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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李大钊影响走上革命道路

如果说，家人是刘清扬的第一
任老师，那么，李大钊就是她的精
神领袖，那激昂的革命热情、深邃
的思想光芒，如同灯塔一般照亮了
刘清扬前行的方向。在李大钊的指
引下，刘清扬一步步走上了革命道
路。

1916年冬的一天，刘清扬的大
哥带着一位先生来到家里。刘清扬
在书房外无意间听到了他们的对
话，被对话内容吸引，不由自主地
走进了房间。原来，那位先生就是
李大钊。大哥见状，便向刘清扬介
绍起来。但其实，之前刘清扬慷慨
激昂的演讲，就曾给李大钊留下了
深刻印象。李大钊当时还向刘清扬
表达了赞赏。

随后，大哥递给刘清扬一本
书，让她仔细阅读，若有不解之
处，可向李大钊请教。次年 6 月，
李大钊因事来到天津，再次与刘家
兄妹相聚畅谈。李大钊鼓励刘清扬
要多了解中国的现状，多学习先进
的哲学理论，为国家的未来努力。

当时，天津的进步青年们正组
织爱国演讲，刘清扬想起了李大
钊，便邀请他前去。

“在后来的回忆中，刘清扬对
这段时光非常怀念，她写道，天津
青年接受大钊先生的爱国主义教育
最早，印象也是特别深刻。”刘远
说，与李大钊先生的交集，为刘清
扬后来加入中国共产党埋下了种
子。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刘
清扬和直隶女师的同学邓颖超、郭

隆真等发起成立了天津女界爱国同
志会，刘清扬被选为会长。她们上
街游行，宣传爱国主义思想。

刘清扬在斗争中表现出了高度
的爱国热情和高超的组织才能，曾
几次作为天津各界代表到北京市政
府请愿。

1919年 9月 16日，刘清扬同周
恩来以及马骏、邓颖超等 20 位青
年，成立了天津青年进步团体“觉
悟社”，出版刊物《觉悟》，研讨世
界新思潮，领导天津学生运动，苦
寻强国救亡之路。

为了声援福州学生抵制日货
的爱国运动，在“觉悟社”精心
组织之下，天津各界举行了声势
浩大的集会和示威游行。结果，
24 名请愿代表被捕，紧接着反动
当局动用武力镇压，并于 1920 年
1月底拘捕了周恩来等 4名请愿代
表。

事件发生后的次日清晨，刘清
扬化装南下，向南京学联控诉了天
津反动当局镇压学生爱国运动的罪
行，动员万余学生上街游行。之后
她又来到上海，与全国学联一起，
组织了 3万余人的控诉大会，通电
全国要求释放被捕代表。同年 4
月，刘清扬到达香港，在各学校学
生大会上痛斥逮捕请愿代表的反动
行径；赴新加坡等地，冲破殖民当
局的阻挠，作报告、组织募捐，掀
起华侨爱国高潮，得到陈嘉庚等华
侨领袖的大力支援。在刘清扬等人
的奔走下，经过半年多的斗争，请
愿代表被全部释放。

◀1915 年，刘清扬在严
氏女学教书时的留影。

▲晚年时的刘清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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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生运动中，刘清扬崭露头
角。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刘
清扬的思想也日趋成熟。

1920年，“陶然亭会议”后，周
恩来、刘清扬等人先后赴法国学
习。1921 年初，在张申府的介绍
下，刘清扬加入共产主义小组。随
后，张申府和刘清扬一起介绍周恩
来加入共产主义小组。三个人在赵
世炎、陈公培到法国后，成立了

“中国共产主义旅法小组”，在旅法
青年中起到了核心指导作用。一年
后，她与周恩来、张申府等四人，
又在柏林创建了中共旅德小组。

可以说，刘清扬是中共早期党
员之一。

1923 年冬，刘清扬回国。回
国后，她与邓颖超等共同创办了
《妇女日报》，旗帜鲜明地宣传马
克思主义，探索妇女解放的根本
道路。

刘清扬担任报社总经理，在
《妇女日报》上发表了大量文章，提

出“只有推翻旧的社会制度，妇女
解放问题才能得到彻底解决”等思
想，被誉为“中国妇女日报的纪
元”，也有人说《妇女日报》是“中
国沉沉女界报晓的第一声”。但受限
于时代背景，《妇女日报》仅发行了
几个月便被迫停刊。

