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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春秋”主题展 有久远历史也有鲜活记忆

在厚重的档案中探寻往事烙印

“南开春秋”主题展中，风云南开
篇章，是以红色革命故事为主题。

在展柜里，放着一份特殊的红色
档案。南开档案馆编辑研究科副科
长夏雲介绍：“这份手稿一共 12 页。
这是王贞儒 1960 年写给自己 33 年
前牺牲的丈夫李季达的手稿，每一页
上面都布满着斑斑的泪痕。”

李季达，四川巫山人，中国共产
党早期革命活动家，曾任中共临时顺
直省委宣传部部长、工人部部长兼天
津地委书记。2021 年，南开区档案
馆主办“求志——李季达王贞儒在津
革命事迹研讨会”，在此期间，与巫山
博物馆交换馆藏实物的时候，夏雲一
下子就被这份手稿的内容深深打动
了。为了更多地了解这份手稿背后
的故事，也为了更好地还原、保留住
这段历史档案，夏雲通过层层查找，
找到了王贞儒的外甥、已经年过七旬
的杨诒申老人。“王贞儒是我大姨，我
娘的亲大姐，她们的爷爷是举人，叔
祖是举人，伯祖是进士。我姥爷有四
个女儿两个儿子，我大姨是长女，大
家都喜欢她。”杨老说。

20 世纪初，有抱负有理想的爱
国青年纷纷走出旧式家庭，为寻找救
国良方和救国之路而努力。1921年
1月20日，来自四川省巫山县的李季
达赴法留学，在马赛，与先期赴法的
赵世炎、周恩来、李立三、邓小平、陈
毅、刘伯坚等人有了深入接触，从此
开始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并逐步认
识到只有走革命道路才能达到“改造
中国与世界”的目的。同期，在天津，
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毕业的进步
女青年王贞儒和邓颖超也正在并肩
作战，积极参与爱国运动。

1925 年五卅运动爆发后，全国
范围内的反帝国主义斗争再次掀起
高潮。为了适应斗争形势发展的需
要，上级决定派遣学成归国的李季达
来津担任天津地委书记。李季达来
津工作后，身边有位年轻女子默契地
配合着他的工作，她就是时任天津地
委妇女部部长的王贞儒。在配合开
展党的地下工作期间，李季达和王贞
儒理想相同、志向相同、携手同行，迸
发出爱情的火花。后经组织批准，他
们二人在 1927 年元旦成婚。结婚，
本应是幸福甜蜜的事情，但对于当时
的王贞儒来说，内心却顶着极大的压
力。杨老说：“这本王贞儒悼念季达
的手稿中这样写道：‘1926 年底，咱
们二人的感情已经超过一般同志，你
提议咱们结合吧，我也同意，但是你
为了革命工作不愿暴露身份，怕见我
封建家庭的亲友，不肯举行婚礼仪
式，我为了咱们的爱情，欺骗了我的
父亲和亲友。30多年前的封建大家
庭里，一个大姑娘私自结婚，这是一
件可耻的事，因此我总不肯回家，但
为了思念父亲，常常难过。’这也能看
出她当时面临着很大压力。”

当时李季达夫妇的住所，也成了
当时地委机关所在地。李季达夫妇
二人的公开身份是小学教师，他们以
家庭形式为掩护开展党的工作。
1927 年 8 月 9 日，由于叛徒告密，李
季达夫妇不幸遭到逮捕。李季达在
狱中受尽酷刑仍坚贞不屈，严守党的
机密。经过党组织多方营救，王贞儒
被营救出狱，但李季达不幸于 1927
年 11 月 18 日下午 1 时，与粟泽、姚
宝元一起被反动当局杀害。在赴刑
场的路上，李季达站在刑车上，面对
众多群众，慷慨陈词，宣传革命道理，
高呼革命口号，持续一个多小时，壮
烈情景感天动地。

李季达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年仅27
岁的宝贵生命。他的牺牲，对新婚刚
半年的王贞儒来说，是一生的痛，此后
她终其一生没有再婚，也没有儿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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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南开春秋”主题展首展活
动在南开区档案馆启动。展览以历
史传承为脉络，以特色档案为媒介，
以南开文化为特色，共分为“津门故
里”“卫商传奇”“厢风卫俗”“近代先
声”“崇文兴学”“风云南开”“故里春
晖”“日新月异”八个篇章，共展出包
括图片、音视频、实物等档案和文献
资料 500 余件。档案展厅利用 880
余平方米的空间，以视、触、听觉交互
体验的方式，全景式生动再现了南开
区建设发展历程，展示了这里的人文
历史风貌。

这次展出的500余件展品，每一
件都是档案馆工作人员精心挑选征
集来的。在这次展出的众多展品中，
有一件展品最为特殊，“这是南开老
城里城隍庙后殿的千秋带，上面可以
清晰地看到公元1835年、吉旦。吉旦
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词汇，
从字面意义来说，它寓意着美好的一
天，这是一种祝福。”南开档案馆征集
接收科三级主任科员李丽莉介绍。

千秋带，是中国传统建筑中记录
修建者信息的一种方式，也能反映出
当时的文化背景、建造特色等信息，
通常出现在梁架之上。展厅里的这
根千秋带，原址位于老城厢西北角附
近的天津城隍庙，始建于明朝永乐年
间。通过这根千秋带上的记载，研究
人员发现，城隍庙曾在清朝进行过一
次修缮。

除了这根展出的千秋带，在南开
档案馆的地库里，还存放着与它一同
进馆、基本保存完整的城隍庙后殿的
原木构件。天津城隍庙，曾坐落于老
城厢西北角府署街，州城隍庙建于明
永乐年间，清乾隆四十一年又新建县
城隍庙，两庙紧邻。清末期施行“废
庙兴学”，在近代著名教育家林墨青
及严修建议下将府、县城隍庙合并，
1903年将城隍庙改建为天津最早的
两级官立小学堂，1951 年更名为城
隍庙小学。2003 年老城拆迁改造
时，城隍庙小学被拆除，城隍庙后殿
千秋带及原木构件，由南开区文旅局
统一保管，存放于南开区少儿图书馆
的后院。

穿越600多年，这些记录着天津
从建卫到如今的珍贵遗产，有着丰富
的历史文化 价值。但是，数量达到
六十方之多的木料，如何搬运？又如
何更好地保管？从进馆路线到进馆
方式，从场地的选择到存放条件，南
开档案馆工作人员制订了多套方案，
保证万无一失。一切准备工作就绪，
就等这些珍贵木料转运进来。转运
当天，工作人员亲自押车，整整十车
木料利用自吊方式，用了两天时间全
部成功安全转运进馆。

灼灼岁序，恰如朝露，这些珍贵
文物，静静躺在档案馆中，也似乎在
讲述着天津六百余年的风风雨雨，峥
嵘历史。

激活红色档案守护历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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