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23年，楚图南从北京高等师范学

校（今北京师范大学前身）毕业回到故

乡云南昆明，此后辗转哈尔滨、长春、泰

安、开封、上海、北京等地，先后在十几

所学校任教20余年，尤其在东北数年

间，言传身教，把无数青年志士送上革

命道路。

受李大钊派遣来到东北

由于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大革命形

势的发展，北方的革命工作很需要得力

的同志，楚图南被纳入组织的视野。

1925年冬，他接到北方党组织的通知，

回北京接受任务。

半年前，李大钊辞去教职，集中精

力于党的工作，领导整个北方地区的革

命斗争。楚图南到了北京后，先去找李

大钊报到，李大钊对他说：“满洲很需要

人，你赶快去，找吴丽石接头。”

1926年初，楚图南来到哈尔滨。在

哈尔滨，他向中共哈尔滨特别支部书记

吴丽石传达了李大钊的指示，随后以中

学教员的身份在学校开展工作。经李大

钊批准，楚图南由青年团员转为中国共

产党党员，由吴丽石直接领导。

楚图南在哈尔滨省立六中以教员

身份为掩护从事革命活动，担任几个班

的国文史地课程。楚图南在讲课时，经

常向学生介绍鲁迅、瞿秋白、郭沫若的

文章，以及《独秀文库》《中山全书》等书

籍，使学生们开阔了视野，提高了思想

觉悟。由于他知识渊博，平易近人，他身

边常常聚集一些进步学生和老师。他还

帮助和指导学生创办进步文学社——

灿星社。省六中有十几名同学参加，大

家还集资创办了《灿星》文艺月刊，开辟

了现代文学园地。楚图南参与了《灿星》

的编辑、出版工作，并用多个笔名发表

文章，出版译文，宣传革命思想，鼓舞师

生们的革命斗志。

“读书会”遍地开花

为了传播革命思想，楚图南和其他

同志，在进步学生中成立了“学生会”

