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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蔺田 1935 年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

“一二·九”运动的亲历者和积极参与者。

他和同时代其他有志青年一样，积极参加

民主解放斗争，并在争取国家独立、政治

民主、人民幸福的斗争中奋斗一生。

李蔺田于 1917 年 1 月 6 日出生于河北

省高邑县西良庄一户书香农耕家庭，父亲

李凤岗原为晚清秀才，曾就学于北京政法

学堂法律科，专攻法律，北洋时期出任律

师，非常重视子女教育，并将名下 300 余

亩农田悉数变卖，支持李蔺田及三个兄长

到北平、保定读书。其中李蔺田就读清华

大学外文系，大哥李莘田就读北京工学院，

二哥李芑田就读北京朝阳法学院，三哥李

惠田就读河北农学院。一家兄弟四人同时

读大学，这在当时的河北颇为罕见。父亲

的学养以及诗书农家氛围成为李蔺田日后

追求科学民主的最初基因。

1929 年，李蔺田进入河北保定育德中

学读初中。在此期间，由于李蔺田经常阅

读进步书籍，被学校训育员发现并借故开

除学籍。随即李蔺田考入北平六中初中部，

又于 1932 年考入北平汇文中学高中部。

李蔺田在汇文的三年（1932—1935 年），

国家民族危亡空前严重，争取独立自由思

潮汹涌澎湃。在此期间，李蔺田结识了具

有先进思想的同学胡昭衡、郭纲钟，开始

了早期朦胧的进步活动。他们同住一个宿

舍直到毕业，三人切磋学业，共同参加一

些社会活动，朝夕相处，建立了深厚的友

谊。为了开阔眼界，汲取更多知识，李蔺田、

胡昭衡、郭纲钟三人分别订阅一份进步刊

物，共同分享。进步刊物打开了他们认识

世界的窗口，提供了科学民主精神食粮。

为了扩大影响，宣传真理，唤起民众，

李蔺田与胡绍衡、郭纲钟共同筹划编辑出

版了一份进步文艺刊物《化石》。《化石》

为半月刊，于 1934 年 1 月 21 日创刊，共

八期，为上世纪 30 年代中期北平少有的进

步文艺期刊，在进步青年中产生较大影响。

《化石》主要发表小说、译文、文艺理论

等作品，作者以汇文中学进步学生为主。

其中胡绍衡以欣及胡蛮笔名发表小说和文

艺评论；郭纲钟主要协助审稿、校对；李

蔺田则以英文 Budan（布丹）为笔名发表

译作，包括高尔基的小说《绿猫》、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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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果园》、赛甫琳纳的《黄金的童年》

以及《哈森的事业》等，并创作发表了小

说《土地》, 反映当时农民对土地的渴望。

Budan 为佛的译音，在此为赤化的意思。《化

石》宣传了民主思想，培育了一批进步青年，

《化石》的作者后来都走上追求真理的道路，

大多数成为共产党员。当时的北平，除了

报纸上有文艺副刊外，没有其他文艺刊物，

《化石》则高举民主独立旗帜，在进步期

刊史上占有突出位置，并作为重要革命文

物现存于国家图书馆。作为《化石》的创

办者和主要撰稿人之一，李蔺田提高了组

织能力，增长了才干。

1935 年秋，李蔺田和胡绍衡、郭纲钟

分别考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北京法商

学院。李蔺田入读清华大学外语系，按最

初想法，毕业后出国留学继续进修其他学

科，但民族存亡、救国图存改变了他的人

生选择。李蔺田三哥李惠田在保定农学院

参加抗日先进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

民先）；挚友胡绍衡已为中共党员和民先

成员，并担任北京大学学生会主席；郭纲

钟则为民先北京法商学院联络员，他们经

常聚在一起，交流信息，寻求救亡大计。

在 民 族 危 亡 日 益 严 重 的 形 势 下，

“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以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师生为主体爆发。李蔺田和胡绍