1924年，中共北方区委决定让
刘清扬加入国民党，作为跨党党员
从事革命工作。她被派往广州，参
加廖仲恺夫人何香凝领导的国民党
中央妇女部工作，同年随李大钊到
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

“九一八事变”后，刘清扬积极
投身抗日救亡运动。1933年初，日
军进攻山海关，中国守军在长城一
线奋起抗击，重创日军。刘清扬团
结北平各界妇女组织，成立抗日救
护慰劳队，开展救护伤兵工作。她
们缝制的棉被、棉袜被送往前线，
让正在浴血奋战的将士深受鼓舞。
1937年 11月，刘清扬到达武汉，和
李德全等人组织了战时儿童保育

会，并被推选为保育会理事。刘清
扬担任妇女委员会训练组组长期
间，秘密安排共产党员作为训练组
骨干。两年多时间，她训练的近千
名抗战女干部多数以此为起点，投
身革命。

这是刘清扬对抗战事业的支
持，也是她对中国革命事业的贡献。

1943年初春，在重庆的周恩来
出面组织祝贺刘清扬 50 岁寿辰活
动。那一天，周恩来亲自下厨为刘
清扬煮了寿面，刘清扬非常感动。
郭沫若即席赋诗一首：“慷慨幽燕
姐，犹然十五余。登台三寸舌，下
笔万言书。意识跨前进，须眉犹不
如。行途则半百，努力莫踌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刘清
扬被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政协
委员，第四届全国政协常委；第
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
表；民盟中央常委；历任政务院文
化教育委员会委员、河北省人民政
府委员、河北省政协副主席、全国

妇联妇女干部学校校长、北京市妇
女联谊会主席、全国妇联副主席等
职。1961年，经邓颖超介绍，她重
新加入中国共产党。

1977年 7月 19日，刘清扬长辞
人间，享年84岁。

她曾言：我虽非女侠，但亦有
救国报国之志，此生不能为中华效
力，岂不空活终身！

为了还原刘清扬的革命往事，
刘远搜集了大量图片、史料，走访
了多位革命后代，前后历时 11
年。每年，他都会抽时间回老家祭
祖。

百年前，那张黑白照片上的刘清
扬，从容地笑着。她和她的启蒙者、
引路人、追随者们，可能并不在意后
人是否记得这一切。但我们，不应忘
记。

她 13 岁捐出首饰，为“富国强
兵”贡献力量；

她与邓颖超等人，组建天津女界爱
国同志会，投入“五四运动”的洪流；

她奔南京、赴香港、下南洋，争取
陈嘉庚等爱国华侨声援，成功解救包括
周恩来在内的请愿代表；

她创办《妇女日报》，扛起解放妇
女的大旗，还训练抗战女干部，输送大
量爱国人士进入解放区……

她，就是一生都在救国救民的路上
奋勇前行的巾帼英雄刘清扬，祖籍孟村
回族自治县牛进庄乡西赵河村。

寻访刘清扬，源自孟村爱心人士丁建
怀。今年62岁的他，从事宣传工作多年。
退休后，他开始了一段红色之旅——寻访
拍摄健在的老兵、挖掘当地红色文化。

几天前，丁建怀得知，刘清扬的曾

侄孙刘远目前居住在天津。为了了解更
多关于刘清扬的故事，他辗转联系上了
刘远。

刘远多年来搜集整理家族史，对刘
清扬的革命往事如数家珍。他收藏的图
片和资料更是十分珍贵，鲜少公开。

“见一见老人，将他所了解的历史
记录下来。”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想
法，1月10日，丁建怀和记者一起来到
天津，见到了73岁的刘远老人。

