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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李大钊回国前后
关于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

会的中国与会代表，史学界一直处于

众说纷纭的状态，主要说法就达八种

之多。比如，1994 年 5 月，《李大钊研

究辞典》中明确写到，“中国代表团由

五人组成，有表决权的代表是陈独秀、

罗文虎、琴华（李大钊）。有发言权的

代表是刘齐佳（女）、彭述之。”其中，罗

文虎即罗章龙，刘齐佳即刘清扬。

2019 年 9 月，北京大学校史馆副

研究员、历史学博士杨琥在编纂《李大

钊年谱》（下册）中明确提到，“刘清扬

回忆：1924 年 3 月，北方区李大钊同志

派我到广东工作。5 月，接党中央陈独

秀的通知，叫我随李大钊同志去参加

在苏联莫斯科召开的第三国际第五次

代表大会。中国出席大会的代表共六

人，即李大钊、王荷波（工人领袖）、姚

作民（一般工人）、彭泽湘、卜士琦（青

年代表，后叛变）和我（妇女代表）。代

表团团长是李大钊同志。”紧随其后，

“按：刘清扬此处回忆的中国参加会议

的代表名字有误。1924 年 3 月 30 日，

第三国际给中共中央来信，通知派代

表团参加会议。李大钊受命率罗章

龙、王荷波、刘清扬和已在苏联留学的

彭述之 4 人出席大会。”2011 年，李敏

在《考证李大钊 1924 年的苏联之行》

一文中提出，“代表团成员除李大钊

外，还有王荷波、彭述之、刘清扬（女）,

以及时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的赵世

炎、卜世琦二人。……多年来，不少文

章中认为，当年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

代表大会的中共代表团成员中，还有

罗章龙。但从现在看到的参会代表团

成员登记表资料中，未见有罗章龙的

姓名。”

