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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7月，一位大耳朵、长方脸、细高挑
儿、绰号“王大耳朵”的山东汉子穿梭在济南
的学校、工厂之间，为参加一个秘密会议作准
备。他是王尽美。这月中旬，他与邓恩铭一
起，从济南南下上海。

在上海望志路106号，共产主义小组代表们
从五湖四海走到这个红色起点，成立了中国第
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之后，王尽美与信仰共
产主义的同志们共同登上嘉兴南湖的红船，棹
桨摇出一个崭新的世界。

“贫富阶级见疆场”

从上海回济南后，王尽美作《肇在造化———
赠友人》诗一首：“贫富阶级见疆场，尽善尽美唯
解放。潍水泥沙统入海，乔有麓下看沧桑。”原名
王瑞俊的他，改名王尽美，时刻提醒着自己为实
现共产主义理想而行动，不惜献身。

阅尽沧桑自在身。“120年前的6月14日黎
明，天微微亮，王尽美出生在诸城市枳沟镇大北
杏村（时属莒县）一户佃农家中，他对底层民众的
苦难有着天然的同情，富有民族反抗精神。”诸城
市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海涛介绍道。

100年前的4月，王尽美怀揣改造社会的理
想，背井离乡考入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习，试
图寻找教育救国之路。此时，中国的思想界在
酝酿着一场风暴。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各
种新思潮如雨后春笋，进步知识青年的思想在
急剧地变化着。

1920年春暖花开时，王尽美加入了北京的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被发展为外埠通讯会
员。这是他人生道路上一个重大转折点，意味
着他确立了共产主义的信仰。

之后，王尽美参与组建了济南的“康米尼
斯特学会”和“励新学会”，积极研究宣传新
思想、新文化。王尽美怀揣着《共产党宣言》中
文首译全本，反复钻研，逐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
的思想武器。

1921年4月15日，“励新学会”的刊物《励新》第
五期刊登了一篇文章，提出了要学习十月革命，
举行罢工，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等。王尽美称作者
收回劳动者权利的主张是“山东劳动界中之先觉
者”，并指出，“少数觉悟者，不得不先尽传播酝酿
的责任。一俟时机成熟，我们的理想自能一蹴而
就”。

1921年5月，成立不久的中共山东早期党组
织建立了济南劳动周刊社，在《大东日报》的副刊
上出版了《济南劳动周刊》。王尽美作为主要成员
之一，为唤醒苦难中的民众而积极奔走。

正如王尽美起草的劳动周刊出版宣言中所
称，创立周刊社、出版周刊的目的是“促一般劳动
者的觉悟，好向光明的路上去寻人的生活”。那
么，劳动者怎样才能觉悟呢？光明的路在哪里呢？
怎样才算得上是人的生活呢？周刊社提出了“增
进劳动者的知识”“提高劳动者的地位”“改造劳
动者的生活”三大方针。

与此同时，王尽美走进津浦铁路济南大槐树
机车厂、鲁丰纱厂的工人之中。在他的亲自指导
下，1921年6月上旬，津浦铁路大槐树机车厂工人
俱乐部成立，这是山东省第一个具有工会性质的
组织。随后，在北大槐树和中大槐树，他倡导办起
了四处工人夜校，吸收300多名进步工友参加。

思想的痕迹总在时代的前行中露出端倪。
“王尽美自初步确立了救民于水火的民众观后，
在思想和实践中，经过了由改造乡村教育和师范
教育、提高平民的知识，到创办报刊和到工人中
去、‘促一般劳动者的觉悟，好向光明的路上去寻
人的生活’这样急剧的变化。这一剧变，表明王尽
美始终关注劳苦群众，并且他救民的方式是付诸
实际行动。这从他身先士卒，一直冲在一线组织
工人运动就能体现出来。这与共产主义的革命观
相契合，一定程度上加深了他对共产主义的信仰
选择。”李海涛分析道。

“工人站起来，革命打先锋”

参加完中共一大，王尽美、邓恩铭从上海带
回一些有关马克思主义的小册子，以及马克思、
恩格斯的相片、纪念章等。这些珍贵的物品很快
地被青年人抢购一空。

回到济南，王尽美重新投入唤醒劳动人民的
战斗中。早在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他就为农民
创作了一首小诗：“穷汉白劳动，财主寄生虫；贫
穷并非命，世道太不公；农民擦亮眼，革命天才
明！”

