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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逼梁山上关东，走投无路下崴子(海
参崴)。”这是一句流传在胶东一带的民谚。
杨明斋背井离乡多年，无论是说话口音还是生
活习惯，都保持着一个山东大汉的本色。

杨九国告诉记者，上世纪80年代，他曾和
平度党史办工作人员一起，赴黑龙江省东宁县
寻找祖父杨好和。杨好和是杨明斋的弟弟，两
人长相十分相似。由于杨明斋逝世很早，没有
留下任何图片和遗物。今天所见到的杨明斋唯
一的图像，就是比照杨好和的容貌所绘的画
像。

杨好和曾告知杨九国，杨明斋离家后共回
家探亲两次。1913年春节前，离家12年的杨明
斋，曾从西伯利亚回乡省亲。这年他31岁，朝
代由离家时的清朝改为民国，家中许多情况也
发生了变化。49岁的父亲体弱多病，情况大不
如以前。继母由于终年累月操持繁重家务，也
过早地驼背。杨明斋看到这一切，心情沉重。
父亲想留他在家共持家业，他劝慰父亲：“您
供我读书明理，我深知‘父母在不远游’是古
训。但是，当今世界列强对中国虎视眈眈，国
将不保，修身不得，起家不能，呆在家里怎么
行！”

当弟弟们提出要同他一起闯俄国时，他对
弟弟解释：“我在那里也是一个穷苦力，你去
也是当苦力，到那里挖洞(开矿)受欺辱和在家
搬泥块受欺辱，不是一样吗？在家累死，还有
葬身之地；在那里累死，尸骨就喂了狼啦！还
是不出去的好！”杨明斋在家过了一个团圆
年。年后，他又告别父老去了西伯利亚。

1920年，杨明斋在上海参与完成上海共产
党小组成立后不久，八九月间，他再度返乡。
这次省亲，据他的亲眷和乡里老人们回忆，他
戴着白色圆顶高帽，身着“格松目克” (外
套)，下穿马裤，完全是一副外人的打扮。但
他仍心怀一片游子归乡之情。

这时，杨明斋的父亲已于5年前去世，家
务负担全落在继母一人身上，杨明斋敬奉她像
亲生母亲一样。他在家探亲期间，晚上因人多
炕小睡不下，杨明斋就把一床毛毯铺一半盖一
半，自己一个人睡在地上。继母见他在外多年
还独身没有成家，就劝他置地盖房，将来娶妻
时也有栖身之所。杨明斋将身边的几个钱给老
人奉上，但他不同意置买土地。他说：“置什
么地，能有碗黏粥喝就行了。”至于娶妻的
事，他对继母说：“这不急。”

事实上，自从他离山东前妻子早逝后，一
生再未另娶。

“他回家的时候，从不提自己在外干革命
工作，这不能提。”杨九国说。杨明斋在家探
亲的几天里，和亲友们谈自己在外地的见闻。
他说，他在上海尽干些办报纸、当记者、兼做
教学的事，并不赚钱，仅能糊口而已。他还告
诉人们：俄国的穷人翻身好过了。走俄国革命
的这条路，咱中国也就好了……

此次，他在家小住十几日后离家，曾将四
弟杨好益(又名杨树桐)带到济南的一所中学求
学。

杨明斋一生没有给自己积攒财物，对名利
相当淡薄。在他生命最后被充军流放的几年，
在西伯利亚内务部工作的中共党员师哲目睹了
他的生活状况。

师哲从负责管理流放犯的一名同志那里得
知，他们接收了一个叫杨明斋的中国人。师哲
借出差去托木斯克的机会，特地上门看望杨明
斋。

在市中心区的一栋楼房里，师哲敲开了底
层楼杨明斋住所的门，进屋一看，眼前景象令
他吃惊。“满屋生烟，遍地柴禾，墙壁、玻璃
窗户由于烟熏火燎早已失去昔日光泽，变得乌
黑不透阳光。”

