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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进步青年到革命斗士——记张适烈士遗藏文献资料

 吴 密 古籍馆善本组

张适（1904—1946），原名来顺，别字适斋，化名弓、有才。山东昌乐人。1926年加入

中国共产党。1930年至 1933年任中共哈尔滨市委委员、道外区委书记、满洲省委巡视员、

中共奉天（沈阳）特委书记。1933年 10月，被捕入狱，1942年出狱。1946 年春，任中苏

友好协会秘书长。同年 3月 9日，惨遭国民党特务暗杀，与李兆麟将军同日遇害，牺牲时年

仅 42岁。从 2012年开始，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启动东北抗联专题资源建设，开始

对东北抗日联军老战士、抗联后代和相关研究者进行口述史访问，张同嘉先生参加完口述采

访后，将他的父亲张适烈士的笔记、日记、课本、照片等资料无偿捐赠给了国家图书馆。这

批新发现的资料记录了张适青少年时代的思想、学习和生活，从中亦可以追寻出他成年后毅

然走上革命道路的许多踪迹。

一、继承五四精神

1920—1923年，张适就读于昌乐县立高等小学，
①
张同嘉先生捐赠的资料大多是张适在

昌乐县立高等小学学生时代的遗物，包括英文、理科、国文、地理、历史、作文等笔记 21

册，各类教科书 24册，日记 1册。当时高小最低入学年龄 11岁，张适属于年龄偏大的学子，

他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张适平时住校，节假日才会回家，有时就沿着从昌乐北境

穿过的胶济铁路徒步往返。

1919年 5月 4日，北京爆发了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反帝爱国浪潮迅速席卷全国。6 月，

山东学生联合会的 5个分队和青州学生联合会的宣传队到昌乐进行反日爱国宣传，受到群众

的热烈欢迎和积极响应。昌乐县立高等小学的进步师生也组织起来，深入到学校、乡村、集

镇巡回讲演，宣传反帝爱国思想。
②1921年 10月 4日，张适在日记中记述了国文课的一段

师生对话：

下午，国文班王老师曰：“吾山东人将为亡国奴矣，今岁不亡，明岁必然。”诸同学曰：

“何其速耶？”师曰：“此乃显然可知之事也。吾之青岛者，济南之咽喉也；济南者，山东

之中心也。青岛一失，济南不保；济南不保，山东必亡矣。譬有一人，人扼其咽喉，持其心，

此人即有天大之能，亦不能施。今吾山东，日本据我咽喉，以探吾心，吾山东即有最坚之城

池，最智之谋士，最强之陆军，亦不能战守。吾固曰：山东亡无日矣。”诸同学曰：“日本据

我青岛数年，至今未亡，何也？”师曰：“初者日本久怀之意，彼不得机会一也；学生不许

①
张适高小毕业的时间一般认为是 1922年，当时的高小学制为三年，其所使用的《新式历史教科书》第 1
册 1919年 12月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第六册晚至 1922年 5月出版，且其作文本所记之事亦晚至 1923年，

故笔者推测其高小就学时间为 1920年至 1923年。
②
中共昌乐县委党史研究室编纂：《中共昌乐地方史》（第 1卷，1921—1949），山东大学出版社，1998年，

第 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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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也。当其索时，总统欲悉与之，通国之学生乃罢班同联，与之抵抗，总统不得已，乃不许。

是故赖未亡。”

这段对答再现了师生忧愤时事的场景。这位国文老师王老师认为日本占领青岛，至今未

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学生不许”，充分认识到五四运动中爱国学生的革命作用，以此为

契机勉励学生继续发扬五国爱国精神。

图 1 1921 年中秋节张适所记日记

1922年 2 月 4日，中日两国签订了《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和《附约》。1922年 12 月 1