是啊，只有革命，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才能
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一大结束后一个多月，王
尽美和邓恩铭在济南建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为向不同群体宣传马克思主义，王尽美又创作了
四首诗：“工人白劳动，厂主吸血虫；工人无政权，
世道太不公；工人站起来，革命打先锋!”“店员白
劳动，财东吸血虫；人穷并非命，世道太不公；工
商联合起，革命无不胜!”“反帝反封建，五四大运
动；打烂旧世界，民族才振兴；同学快觉醒，革命
学列宁 !”“小兵死千万，大官立了功；为何打内
战，道理讲不清；枪口要对外，反帝是英雄!”

“王尽美的呼吁，涵盖了工、农、商、学、兵，革
命的道理简洁有力：无产阶级要联合起来闹革
命，砸烂枷锁，推翻地主、资本家的反动统治，才
能获得新生。”李海涛分析道。

战斗更得讲求策略。那时的党组织尚在秘密
阶段，很多活动在地下进行。当时，育英中学的学
生周仲千是“励新学会”的积极会员。他曾在王尽
美的安排下化装冒充省议员，到督军署内散发宣
传册。

1921年夏末，为瓦解当时的反动军队，王尽
美编了一本名为《一个兵的谈话》的小册子，大意
是反对军阀、内战，启发教育军人不要为军阀卖
命。里面有这样的话：“小兵死了千千万，都是死
在打内战，自相残杀，何等悲惨！千万躯体成炮
灰，千万生灵成鬼魂，千万红颜入春梦，千万白发
依闾门。”

为直接向广大士兵揭露军阀的反动本质，王
尽美看周仲千平日有点儿胆量，又会点儿武术，
决定让他把一些小册子送进督军署里去。

王尽美让周仲千穿一件罗汉大衫，戴上一顶
台湾草帽，脚踏皮鞋，架上墨晶眼镜，扮作省议员
模样。“大家叫我走到督军署大门见到守卫的士
兵，就说是要见军长田中玉，还教我表演了几
遍。”周仲千回忆说。

当天中午时分，周仲千大模大样地走到了督
军署大门口，有四个士兵分列在两边站岗。一个
班长听说他要见田军长，便一摆手，示意让他
进去。他快步越过大门里的影壁，向左一转，
走到花畦边小松树跟前，一弓腰把随身带来的
一些小册子抛到树下，转身就往回走。走到大
门口时，他对站岗的说了一声“田军长不在
屋”，便扬长而去，疾步奔回了齐鲁书社。

“等脱下罗汉大衫，才察觉到出了一身大
汗。我把情况向王尽美同志汇报以后，他称赞
我干得出色。我自己也有一种胜利完成任务后
的自豪之感。”周仲千说。

中国劳动运动之曙光

“1921年下半年我到达济南，继而由王尽
美陪同一道前往淄博。我们深入淄川、博山工
人区考察当地矿山等产业工人生活情况，物色
人才，研究开展工会活动，建立党、团组织，
并了解了一些有关事项。那时，天气已冷，工

人住在地屋里，只有少数的能穿上破烂的棉
衣，生活很苦。王尽美同志每到一地都积极向
工人宣传马克思的学说和理论。”中国共产党
创建时的党员、早期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罗章
龙曾回忆道。

行动派向来干脆利索。在今淄川区洪山镇
马家村村委会所处的院落中，几间老屋，两处
厢房，看似寻常。1922年6月初，从苏俄回国不
久的王尽美第二次来到淄博矿区，再次被工人
的悲惨生活刺痛。为躲避资本家的耳目，他悄
悄穿过一片墓田，进入马家村，来到了这个小
院儿。

这个院子，当时是淄川炭矿工人机器图算学
校，1919年由淄川炭矿机器工人许鸿宾等为首成
立，设有机械、绘图、算术、语文等课程，参加学习
的多是青年技术工人和工人子弟。

王尽美来到这里，以讲课为掩护，组织工人
运动。当时的工人运动，主要是结义、结伙、帮会
等原始组织形式，还没有明确的阶级意识。在院
内北边的一排房屋里，王尽美召集工人们开
会，每次到会矿工有四五十个人。