师哲事先已经得知，杨明斋依然保留着中
国北方农民的生活方式和习惯，在苏方安排住
房的时候，他执意要住在底层，因为底层是砖
地，可以砌灶、劈柴、生火做饭。

7月8日中午，烈日炎炎。平度市马戈庄
村，杨九国、董淑芹夫妇拎一把铁锨，把记者
带到马戈庄村514号。

和周边的民宅迥然不同，眼前这个院落破
败不堪，荒草堵住了院门。推开门，满院半人
高的荒草。夫妇两人挥动铁锨，趟开荒草，勉
强清理出一条通往屋门的通道。破旧的门楣上
有一块斑驳的木牌，上书“杨明斋故居”。

“六月连阴天，一下雨，房子就塌了。”
杨九国指着房屋塌陷的一角，脸上全是惋惜。
地方有关部门曾许诺修缮，一直未见动静。这
是杨明斋先生在此生活留下的唯一遗迹。

万里拓荒

加入布尔什维克党

杨明斋是谁？
很多人对这个名字并不熟悉。但提到他的

学生，却无人不晓：刘少奇、邓小平、任弼
时、蒋经国等，都曾听他亲自授课。李大钊曾
评价杨明斋“万里拓荒，一身是胆。”他是最
早加入共产党的中国人之一，更是参与筹建中
国共产党的关键人物。

杨九国是杨明斋的侄孙，马戈庄村一名普
通农民。他带记者来看的三间破民房，正是杨
明斋脚步出发的地方。

1882年，杨明斋出生在平度县马戈庄一个
农民家庭。7岁入私塾，1 5岁读完“四书五
经”。16岁时受生活所迫而辍学，19岁踏上闯
关东之路，跋涉千里，穿越国境，到达目的地
海参崴。杨明斋个子魁梧，是个典型的山东大
汉。在海参崴万千华工中，他与众不同之处是
曾接受过教育，常常利用晚上教工人识字、读
书。几年后，他结交了一批工人朋友，学会了
俄语。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杨明斋参加
布尔什维克党人领导的反战运动，被推选为华
侨工人代表。十月革命前，他加入了列宁领导
的布尔什维克党。

杨明斋被安插在帝俄的外交机关当职员，
秘密为党工作。十月革命后，他在动员华工参
加红军、支援前线、保卫后方等方面作了大量
工作。局势渐趋稳定后，他被组织保送到莫斯
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深造。在那里，他
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红色信使

推动中共建党

今年83岁的平度党史工作者张升善，研究
并整理了杨明斋一生活动的史料。他介绍，上
世纪80年代，中央领导批文要寻找杨明斋故
里，因此才成立了平度县党史办。

回顾杨明斋的一生，波澜起伏的革命生涯
伴随始终。

1919年，中国爆发“五四运动”，引起了
俄共党组织的极大关注。次年1月，一支工作小
组以共产国际工作组的名义来到中国。

这个小组的负责人是维经斯基，成员有杨
明斋、库兹涅佐娃、马迈耶夫等人。此时，中
国最早的一批共产主义者，以“南陈北李”(陈
独秀、李大钊)为中心，正积极筹划建党事宜。

共产国际工作组一行首先到达北京，杨明
斋先与李大钊见面，安排他与维经斯基的会
谈。李大钊了解了杨明斋的经历，大加称赞。
双方会谈由杨明斋作翻译，还在北京大学图书
馆同一些进步青年座谈。

随后，杨明斋又积极向维经斯基建议南下
上海见陈独秀。持李大钊介绍信，双方于5月份
见面。杨明斋这时在上海，帮助建立起中国第
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小组成员包括陈独秀、杨
明斋、李汉俊、李达、沈玄庐、陈望道、俞秀
松、施存统等人。

1921年，杨明斋由俄共党员转为中共党
员，并于次年参加了中共二大。

李达在1959年的回忆文章中还原了杨明斋
这个人物的色彩。“有一个情况我记得很清
楚，当时我们有一个同志叫杨明斋，山东人，
那时就有40多岁(实为38岁)……维经斯基来中国
后就由他翻译。他翻译时很有意思，维经斯基
的话也好，我们的话也好，他认为不对的全不
翻。”