衡、郭纲钟都参加了“一二·九”运动。

1935 年 12 月 9 日，他们在北京西直门集合，

并向市区进发，发表演讲，散发传单，呼

吁举国动员，废止塘沽协定，反对华北自治，

抵抗外侮，自立自强。游行队伍进发中引

起广大市民乃至部分军警的共鸣，激励了

民众的爱国热情。

“一二·九”之后，李蔺田与清华、

北大爱国学生一道，到河北农村继续宣传，

努力唤醒民众，并参加了“一二·一六”行动。

这些活动使李蔺田进一步明确人了生选择，

坚定了投身民族解放运动的决心。之后，

李蔺田和胡昭衡、郭纲钟始终保持密切往来。

1937 年 7 月 28 日北平沦陷， 李蔺田

离开清华，暂住郭纲钟家。郭纲钟父亲郭

定荣老先生是位有影响的会计师，爱护青

年，支持进步。郭纲钟姐姐是早期共产党人，

与陶铸同志共同从事革命活动，后被国民

党杀害。郭老对李蔺田视为己出，亲如家

人。此时郭纲钟已南下湖北从事革命活动，

并来信约李蔺田南下。为避开日本陆上侵

华锋芒，在郭老先生的资助下，李蔺田与

清华校友李家治乘船结伴南下，取道香港，

久经奔波，1938 年初找到清华南迁后的长

沙临时大学。此时，日本侵华气焰十分嚣张，

抗日烽火燃遍全国，李蔺田也像当时成千

上万学子一样面临人生抉择，是出国留学，

还是投身抗日洪流？李蔺田毅然放弃继续

攻读学业，而转赴湖北参加组建不久的南

方抗日武装新四军，开始了终其一生的革

命生涯。

李蔺田参加革命的最初引路人是时任

中共湖北省委副书记、汤池训练班校长陶

铸。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周恩来、董必武

在武汉主持中共长江局工作，准备发动游

击战争，开辟华中地区抗日活动。为了培

养干部，聚集力量，他们和湖北省建设厅

长王瑛合作，在湖北应城汤池开办训练班，

主要培养农村合作社干部，陶铸同志任校

长。李蔺田到湖北后，于 1938 年 2 月到达

汤池，随即进入训练班学习，成为汤池训

练班第二期学员，有时与陶铸同睡一处，

直接接受陶铸同志教导。在汤池训练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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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蔺田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理论及开展抗日