日，签订了《山东悬案细目协定》，中国在支付巨额款项后赎回青岛主权和胶济铁路。1922

年 12月 10日，中日两国在青岛举行交接仪式，青岛成为中国收回的第一块租借地。五四运

动四周年之际，张适写下了一篇《五四纪念》，文章说道：“今日何日？距今四年前，北京青

年学子因救国而殴击曹章之日也。当时义声振天下，各省闻风响应，以死殉者踵相接。政府

鉴民气激昂，而不敢抑遏，专使惧国人罪责，而拒绝签字，列强亦知我国人心未死，允将山

东问题保留于巴黎和会。今日青岛及胶济路矿得以收回，饮水思源，胥归功于五四运动，亦

不为过。”然而，当时军阀当政，穷兵黩武，滥借外债，北洋政府压抑民气，镇压学生爱国

运动。日本仍然占据着旅顺大连，逼迫中央政府承认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文章进而提

出希望：“愿我全国青年，共抱高洁思想，不为努力屈诱于执道内，永施其爱国运动精神。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将见念壹条终能取消，旅大必有收回之一日也。”五四运动后，中国

人民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山东持续抗争，山东的青年学生始终走在运动前列。五四运动

孕育出来的以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为主要内容的五四精神，深深影响着昌乐高小的青年

学子。受到五四精神的鼓舞和感召，张适的思想趋于进步和成熟。

二、追求革命真理

张适笔记中除却一般知识性的内容之外，最为突出特征就是其中的爱国意识。除了一般

的书信、诗文、游记之外，其手自抄录和自撰的文章多为关于社会和政治问题的论说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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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的作文本中有《驱盗》一文，内云：“房屋之中有盗乎？曰鼠是也。鼠兽类，何为盗？

以其盗人五谷。今吾国之盗多矣。劫人财产，伤人生命，其为害甚于鼠百倍矣。夫房屋之鼠，

为害只一室也，人尚知驱之，况盗为国家害，人不驱之可乎？”该文将窃国之盗比之于鼠，

并以为国除盗自任，反映了当时青年学子的责任和担当。这个作文笔记本抄录的文章还有《武

能自卫说》《外国税重而民乐输其故安在》《说明种树之利益》《学贵自求说》《人非经磨炼不

成器说》《说勤学》《汉武帝论》《里仁为美》《居必择邻交必择友》《夫妇之伦关于国家论》

《述犹太亡国之惨状》《陕人讨陈督军檄》《朝鲜学生之泣告世界书》《徐总统申令全国国民

以为将来之湔滌国耻预备》等篇，后面有张适的一段题记：“这个本子是民国十年，我在昌

城高等小学里抄的。这些文字，大半是我的同学们作的；其余有师长作的几篇，合从报上及

各种新书上录下来的几篇，特名之曰杂志，每值假时，取而一阅，非独可以消遣忧虑，亦可

以增进学识也。”从这些文章中不难看出昌乐高小当时的读书氛围和思想状况。

1923年，张适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济南育英中学，在这里他遇到了他的国文老师、山东

党组织创建时期的灵魂人物王翔千。张适保存的一册国文笔记，前面是《盲者说》《黄金杀

人》《记承天寺夜游》《观渔》《信度》《劳工神圣》《吴季子挂剑》等课本诸文的笔记，后面

抄有《学生联合会第五届评议会特刊发刊词》的梗概，包括：（一）必须革命的理由：（1）

中国现象之坏；（2）多数人不知革命；（3）现在中国民众已有觉悟；（4）评议会的要务。（二）

革命进行的办法：（1）革命非少数所能办；（2）须全国被压迫的民众携手进行；（3）使民众

明了进行目标；（4）本刊的应当以此自责。这册笔记最为引人注意的是抄录了《我们怎样反

抗国际帝国资本主义？》《耙呀！》（短篇小说）、《对于日人惨杀华侨之感言》《我对于学校运

动之主张》《我明白了！》5篇文章和分析文字。这些署名“劬髯”的文章均出自王翔千之手，

具有极为浓厚的革命色彩。

图 2 张适所记国文笔记

王翔千（1888—1956），原名王鸣球，号劬园，中年自号劬髯。山东诸城人。1911年毕

业于北京译学。1920年在育英中学任国文教员，与王尽美、邓恩铭联络省一师、一中、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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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中学、工业专科学校进步师生组织“励新学会”，创办《励新》半月刊。次年 9月发起组

