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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书香门第

外柔内刚的李淑秀毅然
决然地走出了高公馆，走出启
秀学校的大门，投入到了轰轰
烈烈的抗日救亡的洪流中。

李昭原名叫李淑秀，乳名阿
凤，1921年12月20日出生在安徽省
宿县城里的高公馆。外公是当地
的士绅，妈妈高慧兰是高公馆里的
二小姐。她的父亲李仲侯是湖南宁
乡县楠竹乡人，出身于书香门第，学
的是军事测绘，想干一番事业，又是
一个仕途欲望很强的人，他们的宝贝
女儿阿凤出世不久，李仲侯的好友叶
开鑫发展成了湖南一个颇有实力的军
阀，他请李仲侯回湘帮助他开创新的局
面。李仲侯就此与高慧兰分手回了湖
南，再也没有回来，襁褓中的阿凤就成了
妈妈唯一的精神寄托。

阿凤快到上学年龄时，大家改口称
她李淑秀了。妈妈把她送到宿县城里天
主教办的著名的启秀学校就读。启秀虽
是教会学校，但抗日救国之声还是悄悄
传进了校园。学校里有思想进步的老师，
同学之间互相传递宣传抗日救亡的报
刊。外柔内刚的李淑秀毅然决然地走出
了高公馆，走出启秀学校的大门，投入到
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的洪流中。1937
年，16岁的李淑秀参加了当地第五战区的
战地服务团，在服务团里她结识了罗秀
珍、朱秀兰和牛正宗等一群热血青年。他
们搞宣传，写标语，积极抗日。

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扩大，沦陷的国
土越来越多，李淑秀和同伴们要求去前线
直接参战。他们找到地下党员，要求去找
新四军游击队或者带他们去延安。地下党
有关同志经过慎重考虑，为了防止意外，
建议他们不要声张，先各自回家，三天后
到约定的地点集合，再去找游击队。

改名“昭”寓意明朗光明

李昭说，“昭”是明朗，光明的意思，我
要昭示天下，我是抗日游击队员李昭，不
再叫李淑秀了。

按约定时间，李淑秀赶到了指定地
点——— 河南永城农村地下党员王凤梧家
里。李淑秀见到了分别才几天的同伴，那
种热烈亲切的劲儿，好像是见了久别重
逢的老战友，又握手又拥抱！

一天，几个女伴聊天时，异口同声地
提出要改名字。她们说马上就要成为天
天行军打仗、放枪放炮的游击队员了，还
都叫什么秀、什么花的，好像戏班子上按
辈分取的名字一
样，应该统统改

掉。李淑秀说要改成响亮、简洁、上口的
名字。罗秀珍马上响应：“都说我又瘦又
小，我要锻炼成又高又大、健健康康的游
击队员，今天起我就改名叫罗健，健康的
健。”徐秀兰说：“罗秀珍要健康，我要敏
捷，我就改名叫徐敏了。”李淑秀没有罗
健、徐敏那么激动，沉思了片刻说：“我改
名李昭吧！”“昭”同“招”字的音相同，有人
听不明白，李昭说，“昭”是明朗，光明的意
思，是昭示天下的昭，不是招领物品的招，
我要昭示天下，我是抗日游击队员李昭，
不再叫李淑秀了。

后来，李昭搭上了去延安的运输车，
先她一步到延安的牛正宗、罗健他们早
已进了抗大第五期。她当然也想进抗大
五期，但到了延安，首先要过政治审查
关，等到政审下来，已是7月了。筹备已久
的中国女子大学正好7月份开学，李昭就
被分派到了女大，成了第一期学员。

