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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龙嘉 于岸青

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
1920年3月，李大钊等在北京大学组织了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是中国最早的系统学
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团体，也是最早
系统向山东传入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团体。经
考证，以通讯会员身份加入北大马克思学说
研究会的，山东一共有六人：济南学生王尽
美、大槐树机厂工人李广义；烟台海军学校
学员李之龙、郭寿生；胶济铁路张店火车站
电灯房“员司”（会计）李青山和青岛报社
记者胡信之。

他们以通信的方式不同程度地接受了马克
思主义学说，是山东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
人，并陆续投身到各种革命活动中去，以大无
畏的革命实践传播马克思主义。

王尽美：

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
1919年暑假后，王尽美升入省立一师本科

第十班学习。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他的思想
有了飞跃。

五四运动的主阵地在北京，特别是北京大
学。运动中，北京的学生组织与外省学生组织
建立起联系，代表济南学生组织经常跑北京的
是王尽美。北京之行，让他有幸结识了中国第
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

1920年3月，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王
尽美又来到北京大学西斋，罗章龙热情地领着
王尽美到北京大学图书馆、教室、学生宿舍等
处转转看看。作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发起人
和书记，罗章龙特别向他介绍了研究会的情
况。当听到“在北京念书的学生加入研究会的
是北京的会员，在北京以外各省市念书的学生
或工人被吸收入会的叫做通讯会员”时，王尽
美很感兴趣，他立即登记，成为了研究会的通
讯会员。回到济南后，他经常与研究会通信联
系，彼此交换刊物。这迎来他人生一个非常重
要的转折点，促成他从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
思主义者。

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王尽美，努力将思想
以大众化的语言传播出去。自1920年10月起，
他接连发表文章，讨论师范、乡村和女子教育
问题。在《励新》杂志第一期中，他写道，
“近来，新思潮蓬蓬勃勃过来以后，便与前大
不相同了。大多数青年，已经有了觉悟，便觉
着老实读书以外，个人和社会、和人类还有种
关系，非常重大，已注意到这上头，便对于从
前一切的制度、学说、风俗……都发生了不满
意，都从根本上怀疑起来……”

为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王尽美先后主办
过《励新》《济南劳动周刊》《山东劳动周
刊》等报刊。对王尽美来说，这是一种历
练。这不仅有人的聚集，更是主义的结合，
主义犹如一面旗帜，立起来，大家才有所指
望，才知所趋赴。

王尽美与邓恩铭参加中共一大返回济南
后，很快建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是济南
党组织直接领导的公开的学术组织，在公众中
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为党培养了一批骨干。

1922年8月，他被党派往北方铁路工运重
点地区山海关做工运工作。以冶铁徒工的身份
为掩护，他组织起“山海关京奉路工友俱乐
部”，继毛泽东领导的安源路矿工人罢工之
后，领导了北方路矿工人大罢工。

1923年5月，王尽美以“平民学会”的名
义，在济南举办马克思诞辰105周年纪念会，
会场主席台中央悬挂着足有1米高的马克思画
像，这张炭画像是王尽美亲绘。会上，王尽美
作长篇演讲。会后，“第一次以中国共产党的
名义散发了传单”。

1924年1月，为贯彻中共三大所制定的统
一战线政策，王尽美同毛泽东、李大钊等同志
一起参加了孙中山在广州主持召开的国民党
“一大”。

王尽美长期积劳成疾，感染了肺结核，但
他无暇休养，继续奔波在济南、青岛之间。
1925年4月，参与领导了青岛日商纱厂工人第
一次同盟大罢工取得胜利后，王尽美的身体被
彻底击垮。8月19日，他不幸病逝于青岛，年
仅27岁。

李广义、李青山：

山东工运的先锋
章丘人李广义是津浦铁路济南大槐树机

厂（济南铁路大厂前身）的油漆工，文化不
高，但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1920年，他成
为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第一批通讯会员。
他曾从北京带回了最早版本的中文《共产党
宣言》。1922年，由罗章龙介绍，李广义加入
中国共产党。

早在1921年，王尽美和津浦铁路浦镇机厂
中华工会会长王荷波在大槐树机厂的红房子公
所带领李广义等组建了工人夜校。1922年在中
共山东支部领导下，李广义等成立了山东的第
一个工会——— 津浦铁路济南大槐树机厂工会。