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宣传马克思主义。1921年春与王尽美、邓恩铭等组织山东共产党

小组。9 月 16日，和王尽美一起主持在育英中学西楼召开了山东省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大

会。王翔千在育英中学任教期间，先后参与创办或主编过《济南劳动周刊》《山东劳动周刊》

《晨钟报》，成为育英学子革命思想的启迪者，进步学生的引路人，而张适就是其中的佼佼

者。1923年至 1925年，张适在作文和笔记中记下了《我对段执政之感想》《五四纪念之我

感》《农业为兴国之本论》《对于此次市民大会的感想》《重民权说》《庆贺云南起义纪念之我

感》《我对于国耻纪念日之感想》《我们怎样反抗国际帝国主义》等反帝反封建的进步文章。
①
从近年发现的《晨钟报》来看，张适这一时期正式发表了不少文章。

《晨钟报》是在中国共产党济南支部推动下创办的报纸，1923年 8月 2日在济南创刊，

总编辑王尽美、王翔千。该报辟有“时事要闻”“本埠要闻”“电报”(电讯)“本省要闻”等

栏目。星期日发行的《晨钟·星期副刊》则辟有寸铁、杂感、小说、新诗等栏目。在近年的

文物普查过程中，山东博物馆新发现了一期《晨钟报》和三期《晨钟·星期副刊》。1924 年 9

月 13 日出版的《晨钟报》三版“代邮”中，编辑同人刊登通讯启事，称赞张适斋先生屡次

投稿立意措辞极为佳妙。1925年 3 月 22日，第 43期《星期副刊》显示张适已经担任了副

刊的编辑主任，这一期发表有他撰写的《吴子玉死灰复燃》（杂论）和《一个青年的求学史》

（小说）。4月 19日第 47期《星期副刊》则发表有《青年中竟有此等败类》，批判青年学生

中的败类，张适痛言“勇于救国”应是学界青年的责任，农工学商军政各界中当尤以学界为

要，学界是实现当时新三民主义、挽救民族危亡的生力军。
②

张适在育英中学学习时，深受王翔千等早期共产主义者的影响，关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

进一步接受革命和进步思想，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先是加入了共青团。1926

年，又经王翔千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三、走上革命道路

张适是家中独子，从育英中学毕业后，张适不顾祖父母和父母的反对，抛妻别子，来到

上海、南京做党的地下工作。北伐战争时期，张适赴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学习，分配

到国民革命军做党的工作。大革命失败后，他又随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团开赴广州。12

月 11日，参加张太雷、叶挺、叶剑英等领导的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张适与党组织失去

联系，他带伤一路乞讨北上，回到山东老家。在白色恐怖下，张适不得不离开家乡，远上东

北，与中共满洲省委接上了关系。

2022年 3月 22日，张同嘉先生寄给笔者一张张适烈士的照片。照片中张适端坐椅中，

怀抱一个三岁大小的幼儿，这是目前仅见的有关张适烈士的遗照。照片后面有一段说明文字：

“1942年出狱后在绥化县照的。其中男孩是姜鹏博的三子。现广泛用的就是此张。”张同嘉

先生非常珍视这张照片，来信中说：“我父一生未与家人照过像，现用的是唯一的一张。是

他 1942年出狱后，在绥化市照的，是全身照。”

①
中共沈阳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中共沈阳党史人物传》（第 1卷），沈阳出版社，2003年，第 46页。张

适作文和笔记中记录的这些文章有一部分系其抄录，有一部分系其习作。
②
李娉：《新发现之王尽美主编〈晨钟报〉相关问题考释》，《中国纪念馆研究》20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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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摄于 1942年

