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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朱代杰（1902——1966）中国现代政治活动家，中国铁路材料学专家，北京铁道学院教授。

　　在既往的“正史”中，朱代杰不见经传，然尘埃落定之后，于文档史料，网上坊间则多有援引，
屡被提及。
出于做子女的义务与好奇，遂将有关文字汇总、连贯起来，且以此为线索查阅有关档案馆档案、图书
馆报刊，竟得数十万之量，并力所能及的稍加评注。
其意在：一表忠孝之心，二补文献之缺。
而两者之失，固时下之大憾也。

　　个人之传，历史之录。
既云“传”，何谓“略”？
盖主线分明，细节模糊；门派赫然，事迹阙如。
家父在中国现代政坛交游甚广，于两次国共合作期间尤为活跃，可是他究竟都做了哪些工作，并无丝
毫官方之证明。

　　托派乎？
敌特乎？
潜伏乎？

　　民主焉？
科学焉？
道德焉？

　　一心耿耿，两袖清清，三生历历，为国为民。

　　若读者于此书间偶有所得，幸甚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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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杰群，北京广播电视大学教授，朱代杰女，曾用名朱小群、朱杰群，1948年生于上海。
1951年随家来北京，先在青塔院小学，后在一零一中学读书。
高二时赶上“文革”，到北京延庆千家店插队10年。
1977年恢复高考入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广播电视大学，从事古代汉语、言语交际
教学与研究工作。
主要论著：《〈商君书〉虚词研究》、《非言语交际概论》、《250字闯北京》（有俄、越文版）。
2007年赴莫斯科游学一年。

　　李杰明，朱代杰三子，曾用名朱小明、朱叔明，1953年生于北京。
1969年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1975年转插北京延庆，同年招工至昌平桥梁厂，1981年调中国农科院
，1983年调北京舞蹈学院。
198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图书馆系大专班，1986年取得北京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中文大专文凭。
北京舞蹈学院图书馆馆员、学报、院报编辑；在北京工业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等高校
从事对外汉语教学工作。
主要著述：《汉语流行口语》（有日、韩、俄文版）、《舞蹈学位论文写作》、《关于视听说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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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我首先报名发言，当时心情比较激动，颇受群众的欢迎。
我只讲了由于我的短文而引起的波折。
以后发言的愈来愈多，报名的也不断，群众都很兴奋。
这个会一直开了一个下午。
在发言的人中，没有一个是支持党支部或者为支部辩护的。
后来施坦宣布，没有机会发言的人，还可以继续找工作组谈，工作组经过一些了解，根据大家的反映
意见，将在一段时间以后，作适当的结论和采取必要的措施，让大家多等待几天。
第一次大会就此宣告结束。
 参加这次大会的全体中国学生，包括各个班和军事班，以及工作人员、支部负责人、翻译等，一共有
三百多人，把俱乐部的会场坐得满满的，会议自始至终都很紧张，这是过去的一切集会所没有过的。
 第二次全体中国学生大会过了几天，工作组召开了东大第二次全体中国学生大会，由施坦主持。
他开始作了一些说明，以后便一字一句地宣读了决议性的解决东大学潮方案及措施。
他态度严肃，并附带作了一些解释，大概意思是中国班党支部在东大党委领导下，执行的路线是正确
的，但在工作中有许多错误和缺点，因而会后应当改进。
但没有提到是否撤换支部领导的问题。
他的宣读经过翻译以后，施坦宣布等待两三分钟，让大家考虑一下，然后再予以表决。
大家听了以后，全场哗然，大为不满。
主席团看到会场情况，也感到不妙，便让大家安静一下，准备表决。
这时李侠公从座位上站起来，即席向大家讲了几句话，说大家不同意工作组的方案，表决时可以表示
，但由于工作组是中央派来的，不能反对，否则就是反对中央。
因此，不赞成时，只能投怀疑或不同意票。
大家静下来了，施坦开始宣布表决。
先问，赞成的，会场上举手的寥寥无几，东一个，西一个的，不过二、三十人。
次问反对的，有几个人举手，但马上放了下来。
后问怀疑的，全场哗的一声，几乎都把手举了起来。
当时施坦和主席团的成员，顿时神色大变，便说不用数票，并宣布，既然大家对工作组方案不同意，
工作组将重新研究，提出新方案。
大会终于以否决了工作组的方案而宣告结束。
 最后一次分别召开的中国学生大会又过了几天，大概在二月中旬，工作组第三次召开了大会。
但这次是分别召开的。
一部分是东大本班的两个年级及其他人员约有一百多人参加，仍由工作组长施坦主持。
他在会上宣读了工作组解决学潮的修改方案，精神仍然是那样，只是在有关中国班支部的缺点和错误
方面多说了一些。
宣读时又作了解释，宣读后不再讨论和表决，而是通知性质的。
以后即宣布学潮的处理，即按这个方案以结束这件事。
我们也只有无可奈何地不了了之。
以后听说，次日又召开了军事班的全体会议，只是在宣读方案中，多了一条，即宣布开除本班学生五
人，我、朱代杰、李侠公、童庸生、鲁易和军事班的一个上海工人。
他们也未听清开除的理由是什么。
我们知道以后，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对我们既不通知，也不在会上宣布呢？
是不是因为怕会引起公愤呢？
过了两天，也不见什么动静。
于是我们主动去问支部负责人，他们说决议中有这样的事，但也没说明原因，也没说我们应该怎么办
。
我们五个人商量一下，决定找中国党代表团向忠发、李震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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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朱代杰传略》由九州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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