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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平， 名李 言，1917年出生。

海 邱 （今 波

市小 经济开发区）。 李 水，系清

子年进士，供职于清政府户部。

亲李善 出身 富之家， 不 享

基业，在动 年代中奋 一生，成为中

国 果和果 事业的开 者。李 平继承

精神，为中国 工业的发展做出毕

生贡献。

张贴战事新闻 演唱救国歌曲

1937年8月13日，日 开始进攻上

海，李 平当时 在上海，刚高中毕业。

受到战争影响，一部分高校的招生

。为了避开战争，他于9月中 上

海 波同 会组织的 民船离开上海回

波小 。 他回忆， 民船为了通过

日本 子的 ， 上了英国国 。因小

李家 靠近海 和 台，常 到

海上日 火 击，他只好 到离海

远的小 李家经 的 当 内。与他共

一室的 学青年 博， 是李 养正

义 经理 述 先生的 子。

时，小 有收 机， 十分

。小 上有个 报室， 日只有一

报 在下午三四点以后从 波 到。李

平和 博商议， 天先来看报，将报

上的战争新闻写成大 报，张 于大

上，让小 的 民及时了解抗战进展。报

战争的大 报张 后， 民 读非常 跃。

他和 博在 报室写大 报时， 学

青年林 （白 春 中学学生，林

）也来 写。后来 在上海参加进步

社 “ 社”的 业青年 波， 青年

、 、 、 云等 来参加。人

数多了，大家也开展了一 其他活动，一

起 唱抗日革命歌曲，如《大 进行曲》

《义勇 进行曲》《 上》《毕业

歌》等。

看到小 人的抗日热情如此高 ，大

家 成立小 抗日 宣 队，并公推

平任队长。宣 队建立后，大家在小

出了《放下 的 子》等抗日话

，主 为 、 华等， 出 果

好。以后参加宣 队的人数 来 多，有

金 、林 全、 秀运、 海等二十余

人，宣 队到各处 唱抗日 国歌曲，宣

抗日 。

1938年 ，李善 大 子到 上

大学。李善 ，国家急需人才，无论是战

争时期 是战后建设， 不能 有人才。

平的 纪 人生
○张永祥 泰 栋  方 平

2019 年 12 月，西南联大校友后代登门探

望 102 岁的李祖平老学长（右 2）



̡ྭҝॖ

清华校友通讯72

“ 亲安 密，让我和外 功

经 从越南到云南。到 后，我和

功 一起考过空 ， 我的视力不及

格，随后，我考入了刚 到 的西南

联合大学，在学校参加了进步学生活动，

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 我

， （ ）、 （李 ）和

小 宣 队中部分青年到 ，经 来

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 。四

荷于1942年 参加 东新四 。 亲

经常能从他们的来 里了解到新四 队

里的新人新事。他 有 读到了 主席的

《论持久战》。当他得 国民党发动“

南事变”的 ， 不可遏。他在小 组

织了抗日 护队，抗战胜利后，他亲 华

东解放区考 。解放战争期 ， 在东北

将自己兴办的果园作为共产党的地下

联络点，为 战 作出了贡献。”