照片中提到的姜鹏博和入狱牵涉到张适在东北一段非常凶险的斗争经历。姜鹏博是绥化

县的开明人士，办了一所博文小学，校长梁道静是中共党员。1929年春，张适在绥化县四

方台镇结识姜鹏博，被他聘为四方台镇私立博文小学教务长。张适以博文小学教务长身份作

为掩护，如同当年他的老师王翔千一样，秘密在教员、学生、铁路工人、农民中开展革命宣

传，发展党的组织。经过一段工作，成立了党的外围组织四方台反帝大同盟。“九一八”事

变爆发后，张适将四方台的反帝大同盟改为四方台反日会。1931年 10月，中共满洲省委指

示成立中共四方台特别支部，张适、梁道静、张冠英等组成了中共四方台特别支部委员会，

张适任书记。
①
为了发动群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四方台特支与博文小学校董姜

鹏博共同商议，利用姜鹏博的社会声望，动员民众组织了一支二百多人的义勇军，姜鹏博任

队长，梁道静任副队长，张适任参谋长。后来，这支义勇军与在巴彦起义的江北游击队合并，

由赵尚志等同志领导。

1933年 6 月，奉天特委遭到严重破坏，张适受满洲省委的委派，担任中共奉天特委书

记。10月 9日，由于叛徒告密，张适被捕入狱。敌人对他使用了“坐老虎凳”“灌辣椒水”

等各种残忍的手段，张适忍受着极大的痛苦，只字不露自己的身份。伪奉天高等法院因找不

到证据，最后强行以“国事犯”的罪名判处 12年徒刑，将其关押于奉天监狱。1942年伪满

洲国大赦，张适才得以提前出狱。
②
残酷的刑讯，长期的狱中生活，摧残了张适的身体，但

是没有摧残他的革命斗志。出狱后，张适回到绥化县，住在姜鹏博的家里，设法寻找党的组

织，张适烈士的遗影就是这时所照。1943年，为了与在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工作的杨一辰接

①
任希贵主编：《绥化地区革命斗争史 民主革命时期》，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 70页。

②
吴锡利：《血洒松江畔丰功耀千秋——记奉天特委书记张适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中共昌乐县委党史资料

征集研究委员会办公室编《昌乐党史资料》第 3辑，昌乐县印刷厂印刷，1988年 12月，第 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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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关系，张适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家乡。经多方努力，张适未能找到组织关系，加上昌乐一带

土顽活动猖獗，无以立足，他只得重返东北绥化县，张同嘉先生也就是这时跟随父亲来到绥

化，在这里读书，直到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命工作。
①

张适长期从事地下工作，期间入狱近十年，留下来的革命资料非常之少。张适牺牲后，

英名不显，事迹不彰。1953年，离乡十年的张同嘉先生第一次回乡探亲，家乡的人才知道

张适牺牲了。1957年，张同嘉先生给中共昌乐县委去函，介绍父亲的情况，并提供父亲战

友冯仲云（原松江省主席，后任北京图书馆馆长）、杨一辰（中共八届候补中央委员、商业

部部长）等同志的证明材料。1957年 9月 25日，中央人民政府追认张适为革命烈士，发放

了烈士证明和抚恤金。昌乐县还在烈士家乡圈子村树立了一块高 2.6米、宽 0.6米的青石纪

念碑，碑前书“烈士张适同志纪念碑”，后面镌有“为革命而生，为革命而死，虽死犹生”

及有关烈士生平事迹铭文。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张同嘉先生不遗余力地寻找父亲的战友，

到父亲生前战斗过的地方去打听，把发掘的新资料送给相关部门，张适烈士的事迹逐渐为人

所知，其传记见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编《中华著名烈士》、中共辽宁省委党史研究室等

编《辽宁党史人物传》、山东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山东党史人物传》、中共山东省委党

史研究室编《中共山东英烈大典》、中共辽宁省委党史教研室编《满洲省委烈士传》等。此

次，他又将张适烈士青少年时代的笔记、日记和课本无偿捐赠出来，丰富了国家图书馆革命

历史文献馆藏，也为学界研究张适烈士，以及山东昌乐、济南早期革命历史提供了珍贵的史

料。

①
郑浩：《追述我的老师——张适烈士》，中共昌乐县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办公室编《昌乐党史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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