“红房子”孕育出的红色火种，点燃了济
南、山东地区工人运动的熊熊烈火，还影响和
推动了津浦铁路沿线工人运动的进程。1925年
1月中共四大召开时全国共有党员994名，而
“铁路大厂”就有16名，占全国党员总数的
1 . 6%。

1925年，中共津浦铁路大槐树机厂支部成
立，这是山东第一个企业党支部，李广义是第
二任支部书记。铁路大厂的工人运动有了党的
坚强领导，逐渐成为党在山东开展工作的“中
心地带”。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山东省委迭
遭破坏。济南“五三”惨案后，李广义因组织
反日活动被捕入狱。出狱后回原籍休养，与党
组织失去联系。1945年在原籍病逝。

李青山是掖县（今莱州）人，在胶济铁路
张店火车站电灯房做“员司”。1921年晚秋，
中共北京区执行委员会书记、中国劳动组合书
记部北方分部主任罗章龙和王尽美到张店铁路
段等地考察，李青山陪同他们坐火车到博山，
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到这一地区宣传马克
思主义，物色工运先进分子。

1922年12月，中共山东直属支部成员王复
元奉党的命令来到张店，以张店机务段材料房
“员司”的身份，从事工运活动，秘密发展党
的组织。次年春，王复元创建张店铁路工人工
会，李青山担任工会负责人。1924年5月，罗
章龙再赴山东时，介绍李青山加入中国共产
党，李青山成为张店地区第一个共产党员。作
为王复元的得力助手，李青山先后发展邹光
中、武考三等十几名铁路工人入党，由此1924
年在工农混居的洪沟村产生了张店第一个党组
织——— 张店车站党小组，次年改为党支部后，

党员发展到30人之多，被称为“CP（共产党
缩写）大本营”。

1925年2月8日，由邓恩铭和王尽美直接领
导的胶济铁路全线大罢工，首先从当时路局所
在地青岛发起。中共张店车站支部接到青岛四
方机厂的电话后，立刻在张店车站以南的马庄
山召开党员和工会骨干会议。会议决定，立即
响应青岛罢工号召，由支部委员、工会负责人
李青山指挥，罢工的口号是“实行平等待遇，
不得随便裁减工人，每人每日增加工资”等。
8日午夜，寒风料峭，在李青山指挥下，张店
车站内的机车同时拉响汽笛，大罢工开始了。
由党员和工会骨干组成的工人纠察队和宣传队
迅速出动，维持罢工秩序，宣传罢工口号和复
工条件。全线大罢工坚持了9天，迫使铁路当
局答应了复工条件，斗争取得了胜利。

1928年冬，王复元及其兄王用章相继叛
变，开始疯狂破坏党组织。1929年4月，李青
山和邹光中被捕，出狱后受中共铁山特支领
导。1932年，山东省委连续遭受破坏，中共铁
山特支与上级失去联系，组织活动停止。抗日
战争初期，李青山参加了邹光中领导的山东职
工抗日队伍“工人六支队”，在张店沣水一带
执行任务时遭汉奸枪击，受伤不治牺牲。

李之龙、郭寿生：

胶东最早马克思主义传播者
李之龙与郭寿生同为北洋政府所办的烟台

海军学校学员。
李之龙于1916年秋从湖北沔阳考入烟台海

军学校。入校后，他写了一本《实践健身
术》，不仅成为海军学校必读课本，还由中华
书局出版发行，连续再版9次，供不应求。
1921年春，为反对校方非法克扣军饷，他和郭
寿生等发动水兵和校工罢航罢工，被学校开
除。随后他到上海结识了一批共产党人，并随
董必武到武汉，1921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4年他担任鲍罗廷的翻译时，考入黄埔军校
一期。之后参加第一次东征，表现出优秀的军
事才能，被调到黄埔军校政治部工作；不久又
调任为海军局政治部少将主任；1926年2月，
升任代理海军局中将局长。

1926年3月，在蒋介石制造的轰动一时的
“中山舰事件”中，李之龙被蒋介石逮捕，
“无罪释放”后随军北伐。1927年“四一二”
政变后，他撰写了《三二0反革命政变真相》
一文；“七一五”政变后，他在武汉秘密组织
海军社，在广州发动海军起义，失败后赴日
本。1928年2月6日，李之龙从日本经香港返回
广州后被逮捕，次日被国民党海军第四舰队司
令杀害于黄花岗。

临刑前，李之龙给妻子写了一封遗书：“我
革命的义务现在结束了，不要悲伤。希望你把孩
子抚养成人，继承我未完成的革命事业。”