到了93岁高 ，李 平对 亲李善

是非常 。

毅然要求入党 费尽周折找党

李 平考入西南联大化学系，系主任

是 。李 平在学 之余， 参加

社会科学研究会，一个中共地下党领导的

进步 体。当时 是地方实力 云当

政， 云和 介 有 ，他对 识分

子、对大学生的进步活动 取 一只

一只 的做法。云南的抗日 运动十分

火，生活书 公开出 共产党的《新

华日报》和《 》杂志， 有 东的

作。

西南联大是清华、北大、南开三个大

学联办的，全校五个学院，二十 个系，

开始时990多名学生，后来 加到1950多
名。校 ， 名师云集，有冯友

、 有 、朱自清、陈 、 公 、

书、 、 大 、 培源、

、闻一多、 通、 等 名教授和

民主 士，可 集全国学者之精华。

1939年1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以

来为书记的南方 ，中共云南 特委

改为云南 工委，正式成立西南联大党支

部， 定袁永 为党支部书记， 福 为

组织委员等 陈布 的 陈 从重 考

上联大地质系，任宣 委员。李 平在

“社研”秘密学 社会科学理论，经常

长 、张 等优秀学者的 讲，和社

员们一起学 学、政治经济学等理论，

对 克思主义 喜爱。

1941年1月4日， 发了 中外的

“ 南事变”。 介 对共产党新四 举

起 ，用 万重 包围新四 部 战

员和干部，仅2000多人突围。李 平 担

自己的几个 ， 有小 参加新四

的十几个青年。后来接到 亲李善 的

， 已突围去 北，

（志 ）在事变前 重病回到家 秘密治

疗后，参加新四 东 队，三 李

不 ，小 青年 波不 。

亲 中表示：国民党 动 在抗日

紧要关 然干出亲 快之事，天

下 有如此不义与无 之人了。 子

对共产党 更 任了， 得抗日 国只

有共产党能挑此重任。

在“ 南事变”前，西南联大学生

中党员已发展到83人， 云南全 党员总

数247人的三分之一。“ 南事变”发生

后，联大的国民党和三青 学生在 报上

大 新四 是 ，袁永 布置党

员、 分子在《 声》 报上 出《

南事变 报特 》，李 平内心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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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这时云南 工委紧急通 袁永 等

人：国民党特务康 带着黑名单和举办集

中 的计划 到 ，准 大 。 工

委 示，要立即将部分面目 的党员和

进步 干 离联大，分 。袁永 、

方 、陈 了。

就在这时 ，李 平 然要求加入

共产党，这是1941年3月。同年9月，李

平毕业后到重 一化工 当技术员，继续

党组织，不 的是接 的关系人 不

到了。

李 平不 心，他 然 着 直接

到了重 。 得，当时，在

围 是国民党的特务机构，万一 特

务发现，后果不堪设 。 八 办事

处中共南方 的 地 子，就是他的堂

李 无 给共产党的。李 当时办

的 合建筑设计公 也在重 。李 平

到党的 十分强烈，他按 堂 的草

图，小心地 的大门，总算 到了

党的大门。

八 办事处的朱语今接待了他，

心地 了李 平的陈述， 李 平，为

了安全，以后可以到《新华日报》社

他， 下先作为联系对 ，等西南联大正

式关系 来 接上关系。

1945年8月，抗战胜利，李 平回到

上海， 在 园 堂 李 的家里，

到了 来到上海， 且带着四 荷

的 亲。四 刚从集中 放出来，20岁刚

出 的 ，在集中 里经受了 的考

验，面容 ， 坚持要 三五支队，就

是新四 东 队，他们在1945年10月北

到 北、 北。

1946年一个春天的下午，原西南联大

的同学王 上门来，王 是当年李 平

的联系人，4年后 于 联系上了。

王 李 平一同去 思南 “ 公

”看望陈家康同志，陈和王两人 了李

平详细 报 党组织的经过，决定接上

李 平中共正式党员的关系，由朱语今单

线领导。

志同道合伉俪 食品工业专家

2008年12月，我们见到90多岁高 的

李 平时，他 出西南联大的一张毕业文

，有校长梅 琦、 梦 等 名。西南

联大 时 ， 然过去70年了，他 然

十分 。

经 的介绍，他与一位新四

战士程敦 结 。这位 战士的 期经

历和他 相 ，是一个师 生，1937年
“八一三”后参加抗日宣 队，1939年3
月，秘密参加共产党。1940年12月，在安

参加新四 ，在“ 南事变”中

，关在上 集中 ，在集中 和李 在

一起，与 人 争， 不 服。她是1934
年12月由其 亲 办法保 出来的。

上海解放后，李 平 命参加上海

管会 工业处接管工作，以后历任上海

民制革工 、上海 民 长， 工

业部上海 工业设计院院长、上海 工

业设计院副院长及中国 科技学会理事、

上海市 学会副理事长，1982年9月离 。

李 平从事 工业生产、科研和工

程设计工作，完成了不 、

、发 、 产 、 、

和 草 业的工程设计和设 设计，使

我国 工业的生产技术水平大大提高，

其中一 设计得到国家和受援国的好评、

表彰和奖 。

（根据《东南商报》内容改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