2021 年 11 月，青岛大学马克思主

义学院教授、法学博士李曙新撰文《共

产国际五大的中国与会代表再考订》，

从寻找和挖掘新史料，并对既往史料

进行重新审读入手，将之前相关论著

所涉及的与会代表逐一进行详细核实

与考证，确认出席共产国际五大的中

国与会代表共有五人，即李大钊、王荷

波、刘清扬、彭述之、卜士奇，其中前四

人为中共代表团成员，后一人为青年

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其中有表决权

的代表是李大钊、王荷波、卜士奇，有

发言权的代表是刘清扬、彭述之，而过

去把陈独秀、罗章龙、姚佐唐、赵世炎、

彭泽湘和张太雷等人也列为与会代表

的说法，均是不成立的。其中，陈独秀

在共产国际五大上当选执行委员会委

员，但并不是与会代表；彭泽湘、赵世

炎作为列席人员参加了共产国际五

大，但不是中共代表团的与会代表；罗

章龙、姚佐唐出席的是赤色职工国际

三大而非共产国际五大；张太雷不是

出席共产国际五大的与会代表，而是

中共代表团的秘书兼翻译。

这一考证结果，解决了原始文献

速记记录中的“与会代表”和“资格审查

材料”相吻合的问题，也解决了原始文

献与当事人回忆相吻合的问题，对于结

束史学界长期以来众说不一且颇多错

讹的状态，应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

1924 年 10 月 23 日，冯玉祥发动北

京政变，推翻了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

控制的北京政府，驱逐清代末代皇帝

溥仪出宫，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倒

台，通电全国宣告成立“中华民国国民

军”，国内形势发生大变。根据党中央

决定，1924 年 12 月 3 日，李大钊离开莫

斯科启程从东线回国。

绥芬河是当年中东铁路这条国际

红色秘密交通线的重要节点。中共二

大后，为加强同共产国际的联系，中国

共产党在绥芬河等地设立地下交通

站。绥芬河的“大白楼”曾是中东铁路

的铁路公寓，也是共产国际和中共早

期秘密交通线接待站。李大钊参加共

产 国 际 五 大 返 回 途 中 就 住 在“ 大 白

楼”。如今，李大钊在大白楼二楼住过

的房间，展出的有床、写字桌、单人沙

发等，床头悬挂李大钊的照片和生平

介绍，还有李大钊曾撰写的名联“铁肩

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李大钊在“大白楼”住了一夜，后

安全抵达哈尔滨，又住在了王芳田的

“宏昌茂”杂货店。李瑞景、王芳田向

李大钊询问苏联的情况，李大钊说，

“那里的工农群众当家做了主人，中国

革命非走俄国人的道路不可。”这次李

大钊在哈尔滨又住了三天。临走时，

王芳田问李大钊到哪里去？他说“回

北京”，王芳田一听急忙从行李底下拿

出刊有通缉李大钊的《盛京时报》，李

大钊看后，既气愤又蔑视地说：“哼！

反动家伙与革命就是这样势不两立，

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哪个革命者不

被通缉，这些玩艺没什么了不得!”李

瑞景也劝李大钊在哈尔滨暂时躲避一

下，等平静时再回北京，而李大钊却坚

定地说，“干革命就是要消灭他们，这

些豺狼岂肯善罢甘休，不回北京中国

革命怎么能走俄国的道路？”