游击战争思想。训练班结束后，被训练班

分配至湖北京山县工作，开始了革命实践

活动。

李蔺田随汤池训练班第二期学员分配

到湖北京山县工作，任务是通过发放农业

合作贷款，发动群众，建立武装，准备抗

日游击战争。1938 年 6 月，经中共京山特

支书记顾大椿和夏菲介绍，李蔺田加入了

中国共产党。李蔺田和郭纲钟在孙桥工作，

吸收国民党联保主任李方时入党，从而掌

握了联保武装。

1938 年 6 月，顾大椿调李蔺田到石板

河乡，重点做联保主任黄定陆工作。陶铸

及鄂中特委很重视京山、石板河乡工作，

认为对建立大洪山抗日根据地有重要作用。

同年 10 月，李蔺田介绍黄定陆入党，成立

石板河支部，掌握石板河乡联保队，开始

了创建鄂中抗日根据地时期，并取得明显

成效，受到上级领导的充分肯定。

 1938 年 9 月，年仅 21 岁的李蔺田被

任命为中共湖北省京山县委宣传部长，之

后任组织部长、敌工部长、县委书记，直

至 1942 年 8 月。李蔺田全力执行区党委指

示，发展群众组织。1941 年 11 月至 1942

年 9 月，鄂中各县发展抗日群众组织，即

抗日十人团达 15 万人之多，对于打击日伪

政权、扩军支前、维护地方治安起到重要

作用。区党委十分重视培养本地干部，兴

办了各级各类党政学校和训练班，李蔺田

担任洪山公校校长。京山县委在李蔺田直

接领导下举办了各类形式的培训班 ，包括

多期党训班、青训班，抗日十人团训练班，

为部队和地方培养了大批青年干部。

1942 年 10 月，李蔺田调离京山，先

后到荆（州）钟（祥）京（山）地委、襄

河地委和天（门）京（山）潜（江）县委

工作。

1944 年，中共天（门）汉（川）沔（阳）

中心县委正式成立，李蔺田任中心县委书

记，同时任天、汉、沔中心指挥部政委。

新四军和边区政府当时财政极端困难，上

级党委十分重视税收工作，一再强调各级

领导必须亲自抓税收。李蔺田到天汉沔后

组织成立税务分局，分局下设税务所，所

下设税卡，行政涉及不到的地方，由部队

设卡收税。当时征税环境极其艰险，有的

同志甚至付出了生命。在李蔺田直接领导

下，周围各县超额完成了税收任务，税收

工作进展顺利，成绩喜人，汉沔每月收行

商税 10 万元，成为新四军军部及边区政府

的重要财源。

1944 年 10 月，美国陈纳德将军指挥

的“飞虎队”在湖北上空执行任务，飞行

员莱维士·福特因飞机失事迫降沔东沙湖

附近。李蔺田亲自指挥营救，击退围捕飞

行员的日军，热情接待并用英文与莱维士

亲切交谈。莱维士身体恢复后，李蔺田送

他日本军毯一床，并派一排战士护送他至

五师师部。莱维士对新四军及李蔺田的营

救终身感动，那条日本军毯保存终生。直

到晚年，他还委托女儿寻找李蔺田并深深

怀念有救命之恩的战友。

1945 年 5 月，由李蔺田指挥的天汉沔

支队俘虏伪军司令汪步青及其部队，并收

缴其武装。1945 年 7 月 16 日，在李蔺田

领导的天汉沔中心县委精心策动下，嘉鱼

伪县长张国宾率伪军两个连共120人起义，

携机枪 7 挺，步枪 150 余支，手枪 20 余支。

李蔺田代表中共天汉沔中心县委、天汉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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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挥部设宴款待起义人员，并任命张国宾

为天汉沔指挥部副指挥长。起义部队与天

汉沔指挥部警卫连合并，扩编为警卫营。

日本投降前夕，驻沔阳日军作垂死挣

扎，再次向解放区扫荡。1945 年 8 月 14 日，

日寇乘船进行大同湖扫荡，李蔺田率部伏

击，打翻敌船 3 只，杀伤日寇十余人，敌

人被迫撤退。1945 年 12 月，李蔺田率部

追击伪军改编的国民党县保安队，全歼敌

200 余人。

1946 年，新四军中原突围。 时任鄂西

北荆宜中心县委书记、江汉二团副政委的

李蔺田突发背疽，遂带警卫员张泰山和医

生车家书离队单独行动，进行治疗。1947

年 6 月，李蔺田转移到李人林部队处，该

部熊光武通知李蔺田化装转移去北山，并

机智地躲过了敌人的多次搜捕。肖秀凯到

北山送李蔺田去上海治疗，李蔺田此时参

加上海局负责人张执一召开的会议，得知

刘邓大军南下，开始战略反攻，并决定成

立湘鄂特委，任务是组织隐蔽在各地的五

师干部开展游击战，开展军运工作，李蔺

田受命任湘鄂特委委员。1947 年 9 月，李

蔺田潜回沔阳，领导兵运。

1948 年 2 月，川、汉、沔中心县委、

县人民政府及军事指挥部成立，李蔺田任

中心县委书记及县游击大队政委。襄南地

委杨殿魁、李人林率部队攻克仙桃镇，李

蔺田与李人林部队会合。在李蔺田指挥下，

成功策动沙市一支国民党地方部队起义。

此后，李蔺田率部攻打新滩口，火攻碉堡，

守敌溃逃，收复新滩口。

1948 年 5 月，由于叛徒告密，特务疯

狂抓捕地下工作人员，李蔺田处境十分危

险。在万分危难情况下，李蔺田带领战友

坚持艰苦卓绝的斗争。在李蔺田指示下，

隐蔽的同志纷纷归队，各区乡政府和武装

逐步建立，开展全面对敌斗争。

1948 年 8 月，汉沔部队消灭保安队苏

振东部百余人。1949 年 11 月，李蔺田所

在的解放军终于解放沔阳大片地区和武汉。

1948 年 2 月 —1949 年 9 月， 李 蔺 田

任鄂豫边区襄南地委川汉中心县委书记，

襄南公学校长、湖北省委工作团团长，恩

施地委组织部长。1949 年 10 月—1952 年

7 月，李蔺田任湖北省恩施地委组织部长。

1950 年 5 月 1 日，李蔺田与恩施地委文工

团团长的齐日华（1949 年 9 月毕业于中南

文艺学院，随后赴解放区参加革命工作）

结为夫妇，之后共同度过 61 个春秋。

1952 年 8—11 月，李蔺田任湖北省恩

施地委书记，在此期间，领导当地人民进行

了艰苦的剿匪除霸、土改和经济恢复工作。

1952 年 12 月，李蔺田调国家教育部，

全身心投入我国中等专业学校建立和体制

建设工作。李蔺田一方面在全国进行广泛

调查，了解中等专业学校情况及社会主义

建设需求；另一方面多次出访苏联和东欧

国家，考察了解这些国家中等专业学校和

技工学校建设情况，为发展我国中等专业

教育服务。“文革”前夕，李蔺田已形成

系统的中等专业学校建设思想和建校方法，

并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我国中等专

业及技工教育的前期发展及成就凝聚了他

的全部心血。

1969 年 10 月—1972 年 2 月，李蔺田

为教育部“五七”干校学员，在安徽参加

农业劳动。1972 年 2 月—1977 年 11 月，

李蔺田先后任安徽劳动大学党委书记，安

徽医学院党委副书记。（下转第 80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