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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中记述的“李闻惨案”真相 

　　
 　　
 　　为有牺牲多壮志 

 　　—— 档案中记述的 “ 李闻惨案 ” 真相 
 　　

 

　　1946 年 7 月 12 日《学生报》号外关于李公朴遇刺的报道（此档案资料现存于云南省档案馆） 
 　　

 　　1946 年 7 月 11 日，李公朴先生在昆明街头遇刺； 15 日，闻一多先生亦在昆明遭特务刺杀身亡。短短几日间就有
两位民主人士遇害，这是抗战胜利后，继在 1945 年 “ 一二 · 一 ” 学生爱国运动惨遭镇压半年后，在云南昆明发生
的又一次骇人听闻的惨案，史称 “ 李闻惨案 ” 。 66 年前的那一幕，在云南省档案馆的馆藏档案资料中有着清晰的记
录。 

 　　 李公朴（ 1902 年－ 1946 年）号仆如，原名永祥，号晋祥。中国现代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坚定的民主战士，中国
民主同盟早期领导人，杰出的社会教育家。 1945 年在民盟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和民主教育委员会副主
任。 12 月，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召开会员大会，改名为中国人民救国会，他被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常务委员。 1946 年
初，他与陶行知共同创办 “ 社会大学 ” ，任副校长兼教务长，实施民主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针。 

 　　 关于李公朴先生遇刺的经过，在云南省档案馆所藏 “ 云南高等法院全宗 ” 档案中一份当年的《学生报》号外是
这样报道的：（本报讯）民主战士李公朴先生于昨日晚九时五十分，与其夫人张曼筠女士于返家途中，乘公共汽车下站
后，在青云街转大兴街岔路上，被持有手枪的之特务分子暗杀，子弹从右后腰射入，自左前腹穿出，血流如注，伤势严
重。饮弹倒地后，经附近市民及路过同学施救，立即送往云大医院治疗。经医师检查，肠子被击穿三处。不幸已于今晨五
时二十分逝世。临死时，神志清醒，曾言： “ 此种手段太卑鄙了！ …… 我已经准备好了 …… 为民主而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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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四六年七月《群众周刊》关于闻一多血案的报道（此档案资料现存于云南省档案馆） 
 　　

 　　 闻一多（ 1899 年－ 1946 年），原名闻家骅，又名一多，字友三。中国现代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坚定的民主战
士，中国民主同盟早期领导人，诗人，学者。 1945 年为中国民主同盟会委员兼云南省负责人、昆明《民主周刊》社长。
“ 一二 · 一 ” 惨案发生后，他更是英勇地投身爱国民主运动，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 

 　　 抗战胜利后，在抗战时期迁徙到昆明的机关学校及原属中央的研究机构，随着国民政府还都南京，也都纷纷复回内
地。 1938 年由西迁昆明的北大、清华、南开组成的西南联大在 1946 年 5 月已迁回原址，曾在西南联大任教的闻一多
教授一家人此时正准备北迁，当时，他的两个儿子闻立雕、闻立鹏已先期由昆明抵达重庆，正等待其父母会合同往北平。
“ 爸爸、妈妈、妹妹们原定十三号那天来重庆，和我们一同飞往北平的。后来因李公朴伯伯被刺的事情，他忙着在昆明
料理丧事；另一方面也因为那天没有班机，所以才没有走成。上月（ 6 月）二十号，当时我们兄弟二人先由昆明来重庆
的时候，他还亲自送我们到门口，一再叮嘱我们小心身体。我们以为爸爸很快会来重庆和我们一道去北平，想不到从此以
后竟成永诀，再也看不到慈爱的爸爸了！ ” （ 1946 年 7 月 17 日《大公报》等报所载闻氏兄弟的 “ 谁杀了我的爸
爸 ” ），就这样，又一位著名的爱国学者也相继遇害。 

 　　1946 年 7 月《群众周刊》第十一卷第十二期曾载有昆明李公朴闻一多血案后援会所记 “ 闻一多先生被刺经过 ”
： 

 　　
 　　 十一日晚暗杀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李公朴先生四天后，七月十五日又暗示了西南联大教授及民盟云南支部执

行委员闻一多先生，而且就在参加李夫人报告李公朴先生被刺经过大会和记者招待会之后。 
 　　 十五日午后一时，李公朴治丧委员会假云南大学至公堂请李夫人张曼筠女士报告李公朴先生被刺经过，闻一多先生

也被请讲话，闻先生在千余群众参加的大会上，痛斥反对派暴徒的无耻和没有人性，他坚决的表示，一切民主的工作者，
都要准备像李公朴先生一样，今天跨出大门，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 

 　　 之后，云大的同学将闻一多护送回到寓所 —— 西仓坡联大教职员宿舍。时间约下午二时半。 
 　　 下午三时，是预定在府甬道十四号民主周刊社招待昆明各报社及通讯社记者，由楚图南和闻一多先生报告李公朴先

生被刺经过及李先生生平为人的精神 ……
 　　 记者招待会约于五时散会，闻一多先生在民主周刊休息半小时，于五时四十分离开民主周刊社，由其公子闻立鹤伴

随回联大教职员宿舍，其实离民主周刊不过四五分钟的距离，国民党反动派暗杀闻一多先生的枪声，就在闻先生离开民主
周刊社不到四五分钟的时间响起来了，枪声密集如鞭炮，闻一多先生倒卧在离西南联大教职员宿舍大门不及十步的地方
了，他的公子闻立鹤也成为特务暴徒射击的对象。 

 　　 闻太太在宿舍中闻枪声心中无限悬念，奔出看视，果见父子俩已倒卧血泊中。立刻雇黄包车，将闻一多先生及公子
送往北门外云大医院。 

 　　 闻一多先生头部被击一枪，左腕已被击断，胸部及其他部分亦中若干枪，在途中即气绝身亡；其廿一岁公子闻立
鹤，胸部中三弹，左右腿各中一弹，其中一腿业已折断，伤势严重，生命危险。 

 　　 据附近居民说，行刺的特务暴徒不下五人，他们很早就潜伏在联大教职员宿舍附近，有几个潜伏在附近的一所米仓
大门里，俟闻先生偕公子经过，暴徒即前后包围，集中狙击，见闻氏父子倒卧血泊中，才登上一吉普车往钱局街逃逸
……

 　　“ 李闻惨案 ” 发生后，激起了全国各界人士的极大反响和谴责。主张和平反对内战的民主人士频频遭遇独裁政府
的逮捕、迫害，大行特务政治，上演着一幕幕骇人听闻的血案和悲剧。 1945 年对 “ 一二 · 一 ” 学生爱国运动的镇
压， 1946 年初的重庆校场口血案，直至同年 7 月的 “ 李闻惨案 ”…… 专制的国民党政府在抗战胜利后 , 严重违背
了民众要求和平、恢复战争创伤的意愿，频繁秘密杀害民主革命人士的行径，导致的最终结果是民心尽失，民国政权也因
其专制独裁为自己敲响了末日的丧钟。 

 　　
 　　 （作者：吴 强，原载于《中国档案报》 2012 年 7 月 12 日 总第 2330 期 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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