真的人生轨迹。
这正是本人和参加本书编撰工作的全体同仁感到莫大欣慰的地方。
当然，本传还会留下不少遗憾——主要由于本人的原因，疏漏错讹在所难免。
万祈大家批评指正。
周士元识 2008年1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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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踏遍青山不觉累:李昌传》由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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