这座老房子今天看起来略显破旧，当年却
常常传出来要团结、要革命、要解放的声音。
王尽美还将写给工人的诗句，按《苏武牧羊》
的曲调，编了歌谣，在工人中传唱。为让矿工
们更直接地了解组织工会的目的，王尽美在矿
工中散发了《劝工友们速来入会》的传单，明
确提出，“工钱若不够底（的），我们就设法
叫厂主加。生活若没乐趣，我们就办个俱乐
部，大家进去乐乐。总而言之，我们只要团结
起来，什么事也好办。”

数百份传单在“煤黑子”们一双双手中传
阅。1922年6月25日，来自淄川、南定、西河一
带的煤矿工人代表在马家村机器图算学校院
内，召开了矿业工会发起会。会场布置简单，
正面悬一块大黑板，讲坛前面一方桌子当讲
台，左侧为书记席及签到处，其后整整齐齐排
着数十条长凳，为代表席。尚未到开会时间，
而代表签到者已达250余人，后来者却因地狭人
多，拥挤不堪，竟不能到前面签到。

“会场上仅有一所小房子，而到者数百人
之多，不但没有那许多座位，就是站着也拥
挤，又兼之暑气熏人，会员汗流浃背，开会时
间延长三小时之久，不但秩序始终如一，并且
有疑问就起立质问，有意见就起立发表，那种
活泼而沉静的精神，真叫我们佩服煞。”会
后，王尽美撰写了《矿业工会淄博部开发起会
志盛》一文，记述了这次大会召开的盛况。

会上，工人代表们消除了之前的意见不一，
踊跃发言，揭露资本家的剥削，交谈今后斗争的
打算。会议选举成立了淄博第一个工会组织———
山东矿业工会淄博部，通过了工会章程，老工人
陈锡五当选为主席。在成立大会上，淄川矿工第
一次喊出“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反对资本家的剥
削与压迫，争取自身解放”的口号。

在这座旧房子里，王尽美发表演讲，听众无

不动容，鼓掌如雷。当晚，王尽美彻夜不眠，挥笔
记录当时的场面和心情，热情赞颂淄博矿工的新
觉悟，称赞矿业工会淄博部的成立是“中国劳动
运动之曙光”“山东劳动界空前之盛举”。

见证过十月革命后苏俄社会主义建设欣欣
向荣景象，王尽美在淄博的小屋里看到了山东
的光明：“劳动运动的新潮，中国比起各国来
已显落后又落后了，尤其在中国北方的山东
省，更是长夜漫漫，不见一线曙光，又谁知底
层在黑暗势力之下的矿工队伍里，竟于不知不
觉之中发生此空前盛会，真令人惊异！真令人
佩服！我们欢乐到无所置词了，只好表示一百
二十分的诚意，欢呼：山东矿业工会淄博部万
岁！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

“无情最是东流水，日夜滔滔去不停。半
是劳动血与泪，几人从此看分明。”从淄博回
到济南，王尽美写诗言志，进一步表达了要唤
醒劳动人民，大家一起起来革命的决心。在当
时，行动派的他已认定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道路
是中国人民的必然选择。

“历尽人生未有的苦痛”

“1922年七八月份，我到上海劳动组合书
记部开会，王尽美同志也到了上海。他主动提
出到北方区委工作一个时期，说要锻炼锻炼。
我当时想，他是山东的领导人，山东离不开
他，他不能放下这么重要的工作岗位到北方区
委来。可他坚持这个主张。后来中央、北方区
委和我也就尊重他的意见，都同意了。他到了
北京，我的意思是推荐他负责北方劳动组合书
记部的工作，但他不同意。他说，我在这里当
战士，做基层战士的工作。这样就让他当了中
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副主任兼秘书。”
罗章龙曾如是回忆。