随着老人的讲述，巾帼英雄刘清扬
的形象以及她背后那段跌宕起伏的历
史，逐渐在我们眼前清晰起来。

她的一生，是追求光明与真理的一
生，是不断为国家和民族奉献的一生。
这些珍贵的记忆和资料，不仅是对刘清
扬的纪念，更是对那段峥嵘岁月的铭
记。

1月10日，窗外寒风呼啸，刘远的
家中，却是一片暖意。茶几上，刚泡好
的热茶散发着袅袅香气。茶香氤氲中，
刘远静静地坐着，手中紧握一张黑白照
片。照片上，一位身着旧式服饰的女
子，眼神温柔而坚定，那便是他的姑太
太——刘清扬。

“这张照片非常珍贵，是李大钊的曾
孙女李晓莉送给我的。她还告诉我，刘
清扬年轻时意气风发、激情澎湃，是那
一代学生的榜样。”刘远说。

姑太太刘清扬的名字，对于儿时的
刘远来说，一直是陌生的。

直到他逐渐成年，总是不经意间听
到家里的长辈提起，才慢慢意识到这个

名字背后承载的厚重历史。长辈们口中
的刘清扬，不仅是一位英勇无畏的革命
者，更是家族中引以为傲的巾帼英雄。

慢慢地，他对刘清扬的敬仰之情油
然而生，于是产生了一个想法：要将这
份家族记忆传承下去。从年轻时到旧货
市场“淘宝”，到退休后倾注心血，刘远
历时11年，走访专家及相关人士，搜集
整理历史书籍、旧报纸、老照片等一切
和刘清扬相关的资料。他深知，每一件
文物、每一份史料，都是连接过去与现
在的桥梁。

在他的努力下，越来越多的珍贵
史料被一一发掘出来，有的甚至是首
次面世。

曾侄孙11年探寻家族往事

“此生不能为中华效力，岂不空活终身”

红 色 记 忆

▼1921 年春，周恩
来 （后排左三）、刘清扬
（前排右二） 等在法国巴
黎学习。

◀说起刘清扬的革命
往事，刘远（右一）如数
家珍。

时间回溯到100多年前。1894年2月
的一个雪天，刘清扬出生在天津市一个
商人家庭。

刘清扬祖籍孟村回族自治县西赵河
村，父辈因家乡闹灾到天津谋生，随后
定居于天津。

刘清扬的大哥刘孟扬是清末秀才，担
任过《大公报》主笔，曾创办《商报》
《民兴报》《天津午报》等，是清末著名的
进步人士、报人；三哥刘乃扬是《国强
报》社长。刘清扬从小才华横溢，12岁
时，进入爱国教育家严修创办的严氏女学
读书。在新思潮的影响下，她的眼界不断
开阔，产生了改造旧社会的强烈愿望。

1905年10月26日，《大公报》刊载
了一篇文章《言论逸乐篇》，11月30日，
又刊载《书端中丞奏兴女学事》一文，
两篇文章文采飞扬、见解独到，一经刊
发，语惊四座。谁也没有想到，这两篇
文章竟出自一位12岁的女孩之手。

从此，刘清扬备受鼓舞，学习更加
努力。

第二年，刘清扬又做了一件轰动津

门的壮举。那年，天津爱国人士发起了
一场“富国强兵”的募捐大会。会上，
讲演人的慷慨陈词，激发了刘清扬的爱
国热忱，她不但将身上所有的钱全部捐
出，还毅然摘下金戒指捐给了大会。一
时间，“十三岁的女学生捐出金戒指”
的事迹，在天津被传为佳话。

1907年，秋瑾被杀，消息传来，刘
清扬深感惋惜。在此之前，二人就有过
一面之缘，她把秋瑾当成自己的榜样，
学文习武为国家。

1910年，刘清扬就读直隶女子师范
学校，入校后不久就加入了同盟会在天
津的组织——天津共和会，并在滦州起
义时负责运送工作。虽然起义最后以失
败告终，但刘清扬却在腥风血雨中锻炼
成长起来。

1913年底，刘清扬所在直隶女子师
范学校高级班停办，于是她想办一所女
子学校。几位兄长将空闲的住房拿出作
为校舍，并购置了学校用品，为学校取
名“大同女校”。但因办学经验不足等各
种原因，学校不到一年无奈停办。

从小才华横溢的热血女青年

刘清扬刘清扬（（左三左三））与周恩来与周恩来（（左二左二））等在柏林等在柏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