在李达印象中，这个同志马列主义水平不
高，但却是个好人。“后来他出去谋职业，从

此再也没有见过。”

忠厚长者

扶共青团摇篮

事实并不完全像李达回忆的那样。杨明斋
往返于中俄两国之间，留下的线索断断续续，
造成很多人对他并不了解。

杨明斋来华，并非仅仅是维经斯基的翻
译。从掌握的历史材料来看，杨明斋是热心中
国革命的活动家。他经手租赁了上海渔阳里6
号，创办中俄通讯社，任通讯社社长。通讯社
在国内发了大量稿子，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
义，宣传十月革命的胜利和经验。

1920年9月至10月，刊登在上海《民国日
报》一版的广告，记录了杨明斋在上海的行
踪。

这是一则《外国语学社招生广告》：本学
社拟分设英、法、德、俄、日本语各班……有
志学习外国语者请速向法界霞飞路渔阳里六号
本社报名。

这则广告的联系人就是杨明斋。杨明斋住
在渔阳里6号的亭子间里。由他任校长的外国语
学社，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发祥地。据当
年学员曹靖华的回忆文章记录，所谓“外国语
学校”，只授俄语一种语言。教师只有一位：
杨明斋。

“这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忠厚长者，满口浓
重的山东口音，举止稳重得像泰山一样。”

中国革命先有团，后有党。1920年8月22
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杨明斋住所渔阳里6
号成立。曹靖华来到渔阳里6号时，“那里已经
有许多人。”来自湖南省的有刘少奇、任弼
时、肖劲光、罗亦农等，来自浙江省的有俞秀
松、王一飞等约有三四十个人。“我在这个外
国语学社学习，既没交学费，也没交饭费和宿
费，全是S.Y.包了。”

在这个红色摇篮里，学校的学生过的是公
社式的集体生活，实际上是进步青年的聚集
点。白天大家会合在一起学习，晚上分散开来
居住，一般同省的人住在一起。“在学校里，
我们还参加社会上的一些革命斗争活动。如
‘五一’节到黄浦江边向码头工人散发传单，
号召工人起来反对资本家剥削和压迫，反对帝
国主义侵略。这在当时是冒险行为。”曹靖华
回忆。学生最多时，达到50至60人。

杨明斋主持的外国语学校，是党最早的一
所培养干部的学校。他还助推了中国革命史上
第一个新型工会组织——— 上海机器工会的发起
与成立。渔阳里6号实际上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
的一个工作部，杨明斋则是这个工作部的主要
负责人之一。

性情耿直

与陈独秀大闹一场

革命的道路绝非一片坦途。1920年底，陈
独秀到广东任教育厅长，维经斯基回国，共产
党人的活动有所减少，无政府主义和共产党人
之间的分歧日益明显。

杨明斋继续留在上海，他和董必武成立了
一个教育委员会，输送社会主义青年团成员到

苏联接受教育。
1920年冬至1921年春，派去苏联学习的有

刘少奇、任弼时、肖劲光、彭述之、罗亦农、
任作民、曹靖华等。

1921年9月，杨明斋与陈独秀、包会僧、高
君曼(陈独秀妻子)一起被上海租界当局逮捕。
来自共产国际的荷兰人马林请了一位法国律
师，一天半后将陈独秀以5万元保释。杨明斋和
其他人又关了几天，以5000元(共产国际经费)保
释。据党的创始人之一张国焘说，1923-1924
年，杨明斋与他们断绝联系，后来情况不得而
知。

1924年至1927年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
同中国国民党合作结成的革命统一战线。杨明
斋最初对国共合作极为反对。张国焘晚年在
《我的回忆》中说：“一向以崇拜陈独秀先生
著称的杨明斋”，为反对国共合作“与陈大闹
一场，并声称不愿与陈见面。这个性情耿直的
山东人，自请调往甘肃工作，因为那里国共两
党均无组织，自然不发生合作问题。中央无法
说服他，只有允许他的要求。”