与胡耀邦婚前约法三章

首先是志同道合的同志，然后才是
夫妻；建立了小家庭，不忘终生为共产主
义奋斗的大方向；经得起各种环境的考
验，在任何情况下都互相帮助，互相鼓
励，携手前进！

李昭学习认真，吃苦耐劳，品学兼
优，进步很快，入校不到一年就入了党。
这一年，她认识了影响她一生的胡耀邦。
苏联十月革命节放假那天，李昭应邀去
参加老乡聚会，因为路途不熟，耽误了一
阵功夫，当她进屋时，别人都已到齐，她
自然成了大家善意关注的焦点。李昭环
视一圈，一眼就看到了胡耀邦，她略带羞
涩地边跟大家打招呼边朝里面的空位子
走去。这恰恰是离胡耀邦最近的地方。她
刚坐下，胡耀邦就转过身来很有礼貌地
说道：“你走远路，辛苦了……”说着马上
把自己面前摆的红枣、柿饼、核桃、花生
分出一部分拿到她面前。像是受了惊的
李昭一时不知所措，连说：“谢谢，谢
谢……”一位年龄稍长的陈大姐笑着说：

“耀邦，你真有眼力，小李一来，就献上殷
勤，抓得好紧啊！”大家一阵嬉笑，气氛立
即活跃多了。机灵的胡耀邦挺起身子，风
趣地说：“战友加老乡，亲上加亲嘛，莫说
献殷勤，献颗红心也是应该的。小李同
志，你说对吧？”李昭头垂得更低了，不知
说什么好。还是那位陈大姐说：“耀邦，你
和小李遇得巧啊，也是缘分嘞！”

在嬉笑声中，两颗相互爱慕的心的情
弦被拨动了，从那以后，两人便开始约会。
和当时的延安青年一样，他们常常在一起
引吭高唱抗大校歌和苏联抒情歌曲。能说
善讲的胡耀邦每每谈论起革命、理想、情
操，既充满革命激情又饱含浪漫的诗情
画意，听得李昭如痴如醉。

1941年，26岁的胡耀邦和将满20周
岁的李昭结婚了。婚前约法三

章：首先是志同道合的同
志，然后才是

夫妻；建立了小家庭，不忘终生为共产主
义奋斗的大方向；经得起各种环境的考
验，在任何情况下都互相帮助，互相鼓
励，携手前进！

在1942年整风后期的所谓“抢救运动”
中，李昭也是被怀疑被审查的对象。胡耀
邦反对无端的怀疑，但他没有找任何人为
李昭说情，也没有利用权力去为妻子开
脱。他安慰李昭说，我了解你，相信你，你
要经得住各种环境的考验。革命嘛，也有
不被人理解的时候……接着他给李昭讲
起30年代他在江西中央苏区被怀疑为AB
团，差一点被杀掉的亲身经历。一番肺腑
之言，给了她无穷的力量和勇气。她终于
挺过来了，后来组织上给她作出了正确的
结论。

为去革命前线把孩子送人

二儿子送人以后，李昭把身边唯一
的儿子飞飞托付给了曾当过胡耀邦警卫
员的林汉臣。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
无条件投降，胡耀邦对李昭说：“抗战胜
利了，内战快要开始了！必须做好思想准
备。”不久，党中央根据变化了的形势，迅
速决定：南方防御，充实发展北方，动员
延安各总部的机关干部到各根据地充实
基层，加强部队的建设。

胡耀邦立即打报告给参谋长叶剑
英，要求下部队，去前线。这期间，李昭正
怀着第二个孩子，她对胡耀邦说，孩子生
下来带不了，又影响上前线，打胎算了。胡
耀邦没同意：“还是克服困难生下来吧，是
条生命啊，生下来送给当地老乡好了。”

李昭找到在党校共事过的边区青委
主任李端山，李端山很快找到了家里只有
一个女娃的刘世昌。那天，刘世昌来抱娃
了，李昭心里有说不出的难受。胡耀邦接
待了他，李昭只听见胡耀邦对刘世昌说：

“我们感激你在我们困难的时候来领娃，
我们说话算数，娃，你养大了，就是你家的
娃。我只要求你从小让娃讲卫生；大一点
了送娃上学；娃长大了，让他自由恋爱。”
刘世昌满口应承：“那是，那是。”

