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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7年冬我得到一个重大的委托，我觉得是我的一个庄严的任务：为李立三同志的妻子李莎同志所写
的回忆录写几句话。
李立三的名字我当然知道。
我还有幸在中央团校二期直接听过立三同志的课，他讲的是“中国工人运动”。
他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犯过“‘左’倾路线”即“立三路线”的错误。
他的同生死共患难的妻子李莎大姐是苏俄人。
我是晚辈，我当然弄不清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央的一些事情，但是我完全相信，完全可以想象，
像李立三这样的早期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是一些理想主义者，是纯洁的不免天真的共产主义者，是
学理意义上的极其认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也是苏联榜样的虔诚追随者。
我对他们有一种尊敬与向往，有一种认同与深情。
而一接触到《我的中国缘分——李立三夫人李莎回忆录》，仅仅标题已经使我心潮澎湃。
这里有苏联，有中国，有中苏友谊，有中苏交恶，有斯大林时期、赫鲁晓夫时期、毛泽东时期、改革
开放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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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李立三，中国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
他的同生死共患难的妻子李莎是苏俄人。
本书即为其妻子对李立三生平事迹的回忆。
 这里有苏联，有中国，有中苏友谊，有中苏交恶，有斯大林时期、赫鲁晓夫时期、毛泽东时期、改革
开放时期。
有所有的对于长辈，同样对于中老年人一辈的最最亲切、最最刻骨、最最迷惑也最最痛苦的一切过程
、经验、凯歌、炼狱、烈火熊熊、翻江倒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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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  走近立三  第一章  伏尔加河畔的童年    贵族庄园    最早的回忆  第二章  在莫斯科    艰难岁月    
戴上红领巾  第三章  远方在召唤    去远东    和中国人交朋友  第四章  相识    和李明初识    求婚  第五章  
婚后生活    “留克斯”招待所    日常生活  第六章  “肃反”浪潮    “肃反”扩大化    “皮包事件”始末 
  立三被捕  第七章  苦难的历程    开除团籍    四处寻觅    立三狱中苦斗    十月革命的礼物  第八章  争取平
反    为中国共产党的名誉而斗争    李立三自述  第九章  神圣的战争    战争爆发    大疏散    团聚在恩格斯
城  第十章  胜利任望    重返莫斯科    意外喜讯    与冼星海的患难之交  第十一章  别了，俄罗斯！
    立三归心似箭    新年惊喜    来自中国的消息    冲破障碍    再见吧，妈妈！
第二部分  走进中国  第一章  过边境    边境小镇奥得堡    踏上中国国土  第二章  哈尔滨琐记    适应新的
环境    结识林彪和叶群    微妙的中苏关系    好朋友    形势变化  第三章  新中国的成立    迁居北京    李立
三在建国前夕    在香山    共和国的诞生  第四章  中南海内外    在中南海度周末    给江青上课    李立三在
总工会  第五章  国际家庭    妈妈的到来    胡同中的小洋楼    国际家庭  第六章  教书育人    我所钟爱的事
业    我的学生    越南班  第七章  外部风浪    全民动员    “大跃进”高潮    三年困难时期  第八章  友好潮
流下的暗礁    潜在的暗礁    苏联专家在中国    中苏反目  第九章  政治与爱情    我的好友葛拉妮娅    加入
中国国籍  第十章  “文化大革命”    山雨欲来    “红卫兵”造反    坚持真理，斗争到底    立三最后的日
子  第十一章从秦城到运城    秦城监狱    重获自由    下放在运城  第十二章  圆满结局    平反昭雪后记附
录  李立三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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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部分 走近立三第二章 在莫斯科戴上红领巾十月革命的新思想、新风尚熏陶、感染着我，在心灵
深处一天天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我，我也越发热爱这个伟大的时代了。
我们学校的每个教室都布置了一个“红色角”，上方挂着一个英俊男孩的画像。
卷曲的头发，一双智慧的大眼睛炯炯有神。
这就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列宁少年时代的画像。
我们每天走进教室，都要深深地向他的肖像鞠躬致敬。
列宁的形象，就是这样铭刻在我们这代人的心中。
1924年1月最寒冷的一天，突然传来列宁去世的噩耗。
我心里感到沉重的一击，禁不住和同学们一起恸哭起来。
我一直觉得列宁还很年轻，怎么会去世呢？
向列宁遗体告别的那一天，莫斯科沉浸在无限的悲哀中。
大街上冰天雪地，寒风刺骨。
工会大厦前排着望不到尽头的长队，无数的人从各处赶来为列宁送行。
不少人因无法抵御凛冽的严寒，只好在路边燃起了取暖的篝火。
我因为年纪很小，不能加入吊唁的队列，只得和妈妈在街上走走，默默地看着这个悲壮的历史性的场
面。
工会大厦前的吊唁活动持续了七天七夜，人们络绎不绝地前来向列宁致以崇高的敬意。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我的中国缘分-李立三夫人李莎回忆录>>

后记

1980年3月20日开启了我一生中的崭新阶段。
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之后，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
党中央郑重宣布，今后再也不搞政治运动，阶级斗争的时代结束了，我们一家人与千千万万中国家庭
一样，从此过上了平静安详的日子。
我刚回北京的时候，有不少人问我：“您在中国受到那么大的委屈，不打算回去吗?”我总是坦然地笑
着回答：“这是历史。
对待历史，有什么委屈可言?邓小平同志他们都受过打击迫害，现在他们正努力拨乱反正，给我们一家
落实了政策，我很满意。
再说，立三同志在苏联蹲过监狱，我在中国坐过牢，我们算是打了个平手。
”我和中国人民一起熬过了十年浩劫，共同的经历和痛苦使我的的确确感到我是中国的一分子。
无论是上层领导，还是下层百姓，我和他们交往没有任何隔阂了，他们也对我非常热情，把我当作自
己人。
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我与赵洵交谈时，对当时的“出国热”表示不理解，说：“为什么那么多人都
梦想出国?我就一点也没有这种想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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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我的中国缘分:李立三夫人李莎回忆录》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
李莎的回忆令人正视了一个正在逝去、已经开始远离我们，已经渐渐被青年人遗忘的时代。
而对于世界和中国来说，那又是天翻地覆、锥心刺骨、有声有色、有血有泪的时代。
热烈，真诚，浪漫，激情，简单化，无序，急躁，有时候走极端走到了令人窒息的地步。
——王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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