李大钊婉言谢绝了王芳田、李瑞

景的挽留，毅然离开哈尔滨，又投身到

火热的革命斗争之中…… （全文完）

1968 年，我们下乡到了河北省迁

安县（今迁安市），被分配到县东北部

一个村子插队落户。这里属于半山

区，北眺巍巍万里长城，东临滚滚青龙

河，山清水秀，民风淳朴。

从我下乡的这个村子往东走，仅

几里路，就是青龙河。青龙河古称卢

水，是迁安境内第二大过境河流。发

源于河北省平泉境，流经辽宁省凌源，

再过河北省卢龙、迁安两地，逶迤蛇行

南去，汇入滦河入海，全长 222 公里，

在迁安境内长 31公里。

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徜徉在青

龙河岸边，望河水滔滔南去，顿觉心

胸豁然开朗。河水势如奔马，勇往直

前，一泻千里，有一种野性十足的雄

浑 奔 放 ，有 一 种 百 折 不 挠 的 阳 刚 之

气。放眼青龙河两岸，虽说不上风光

旖旎，却能令人感受到历史的沧桑。

河西岸地势平缓，有很远的河滩地，

河滩上有不少从上游冲下来的石头，

已经被洪水泥沙磨平了棱角，当地人

就用这种大鹅卵石盖房垒墙。河东

岸却是山地，绵延起伏，层峦叠嶂，有

的地方山势险峻，湍急的青龙河水沿

着山脚绕山而过。过了河便是卢龙

县。因而，青龙河成了迁安、卢龙两

县的界河。

青龙河岸边有一块巨石，如下山

猛虎般卧伏在岸边水中，人称爬石。

观其形状，似应称其卧虎石或趴石更

准确些。古时，爬石应是河岸边一座

突出的山包，历经千万年风吹日晒雨

淋，岁月的剥蚀，洪水的冲刷，已变得

十分光滑，像一个人光秃秃的大锛儿

头一样，十分突兀。大锛儿头高悬于

水面之上，水下部分山体经多年大水

冲淘，已经形成了很深的凹洞，水势凶

猛时会出现很大的漩涡。

关于爬石，还流传着一个有趣的

故事——很久以前，青龙河上有一位

贫苦的打鱼人，靠着一条小船、十几只

鱼鹰，捕鱼为生。一天，他摇船来到爬

石旁水面，把鱼鹰一只只放下水去，期

盼水深会有所收获。谁知奇怪，放一

只下去不上来，再放一只下去还是不

上来，十几只鱼鹰全部钻入水底，却泥

牛入海无消息，一只也没有上来。打

鱼人十分纳闷，瞪大双眼，狐疑地盯着

水面。忽然，“哗”的一声水响，打鱼人

吓了一跳！定睛一看，瞠目结舌惊呆

了。只见十几只鱼鹰一齐浮上了水

面，齐心合力用嘴巴抬上来一只巨鳖，

有八印锅那么大！打鱼人惊慌失措，

“噗通”一声跪倒在船头，叩头如捣蒜，

口中念念有词：“大老爷饶命！大老爷

开恩！大老爷恕罪……”他见鱼鹰们

都不松嘴，忙抄起撑船的竹篙，拼命地

扑打吆喝，驱散鱼鹰，放了那只巨鳖。

那巨鳖旋即侧身沉入了水底……打鱼

人吓了个半死，挣扎着撑船望风而逃，

离开了爬石处水域。从此，他卖了小

船和鱼鹰，改行干别的营生，再也不敢

到青龙河上打鱼了。

古人迷信，认为每逢发大水都是

王八甲鱼在作怪，王八甲鱼是领水的

水头老大；爬石处水深，那里是甲鱼

窝，这才有了这个故事。其实，历史上

青龙河水患严重，除一些地理原因外，

主要是由于北洋军阀、日本侵略者在

上游地区滥砍滥伐，植被破坏严重，水

土大量流失，加上河道年久失修造成

的。雨季到来，山洪暴发，青龙河多次

泛滥成灾，两岸村庄多被冲毁，人民深

受其害，苦不堪言，县志均有记载。新

中国成立后，由于党和政府采取措施

大力治理，青龙河终于改掉了桀骜不

驯的坏脾气，开始造福于人民了，引滦

入津工程就有青龙河的一份功劳。而

且，青龙河水无工业污染，所产鲫鱼素

以肉味鲜美而闻名，享誉远近。

久慕爬石处水深，我们曾多次结

伴去游泳。因不是洪水季节，青龙河

水并不太深，曲波微澜，静静流淌，河

水漾着笑窝，多了几分温柔与恬静。

我们游过河去，爬上光秃秃的爬石，纵

身跳水，爬石下面的水果然很深，从高

高的爬石上跳下来也探不到底。我们

童心大发，一个个爬上跳下，水花四

溅，玩得十分开心惬意。

五十多年过去了，时过境迁，青龙

河与爬石可能也变了模样。时光如

流，风雨苍黄。仿佛倏忽之间，我们

也由当年十几岁的知青变成年过古

稀的老人了，不知何时会有旧地重游

的机会。

许庄不是村名，而是明朝嘉靖年

间一位郡绅先达。

在光绪版《滦州志》卷十八“外

编”的“旧志纂修姓氏”一节中，首先

便提到：明嘉靖戊申（即嘉靖二十七

年，公元 1548 年），知州陈士元采郡

绅许庄私志本创修，滦之有志始此。

显而易见，在陈士元主持的官

修首部《滦州志》出现之前，许庄已

经 以 一 己 之 力 写 出 了 一 部《滦 州

志》。 高 擢 为 陈 士 元 嘉 靖 版《滦 州

志》作的序中也说：“滦夙有志，成于

郡 先 达 康 衢 许 君 。”康 衢 是 许 庄 的

号。既然如此，许庄自然就是编修

《滦 州 志》的 第 一 人 。 这 是 一 位 对

《滦州志》和滦州地方文化都有着非

凡意义的人物，那么这位先达的简

历又是怎样的呢？

在光绪版《滦州志》卷十五“人物

列传”的“仕迹”一节中，专列“许庄”