到基层做战士，是王尽美对自己的要求。
在参与指导北方劳工运动中，他主要领导京奉
铁路和开滦煤矿的工人斗争。

1922年8月，北方分部任命王尽美为京奉铁
路特派员，负责领导京奉铁路工人运动。北方
分部主任罗章龙这样记述了王尽美的工作：
“尽美时方在京奉路山海关独当一面工作。该
地为关内外出入要站，国内战争必争之地，所
以军阀防御工人备极严密。而工人间亦帮派分
歧，互为仇敌。尽美初至时最感苦闷，但遂变
装毁容，投身工人为冶铁学徒，昼作苦力，得
闲便向工人宣传。此时尽美以一‘工钱奴
隶’，赤手空拳与工头、厂长、工贼、军警等
搏斗，历尽人生未有的苦痛。卒运用他的智力
克服一切困难，打倒许多强敌，于三个月内全
体工友群众均接受了他的宣传，山海关工会遂
在尽美领导下宣告成立。”

接着，王尽美领导山海关铁工厂工人成功举
行了大罢工，在京奉铁路上扬起了第一面胜利的
旗帜。山海关铁工厂工人胜利罢工之后，王尽美
与罗章龙、邓培、张隐韬等人一起组织领导开滦
五矿工人罢工，并指导秦皇岛工人的大罢工。

1922年10月23日，开滦五矿3万多名工人同时
罢工。罢工第四天，在当局镇压与分化下，赵各
庄、林西矿出现动摇。各矿遂在没达到罢工目
的情况下陆续复工。在严峻形势下，王尽美与
秦皇岛港口工人表现得坚决勇敢，组织纪律性
强，而且在罢工结束时有计划地组织了退却，
未遭到重大损失。英国的《泰晤士报》曾称，
“查五矿同盟罢工，以秦皇岛团结最力。”

1988年4月，在河北南皮发现了与王尽美一
同领导罢工的张隐韬所写日记。在1923年9月13
日，张隐韬写道：“北京之铁委，自我至京，
皆由尽美同志负责。近日不知中央局以若何原
因将其调往济南，以张国涛（焘）同志接办。美兄
此次之下台，当然有种心下不快。即使再（拖）延
下去，恐亦于各项事体毫无进展。但不知张兄对
于北方之布置，更有若何计画（划）也。”

当时，王尽美在北京任全国铁路总工会干
事，参与营救“二七”大罢工中被捕者的工
作。此时，北京政府由直系军阀曹锟执政。一
片白色恐怖下，为了能同狱中同志取得联系，
王尽美乔装成狱卒，冒着随时都会被捕杀头的
危险，几次出入保定监狱，把党的关怀、鼓励
及有关指示传达给狱中的同志，把党准备营救
的方案告诉他们，并送去一些生活用品。

狱中同志非常激动，碍于牢笼的险恶，他
们不能用更多的言语表达，只是紧紧地拉着尽
美的手，眼含热泪说：“请母亲放心！”

对于王尽美的行动力，张隐韬甚为钦佩。
可对于突然的人事变动，让他看不下去。在9月

17日的日记中，他写道：“工刊有国焘负责，
铁委则有昆弟。我因此类不光明之人儿上台，
觉进行颇有障碍，是以提议要回乡一走。”

同年11月1日，张隐韬接到罗章龙的来信。
信中说:“……兄对北地同志失望，亦系事实使
然。……而对于外来拂意现象，又何妨达观一
些。历观能负革命使命的人，未有不于失望中
渐去求希望也。弟居此虽十分勉强，然每一念
及吾人前此之辛勤，在狱同志之苦痛，遂不得
不抛弃一切。至于他人进退，力能及，则劝导
鼓舞之；不及，亦不便戚戚也。”

“此信我接到之后，读其辞而忆其旨，并
回想前时之流离辛苦，已泪流满襟矣。噫，举
大事，非有坚决不拔之志和百折不回之精神岂
能成之乎？此信，真我病之药石也。”张隐韬
所读信件的精神，罗章龙也与王尽美沟通过。

“平生志在训迪农工”

只是，王尽美没有像张隐韬那样躲回老
家，而是投身到不同战线的工作中。1923年10
月6日，中共济南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王尽美
担任委员长兼宣传部长。十多天后，他到青岛
指导党、团工作，参与改造四方机厂工人组织
圣诞会的工作。