“读书会”“文艺会”，演出进步戏剧，讲

解“五四”运动后出现的新文化思想。向

学生介绍高尔基的《母亲》、法捷耶夫的

《铁流》、辛克莱的《山城颂》、雷马克的

《西线无战事》。这些革命活动，为东北

学生的思想启蒙起到了重要作用。

特别是“读书会”，非常受青年学生

们的欢迎。楚图南不定期但经常性地在

“读书会”作演讲。他讲革命道理，讲十

月革命，讲民族苦难，讲青年成长等等，

帮助青年学生接受革命道理，鼓励青年

起来投身革命，为民族解放和国家富强

去努力斗争。他激发青年把自己的成长

与民族的前途、国家的前途、人民的命

运紧密结合起来，做一个对国家对人民

有用的人。

随后，他又来到吉林省城（今吉林

市），任教于毓文中学、吉林省立第一师

范学校、吉林省立第五中学，从事李大

钊所嘱托的工作。

1926年底，由于刊载抨击日本帝国

主义企图侵占东北、抗议反动军阀认贼

作父的文章，《哈尔滨日报》被迫停刊，

经常放映进步电影的滨江大戏院也被

封闭。党失去两个主要宣传阵地，一些

同志被捕和被迫转移，工作遇到一定的

困难，吴丽石派楚图南回北京向李大钊

汇报情况。这是楚图南最后一次见到李

大钊，“由于繁重的工作，他清瘦多了，

但两眼仍然炯炯有神如故，他仔细地听

取了我的汇报后，让我赶快回东北，转

告吴丽石同志，不要过于暴露，已封闭

的报馆、戏院就不要恢复了。总之，李大

钊同志告诉我们，聚集力量，准备迎接

大革命的高潮”。

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在北京英

勇就义，得到消息后，楚图南悲愤万分，

继续斗争的决心和意志也更加坚定了。

他与赵尚志、韩乐然组成一个中共党支

部，并任支部书记。八七会议后，中共中

央决定成立满洲省委和共青团满洲省

委，楚图南担任共青团文化教育委员，

也承担党的宣传工作。

第一次国共合作宣告破裂后，楚图

南尽自己所能，把在关内已经暴露身份

的共产党员尚钺、杨定一介绍到吉林毓

文中学任教，将李扶人、王复生、郑效洵

等人介绍到吉林省立一中、五中任教，

使他们摆脱了危险。

到处都是白色恐怖，楚图南又毅然

来到长春，在吉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任

教，担任三年级毕业班的国文课兼年级

主任。很快，他的身边就聚集了郑健（后

改名为郑康，曾任吉林省计委副主任）、

于克（曾任吉林省省长）、盛宝昌、孙肃

先、姜宝鼎等一批进步青年，他又在这

里组织学生读书会，读书活动又如火如

荼地开展起来。

1929年秋天，吴丽石被调任中共山

东省委书记，楚图南随他来到了山东泰

安，在泰山脚下的省立三中任教。因在

五月七日国耻纪念日发表两次讲演，惊

动了国民党山东当局，楚图南遭到通

缉，在校长张默生的帮助下离开济南。

身陷狱中心不悔

楚图南又来到哈尔滨，在东省特区

女子第一中学任教。1930年秋季开学，

他一如既往地认真教书，热情地宣传革

命。可是，危险正向他靠近。一个学期尚

未结束，他便因“吉林五中共产党案”被

国民党当局逮捕了。楚图南和谢雨天等

七位师生在关押期间勇敢坚持斗争，楚

图南等严守党的秘密，敌人始终没抓到

“共党活动”的证据。最后以“危害民国

紧急治罪”“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

主义”的罪名，判处楚图南有期徒刑九

年零11个月，关进吉林省第一监狱。

刚过而立之年的楚图南虽身陷狱

中，但并未失去斗争的勇气，他坚持锻

炼身体，制订生活和学习计划，教狱友

们学习外语，给他们讲中国历史，并翻

译了长达20万字的《查拉斯图拉如是

说》。1934年6月，因伪满皇帝溥仪“登

基”实行大赦，楚图南提前结束监禁生

涯。为防不测，他跨出吉林省第一监狱

大门的第二天，就离开东北启程南下，

经友人介绍进入开封北仓女中任教。

（摘自《文存阅刊》202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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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图南在东北的岁月
·王 力·

刘仲华：李宗仁身边的红色特工

刘仲华，1899年生于山西崞县（今

原平）。1923年加入共产党。抗战开始

后，刘仲华到五战区司令长官部李宗仁

手下担任高级参议，以“非党员”身份做

统战工作。

从汉中行营到北平行营

据李宗仁的机要秘书、汉中行营秘

书处处长尹冰彦回忆：

1945年8月10日，日本政府宣布投

降后的第二天下午，李宗仁召集亲属共

进晚餐以示庆祝。晚饭过后，“李宗仁临

时把参谋长王鸿韶、顾问石超庸，参议

刘仲华，秘书主任黄雪邨和我点名留下

来，围坐在一张大桌子的周围。”李宗仁

将这几名亲信留下后，首先告知大家汉

中行营终将撤销，然后提醒大家需帮他

认真思考一下未来的出路。此次深谈的

主题是未来的安排问题，在座的几位都

是他的心腹。

8月24日，李宗仁通过白崇禧表达

接管北平的企图，要求蒋介石“请迅即

发表北平行营命令”。蒋介石需要团结

李宗仁以共同对付中共，因此先于8月

底通过电话征求李宗仁到华北任北平

行营主任的意见，得到同意后于9月1日
发布特派李宗仁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北平行营主任的命令。

到北平后，刘仲华帮助

李宗仁邀请文化人士、著名

清史学家萧一山前往北平行

营担任秘书长的职务。李宗

仁邀请萧一山出任北平行营秘书长一

职并非易事，因为萧一山曾婉拒过蒋介

石的邀请，担心如前往北平行营就职，

有为桂系效力之嫌。在李宗仁为北平行

营的人员建制操心时，刘仲华充当了替

李宗仁分忧解难的角色并成功地完成

任务，为日后萧一山帮助李联络北平各

界人士创造了先决条件。

刘仲华在北平期间仍在参加中国

民主革命同盟的工作，并直接受叶剑英

的领导。据他回忆：

日本投降后，我随李宗仁到北京。

军调部成立，徐冰夫妇经常来我家联系

工作，徐介绍我同叶剑英同志接上关

系。军调部临撤时，叶总找了几十个人

（有进步人士和小民革的一些人）开会，

我也参加了。叶在会上说：“解放军很快

还要回京，你们的工作很艰苦，以后可

多和老刘（指我）联系。”

1947年，出于安全的考虑，刘仲华

改为由李克农单线联系。

利用官方身份参与经商

1946年9月1日，北平行营奉命改称

“北平行辕”，但仍是有名无权。李宗仁

“认为解决粮煤问题是稳定平津第一件

大事，立即成立粮食和煤炭供应管理委

员会”。这个委员会由刘仲华当主任，负

责北平的煤炭供应。

刘仲华还曾奉命替李宗仁开设银

号。据刘仲华回忆：“为了生活，我曾借

钱和人合伙开了一个银号荣长厚。”

荣长厚银号于1930年创设，在1937
年因北平通货膨胀而被迫停业。1947年
1月荣长厚银号复业，这在很大程度上

来自于刘仲华的努力。刘仲华是银号的

主要出资人并且担任董事长。

无论是经营煤矿或开设钱庄，都体

现出刘仲华在这一时期与李宗仁关系

的密切。徐金平曾是北平一位著名的饲

养金鱼的专家，据他回忆：“李宗仁先生

任北平行营主任时”，“我经常去他的公

馆送鱼虫、换水。常看见他和另一位长

者在客厅里下棋。他们和蔼地向我问长

问短。那时，我不知那位长者是何人。解

放初，在一次集会上我又见到了他。别

人告诉我，这人叫刘仲华。”

协助李宗仁竞选副总统

1948年1月8日上午，北平行辕主任

李宗仁在外籍记者招待会上表示，他有

意在即将召开的行宪国民大会中竞选

副总统。3月23日，李宗仁率领竞选团队

抵达南京，其中即包括刘仲华。

李宗仁的胜选与强有力的经费支

持是分不开的，为拉拢选票，大肆设席

宴请并赠送礼物，急需有力的资金支

持。而刘仲华无疑在其中起了重要的作

用。他开采煤矿获得的经济收益主要被

李宗仁用作竞选副总统的经费。

（摘自刘会军 蒋沫沫著《忠诚无

悔：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书记刘仲华生

平》，中共党史出版社2022年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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