一条，但该条目下只有短短二百零三

个字的介绍，并且既没有生卒年月，

也无具体的生老之地，对于其家庭情

况更是没有提及。直到民国二十六

年（1937 年）的《滦县志》上，对许庄

的介绍依然还是那短短的二百零三

个字。要想更多了解许庄的身世，真

让人无从查考。

好在 1992 年滦县文管所征集到

了许庄夫妻的两块墓志，才为世人解

开了埋藏四百多年的许庄身世之谜。

许庄夫妻的两块墓志乃是 20 世

纪 60 年 代 初 期 出 土 于 滦 州 市 响 嘡

镇，后被当地村民砌在墙内，如今收

藏于滦州文博馆。

许庄墓志共 1308字，详细记述了

他的生平、业绩、祖籍、先祖及官职、学

识等内容。参考光绪版《滦州志》中的

许庄小传以及这两块墓志的内容，就

可以解决一些我们感兴趣的问题了。

关于许庄的生卒年月，在山西蒲

坂人景溱所撰的许庄墓志铭中，开篇

便写道：“嘉靖壬寅仲冬六日，适当长

至滦，朝请大夫、山西少参许公卒于

家，享年八十六岁。”嘉靖壬寅是嘉靖

二十一年，公元 1542 年，仲冬是农历

十一月，因此可知许庄是 1542 年农

历十一月初六去世的。他享年八十

六 岁 ，可 推 算 出 生 年 份 就 是 公 元

1457 年，那一年是景泰八年。

“许公卒于家”，他的家又在哪里

呢？关于许庄的祖籍，墓志铭中记载

较详细，“大夫之先，南直隶苏州府嘉

定县江湾第十一都二十八图依仁乡

梁王土地下人。永乐初，有祖讳澄者

以事迁滦。”那么迁滦后，许澄到底把

家安在了哪里呢？《滦州志》的许庄小

传中写道，“许庄，字德征，其先嘉定

人，徙州之兴庆屯。”兴庆屯共包括田

家庄、半碑店、蓝家庄、徐家庄、坨子

头等五个自然村，就是今滦州市的田

庄子、半碑店、兰庄村、徐庄村、西坨

子头村、东坨子头村等六个行政村。

这六个村中，只有西坨子头村有许

姓，可知许庄是今滦州市滦州镇西坨

子头村人。

关于许庄的简历，可综述如下：

许庄（1457-1542），字德征，号康衢

子 ，又 号 自 知 山 人 ，晚 年 号 无 名 野

叟。公元 1468 年，许庄年十二，能说

春 秋 大 义 ；公 元 1470 年 ，许 庄 年 十

四，补廪员，作为州学三十个名额中

的 一 员 ，每 月 可 领 廪 米 六 斗 ；公 元

1474 年正月十六，许庄年十八，娶滦

州籍福建布政司理问周晋的女儿周

德为妻；公元 1493年，许庄年三十七，

登弘治癸丑进士；随后宰临汾、宝鸡，

升平阳府同知，擢山东按察司佥事，

分巡辽海，升陕西参议，调山西粮储；

乞休归滦后三十余年间闭门著书，著

有《康衢集》《梅花百咏》《养心鉴》《先

天方舆图说》《三礼仪注》等；其间，公

元 1520 年，许庄年六十四，他的妻子

周氏去世，有一个儿子叫许禄。周氏

死后，许庄又继娶了吴氏。在许庄死

后的第二年三月二十九，被葬于滦州

城南许家山龙溪河上。因为许庄的

品学为地方推重，在他死后，由大吏

题请，入乡贤祠，春秋致祭。

墓志铭中对许庄的总结为：“大夫

家世在许氏源流，发身在进士登科录，

政绩在两县长思碑，文章在晋省乡试

录，著述在晋阳实录，筹谋在东辽臬

司，功业在秦晋粮储，忠义在朝廷敕

谕，详备于泾阳张蜀守之传并临汾张

中丞之表”，这种说法作者倒省事了，

可是估计没有哪个读者会去考证。

至于许庄所编《滦州志》，高擢在

给陈士元写的序中评价为“篇释烦

缛，阅者病之”；高第在万历版《滦州

志》的 序 中 说“ 大 都 涉 繁 芜 而 乏 体

裁”，这明显就是抑许扬陈的谀词，不

足为信的。在《滦州志》的许庄小传

中，称他“纂修《孝宗实录》及三十二

郡志，特委编著”，这是什么段位？水

平能差吗？

当然，私志和官志的侧重点可能