1936年，以晚清进士、爱国志士庄陔兰为
总编纂编辑的《重修莒志》中，有“党员王尽
美事略”：王尽美，莒县崖头村人。家贫苦
学，弱冠入济南第一师范。砥砺学行，殚心国
事。旋同诸城王乐平游学俄国墨（莫）斯科毕
业。忠于党，总理甚器之。中国国民党开第一
次代表大会于广州，山东代表丁惟汾、王仲
裕、王乐平等六人，尽美其一也。曹吴失败，
总理北上，主张国民会议，至津卧病。先遣党
员分赴各省，宣敷政见，创国民会议促进会。
尽美与阎容德、王乐平、王少文至鲁，鲁省成
绩最著。平生志在训迪农工，不避艰阻，劳瘁
过度，年未三十以瘵死。

这段记载，从另一个侧面勾勒出王尽美作为
行动派的剪影。与他一起工作过的延波真也曾回
忆：“王尽美同志出身佃农家庭，工作努力，生活
刻苦，因经济困难衣服穿得很简便。我们曾为他
凑几件比较像样的衣服，让他到处宣传。”

在随后兴起的国民革命运动中，王尽美依
然以部分精力投入到工人运动中。当时，长期
的奔波终致积劳成疾，他在山海关时就染上了
肺结核病，到1924年10月已是肺病晚期了。

“王尽美的病情一天比一天重，为减轻组
织上的负担，他要求回乡养病。1925年6月，王
尽美在同志们的陪护下回到了大北杏村。”李
海涛介绍道。

与以前不同的是，王尽美的长子王乃征发
现父亲这次回来没有和大家一起住，而是由祖
母从地主家借了一间做粮仓的小屋，放上一张
床，父亲就一直住在那里。后来他才知道，父
亲得的是一种传染病，需要隔离治疗。

王尽美的归来给家庭带来了短暂的欢乐，家
里人虽然四处求医问药，他的病情却没有减轻。
王乃征眼里的父亲已骨瘦如柴、极度虚弱了。在
神志清醒时，王尽美总是喊王乃征和弟弟王乃恩
到病床前，嘱咐他们长大后要为穷人们办事……

后来，家人发觉乡村的医疗条件太差，便
把家里值钱的东西都变卖了，送王尽美到青岛
治疗。1925年7月的一天，王尽美躺在一副担架
上，由母亲陪同，乡亲们抬着送到高密去青岛
的火车上。然而，一切都无可挽回了。在病危
时，他趁神志还清醒，立下遗嘱：“全体同志
要好好工作，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和共
产主义的彻底实现而奋斗到底！”并过目，按
了手印。8月19日，王尽美永远离开了他曾行走
万里的人世间……

十多年后，王乃征被人动员参加一个组织，
他不知怎样应付，便找到王尽美当年的同志、诸
城老乡王翔千。王翔千斩钉截铁地说：“你什么组
织也不要参加，还是去参加你老子那个党。”

薪火相传。王尽美的红色基因被一代代后
人所继承，他的儿子、孙子、曾孙都先后紧随
他的足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一条光明、正
确的道路上继续不息地奋斗向前。

王尽美始终关注劳苦大众，身先士卒，冲在一线组织工人运动，“投身工人为冶铁学徒，昼作苦力，得闲便向工人宣
传”。他“以一‘工钱奴隶’，赤手空拳与工头、厂长、工贼、军警等搏斗，历尽人生未有的苦痛”。病危时，他立下下遗
嘱：“全体同志要好好工作，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和共产主义的彻底实现而奋斗到底！”

王尽美：“打烂旧世界，民族才振兴”
□ 本报记者 卢昱 杨国胜 本报通讯员 吕光玉 徐春光

■ 责任编辑 郭爱凤

王尽美留世的照
片非常少，这是前几
年在俄罗斯新发现的
珍贵照片，王尽美(左
二)在莫斯科参加国际
会议。

王尽美
读过的书。

济南英雄
山王尽美墓。

在济南五龙潭公园，一
座4米多高的花岗岩雕像掩
映在苍松之间，这就是革命
先驱王尽美和邓恩铭的雕
像。

“贫富阶级见疆
场 ，尽 善 尽 美 唯 解
放 。潍 水 泥 沙 统 入
海 ，乔 有 麓 下 看 沧
桑。”原名王瑞俊的
他，改名王尽美，时
刻提醒着自己为实
现共产主义理想而
行动，不惜献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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