站在一旁的李昭心里像被针扎一样。
胡耀邦没有注意到李昭的心情，他只顾和
刘世昌谈话：“从现在起，娃就姓刘了，你
给起个名吧！”刘世昌说：“那就把两家的
姓合起来叫‘刘胡’吧。”胡耀邦说：“好！但
胡字要加上三点水，免得人家觉得名字奇
怪，瞎猜呀。”刘世昌连声答道：“好！好！”

二儿子送人以后，李昭把身边唯一
的儿子飞飞托付给了曾当过胡耀邦警卫
员的林汉臣。

牵肠挂肚的军嫂

胡耀邦在信上说，战争是残酷的，身
为军人，随时准备牺牲，要是我光荣地牺
牲了，你千万要坚强镇定……

胡耀邦受命带队去东北的路被切断
了，中央军委根据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

荣臻的电报请示，马上任命胡耀邦为冀
察辽军区政治部代理主任，同时同意东干
队的干部就地分配。李昭被分配到了承德
的冀热辽贸易公司工作，胡耀邦走马上任
后，就下部队去了。他们分居两地，相互挂牵，
谁也照顾不了谁。

李昭和所有革命军人的妻子一样，
收到爱人从前方的来信，心里有说不出
的高兴和激动。1947年秋后的一天，李昭
收到胡耀邦的信，没有看完，眼前就模糊
了，流泪了，胡耀邦在信上说，战争是残
酷的，身为军人，随时准备牺牲，要是我
光荣地牺牲了，你千万要坚强镇定，永远
做一个生活的强者……

1947年11月华北野战军攻占了被国
民党吹嘘为固若金汤的华北重镇石家
庄，攻克石家庄的主力之一，就是以郑位
三为司令员、胡耀邦为政治委员的华北
野战军三纵队。石家庄一解放，晋冀鲁豫
和晋察冀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李昭也
调到了急需干部的石家庄。

李昭在石家庄市委秘书处当科长，工
作的繁忙紧张程度，不亚于在前线打仗的
战士，每天能睡上5个小时就不错了。1949
年元旦过后的一天凌晨，她突然被人叫
醒，睁眼一看，分别了10年的妈妈站在她的
面前，她惊讶得不敢相信。原来，妈妈得到
女儿在河北石家庄的消息，就天天向一个
远房的表哥念叨要来找她，表哥经不住老
人的天天念叨，不畏千里之遥，把老人从
安徽宿县送到了石家庄。

终于盼到新中国成立

李昭盼望的那一刻终于到了，她打
开收音机，站在阳台上，听着，看着……
啊！真是红旗如画，歌声如潮。游行的队
伍，受阅的解放军，涌向天安门。

秋高气爽，艳阳高照。1949年9月的一
天，李昭收到胡耀邦发自北平的信，说他
以青年代表的身份，从前线来北平参加全
国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与社会各界人士
共商建国大事。要开十多天会，还将参加
开国大典，盼望与李昭在北平同庆这个
伟大的胜利。他让李昭接到信后马上请
假来探亲。

李昭在承德、张家口、石家庄工作
过，唯独没有到过北平。白天，胡耀邦
参加政协会议，李昭与过去的校友结
伴参观天安门、故宫、北海……她对
北平宏伟的建筑、优美的风景赞叹不
已；晚上，胡耀邦向她介绍会议盛况，
讲述代表们当家作主的激情……

李昭盼望的那一刻终于到
了，她打开收音机，站在阳台
上，听着，看着……啊！真是红
旗如画，歌声如潮。游行的队
伍，受阅的解放军，涌向天安
门。热烈的口号声，隆隆的礼
炮声，响彻了天空，唤醒了沉
睡的神州大地，震撼了世
界。毛泽东用他那浓浓的湘
音，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央人民政府
成立。
据《人物》

李昭的革命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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