有所不同，私人修志，会从个人的兴趣

出发。但是陈士元们修志时采用了人

家的书，又贬低人家，这就有点儿不厚

道了。不管怎么说，许庄是编修滦志

第一人的事实总是无法更改的。

李大钊赴苏联参加共产国际李大钊赴苏联参加共产国际
第五次代表大会始末第五次代表大会始末

□□ 刘凤敏刘凤敏

青龙河与爬石的记忆
□ 阳 刚

编修滦志第一人
— 许 庄 考 略

□ 李智勇

5 月 16 日上午，在唐山市丰润区评剧团

排练厅，河北省艺术职业学院戏剧系师生一

行与丰润区文旅局、丰润区评剧团领导一起

观看了省艺校订单班学员的汇报演出。

丰润区评剧团多年来坚持评剧艺术的发

展与传承，一部部经典在大赛获奖，一段段唱

腔在坊间传唱，一个个形象在弘扬美善，这些

都是“丰润评剧人”的初心与使命。

2023 年 ，丰 润 区 评 剧 团 原 创 现 代 评 剧

《我的嫂子我的娘》在评剧艺术节上精彩亮相

之后，又复排了传统大戏《凤还巢》《牧羊圈》，

还创排了新编古装评剧《徐九经粜谷记》。

2024 年新春伊始，丰润区评剧团与河北

省艺术职业学院签订协议，戏剧系订单班的

8 名优秀学员来到剧团实训，他们带着希望

和使命融入剧团。多年来省艺术职业学院

为各大戏曲院团培养输送了众多优秀青年

戏曲演员，为戏曲的传承和发展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

学员在团实训期间，同所有的演职员一

起送戏下乡，更加深刻地感受到群众对评剧

艺术的喜爱和需求。他们认真学习，把学到

的理论与演出实践相结合，在剧团老师的指

导下，表演水平和技巧突飞猛进。

8 名 学 员 在 汇 报 演 出 中 饰 演 了 不 同 角

色，杨佳琪、刘情缘、杨佳分别饰演评剧《三节

烈》中的赵素琴、张春莲和张秋莲，李思雨饰

演小官沈不清，姚呈睿饰演《杨八姐游春》中

的王延龄，丁玉博饰演《秦香莲后传》中的萧

天佐。唱念做打、手眼身法步在汇报中表现

得淋漓尽致，学员的精彩汇报演出赢得了阵

阵掌声。

此次，河北省艺术职业学院戏剧系师生

一行不仅观看了学员的汇报演出，还和丰润

区文旅局、丰润区评剧团的领导交流经验。

丰润区评剧团团长李朋念介绍了学员在团实

训期间的学习和生活情况，对学员的表现和

成长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指出学员的到来对

剧团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同时也对省艺术职业学院给予剧团

工作的支持表示感谢。省艺术职业学院领导表示学员的进步非常快，演

出经验和表演技巧有了质的飞跃，特别是国家一级演员杨京晶老师，给学

员认真地说戏、示范，使学员能够有所突破。丰润评剧团是淬炼学员的

好剧团，同时在学员的身上也看到了戏剧的希望。戏剧的发展和传承任

务很重，剧团和学院要共同挑起这副重担，“校团双培养”模式取得了很

好的经验，下一步要密切合作，把更多更好的评剧学员送到剧团实训。

丰润区文旅局领导对省艺术职业学院一行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高度肯

定学员肩负传承评剧重任的使命，也欢迎学院与剧团继续合作，把优秀

的戏曲人才送到剧团来锻炼。

肩负使命，传承评剧薪火，重任起步，弘扬民族艺术。评剧艺术后继

有人，丰润评剧团在新时代必将创造评剧艺术新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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