据党史工作者研究，事实上，杨明斋并未
去甘肃。他先是在上海整理出版了他翻译的托
尔斯泰小说《假利券》(1922年9月商务印书馆出
版)，后来在北京居住，担任中共北方区党报
《工人周刊》编委和劳动通讯社编委。

在京期间，杨明斋生活窘迫，撰写了《评
中西文化观》一书。写书过程中，他住在一座
喇嘛寺，身染疾病，一面熬汤药一面坚持著
述，生活异常清简。书成文后，出版时遇到经
济困难。他拿出自己的储蓄，加上党内同志资
助，终于在北京前门外找到一家印刷厂，于
1924年6月印刷出版。

此书问世，在学界引起巨大反响，“很激
动了‘最高学府’的玄学空气” (罗章龙回
忆)。书中观点是对梁(启超)梁(漱溟)章(士钊)东
方文化论的批判，李维汉对此高度评价。

悉心关怀

送国共两党干部留学

1925年，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一大”，苏
联大批顾问到达广州，国共合作开辟了新的局
面。杨明斋随之到达广州，接受党的安排，任
苏联顾问团翻译。翻译室由张太雷任负责人，
沟通中苏共产党组织的联系，推动国共合作。

是年，孙中山逝世。为纪念孙中山，苏共中央
决定在莫斯科设立一所中山大学，为国共两党培
养干部。杨明斋负责选派干部赴苏学习。

1925年10月下旬，杨明斋在上海送走第一
批学员后，又与周达文亲率第二批学员从上海
乘船去苏联。这批学员共百余人，他们中有张
闻天、王稼祥、乌兰夫、伍修权、吴亮平等。
杨明斋全权照管这些初离祖国的年轻人。

“我们可以享受白面包，咖啡和可可，而
这些对与我们身份相对的俄国人则是不供应
的。”曾在中山大学学习的盛岳回忆。杨明斋
任中山大学副校长，负责总务处。当时俄国经
济情况还不那么好，在中山大学的中国学生被
照料得比俄国学生好得多。

刘少奇、邓小平、蒋经国等人，都曾在这
个学校学习。杨明斋关照他们的衣食住行，并
教授俄语。他和学生相处得很好，给学生们留

下了深刻印象。以至于近60年后，1982年左
右，邓小平还念念不忘寻找杨明斋故里。

1927年夏，学生们在莫斯科郊外一个很大
的避暑地特拉索夫卡时，杨明斋也到这个地
方，和学友们告别。

是年夏天，中国大革命遭到失败。此时中
山大学拉狄克校长被撤职，亲斯大林的米夫任
校长，杨明斋与之思想分歧。经共产国际批
准，杨明斋再次踏上回国归程。

隐居平津

不忘仗义执言

回国后，杨明斋并未得到当时的中共中央
重用。

“我听说他到上海后，中央审查了他的履
历……指派他到天津去处理一些不太重要的地
方工作。这是我所能够知道的关于他的最后的
消息。”盛岳在回忆文章中提到。

杨明斋从上海到平津一带，先是居住在北
平一座只有一门一窗的狭窄屋子里。目睹了中
国大革命兴衰，他仍旧力图“找出个明了的社
会进化程序”，“改造中国社会”，拯救多灾
多难的中华。1928年10月，他完成了5万字的《中
国社会改造原理》上卷。此时北平的反共空气紧
张，杨明斋的工作转为地下。他被安排到丰润县
车轴山中学，以国文教员的身份作掩护，完成了

《中国社会改造原理》下卷的写作。
书中，杨明斋主张从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入

手，以西方文化的精华取代中国传统文化过时
的部分，用科学社会之一原理为指导，改造中
国社会。这一见解和主张，在当时白色恐怖环
境中公开发表，颇具胆识。

1929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
于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
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决议案》，对此，
杨明斋认为开除陈独秀党籍处理过重。在当时
的特定情况下，共产国际也应负有一定领导责
任。1930年，杨明斋在无法与中共中央取得联
系的情况下，辞去丰润县车轴山中学的教职。