郭寿生是福建闽侯（今福州）人。1916年
以福建考区第一名的成绩考入烟台海军学校。
在学校他与李之龙一起成为北大马克思学说研

究会通讯会员，二人开始研究三民主义、马克
思资本论入门、社会主义理论和苏联革命史
实，尤其爱读《新青年》。“我思想的前进受
《新青年》影响最大。”李之龙离开烟台时
说，“我们互约各自继续奋斗。”

李之龙到上海，正值中共一大召开，他结
识了董必武、陈潭秋等人，向他们介绍了郭寿
生。同年10月，邓中夏、王荷波受党派遣到烟
台开展活动，与郭寿生取得联系，并介绍郭寿
生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郭寿生成为烟台
地区第一位青年团员后，就在烟台海军学校建
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传播马克思主义。

1922年夏，郭寿生赴南京鱼雷枪炮学校学
习，次年上半年，经恽代英、王荷波介绍，加
入中国共产党，成为烟台第一个共产党员。学
习期满后，他回到烟台，在海军学校及周边学
校发展党员，于1924年底建立了中共烟台组，
这是烟台地区最早的党组织，也是胶东地区两
个最早的党组织之一。这年，他向中共中央递
交了一万余字的《最近烟台报告》，中央认为
“极有价值”，以《烟台调查》为题，分4期
在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上发表。1925年
初，郭寿生调上海海军舰队工作。大革命失败
后，已在上海海军基地工作的郭寿生接到党的
命令：中国共产党一定会有一支强大的人民海
军，保存力量，等待时机。

1948年，周恩来亲自下令，“唤醒”潜伏
在国民党海军司令部已经21年的郭寿生。当听
到派来的同志用福州话说“周恩来请你归队”
时，郭寿生立时潸然泪下。他被“唤醒”后，
利用身份参与策动国民党第二舰队成功起义，
为新中国的解放作出贡献。

胡信之：

共产党人的忠实朋友
胡信之是北京人，毕业于北京大学。1922

年底，应聘任《中国青岛报》记者。1924年他
担任《青岛公民报》主笔后，曾全文刊载《共
产党宣言》。邓恩铭、王象午、延伯真等共产
党人也经常利用《青岛公民报》发表文章，为
发动民众广造舆论。

在与共产党人接触、交往中，胡信之成为
共产党人的忠实朋友。

1925年春夏，中共地下组织领导青岛日商
纱厂工人举行了三次工人同盟大罢工。4月，
第一次罢工开始，胡信之在《青岛公民报》上
发表评论，谴责日本厂主虐待工人的罪行，号
召各界人士“本良心之主持，援助可怜之工
人”，特辟《工潮专载》栏目，报道罢工动态
和各界支援罢工的情况。大罢工坚持了22天，
取得了胜利。胡信之和《青岛公民报》为大罢
工作出了积极贡献，深得工人爱戴和称赞。报
纸发行量由几百份猛增至万份以上，成为青岛
声誉最高的报纸。

5月25日，又举行了第二次工人同盟大罢
工，张宗昌军阀政府和日本人勾结起来进行镇
压，发生青岛“五二九”惨案，次日上海五卅
惨案发生。青沪惨案发生后，胡信之再次挺身
而出。6月16日，青岛3万余人参加的市民雪耻
大会如期召开，《青岛公民报》事先免费刊登
了大会倡议启事，同时连续发表文章批驳少数
媚日买办资本家的卖国行径。会后举行了声势
浩大的示威游行，把青岛的反帝爱国运动推向
高潮。6月30日，是五卅惨案发生一个月纪念
日，在胶济铁路总工会组织下，青岛3万多各
界人士举行了青沪粤汉死难烈士追悼大会，胡
信之宣读祭文。7月23日，青岛日商纱厂工人
举行第三次同盟大罢工，张宗昌和日本人合伙
进行血腥镇压。29日，胡信之与共产党员、工
人领袖李慰农等被张宗昌逮捕，英勇就义。胡
信之是青岛新闻界第一个敢于站出来为民众呐
喊，敢于无所畏惧地同反动势力作斗争的文化
名人，也是第一个在青岛为革命而牺牲的文化
名人。

在大革命中，马克思主义的星星之火，在
齐鲁大地上始成燎原之势。

齐鲁大地红色“早行人”
——— 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山东通讯会员

郭寿生夫妇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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