此后，杨明斋行踪一度不明。

穿越国境

客死异国他乡

杨明斋的学生曹靖华曾提到，他在和周恩
来的谈话中获悉，上世纪30年代杨明斋病故在
苏联的伊尔库茨克。这一说法并不准确。

后经党史工作者寻访证明，杨明斋离开车
轴山中学后，冒险私越国境，进入西伯利亚，
准备专程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说明有关陈独
秀及中国革命的情况。杨明斋到了伯力即被扣
留，所写80页的长篇报告书几经周折转送到共
产国际。

报告书对1927年以来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
指导的失误，对中共党内连续出现“左”倾路
线提出批评。他强调要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
尤其是要注意工作方法和农民组织。由于对共
产国际提出异议，杨明斋受到了牵连和打击。
1931年，杨明斋被当做“叛逃者”流放到托木
斯克当勤杂工。

流放期间，他仍然关注中国革命的形势，
想著书系统地阐发意见，考虑书名定为《社会
生存本义》，或《伟大革命和伟大创作》，或
《伟大破坏和伟大建设》。

期间，杨明斋写信给张国焘：“现在第三
国际公开了关于中国改造问题的政纲在各报
上，我见了这个政纲后，不知怎么的不安于充
军生活了。因此，请你顺便到第三国际里问一
问，究竟为什么把我充军，我的报告犯了什么
错误？得知后请给我一封信才好。”

张国焘此时已经回国，而时任中共驻共产
国际代表的王明或者第三国际的其他负责人，
都没有理会杨明斋的这一要求。只有在西伯利
亚内务部工作的中共党员师哲一人看望过他。
1934年8月，杨明斋流放期满，回到莫斯科，在
工人出版社当投递员、誊写员、校对员。

1938年，斯大林的血腥清洗运动达到顶
点。2月，杨明斋被共产国际以“偷越国境、擅
离革命岗位”等罪名逮捕。5月26日被杀，死在
异国他乡。

1988年，杨明斋被追认为烈士。他的尸骨
却永远留在了前苏联。

很多人对他并不熟悉。但提到他的学生，却无人不晓：刘少奇、邓小平、任弼时、蒋经国等，都曾听他

亲自授课。他是最早加入共产党的中国人之一，更是参与筹建中国共产党的关键人物。李大钊曾评价———

杨明斋“万里拓荒，一身是胆”
□ 本报记者 卞文超

■ 相关阅读

两度返乡

不改本色
□ 卞文超 张升善

□ 责任编辑 郭爱凤

放弃收购天空电视台
默多克实属无奈

国际传媒大亨默多克领导
的新闻集团13日发表声明，宣
布放弃收购英国天空电视台。
因旗下《世界新闻报》的窃听
丑闻越滚越大，放弃收购计划
似乎是无可奈何之举。

泰候任女总理
未通过议员资格审核

泰国选举委员会12日晚
公布的合格议员名单中，为
泰党头号候选人英拉等16人
不在合格议员名单之列。有
人投诉他们在竞选过程中有
违反选举法的现象。

埃及前总理纳齐夫等
因汽车牌照案被判刑

埃及12日就一起汽车牌照
腐败案作出判决，涉案人员前
总理纳齐夫被判一年缓刑监
禁，前内政部长阿德利和前财
政部长加利被判5年和10年的
监禁。

学者将鼻子分成14类
“狮子鼻”最有魅力

鼻子位于人脸的中心，它
的形状对美丑会产生很大影
响。一位以色列学者提出，人
的鼻子可分为14种，不同种类
的鼻子代表了不同的个性，也
对应着不同的魅力值。他认为
鲁尼的“狮子鼻”最有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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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明斋没有留下照片，这幅
画像是比照弟弟模样绘制而成。

有关部门曾为杨明斋故居修缮丈量尺寸，但是迟迟
不见动工。杨明斋故居倾颓，杨九国对此十分惋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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