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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尽美

最早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王尽美，原名王瑞俊，字灼斋，
1898年6月出生于山东省莒县，先
属诸城市。王尽美出生前4个月，父
亲就抱病身亡，幼小的王尽美与祖
母、母亲相依为命，当时家中地无
一垄、房屋半间，生活极为凄苦。他
是家境最为贫寒的中共一大代表。
少年的王尽美，由于偶然的机会，
伴地主少爷“陪读”，掌握了一定的
文化知识。之后在家耕读兼之。20
世纪初期，诸城在辛亥革命中的独
立运动和农民起义，农民困苦不堪
的生活，促使王尽美树立了救国救
民的思想。1918年，王尽美考入了
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当他要离
开家乡赴济南上学时，不禁发出了
“沉浮谁做主问苍茫”的感慨。

1919 年，因山东问题而引发
的五四反帝爱国运动爆发后，王
尽美全身心地投入到运动之中，
在济南，在家乡，参与领导罢课、
罢市、抵制日货。运动之后，被选
为山东大专中学的学生联合会
负责人之一。19 1 9 年下半年，王
尽美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1920
年上半年，成为北京大学马克思
学说研究会的通讯会员。当时，
山东的通讯会员有3 人，另外两
人是烟台海军学校的李之龙、郭
寿生。这年夏秋间，王尽美、邓恩
铭等建立了济南共产主义学会。
冬季，他们又建立了励新学会，
并主编《励新》半月刊。1 9 2 1 年
春，王尽美、邓恩铭等创立了济

南共产党早期组织，并创办了
《济南劳动周刊》，同时，初步开
展起工人运动。1921年7月，王尽
美和邓恩铭代表济南共产党早
期组织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
全国代表大会。

中共一大之后，王尽美为中共
山东部负责人。为了进一步学习、
宣传马克思主义，他领导建立了济
南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2年1月，
王尽美、邓恩铭等出席了在莫斯科
召开的远东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结
束后，他和邓恩铭留下参观、学习。
在苏俄这段时间内，他们从各个侧
面观察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
情况。4月王尽美回国，不久即担任
刚刚成立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
山东分部主任。自此，山东的工人
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王尽美
亲自指导建立了山东第一个产业
工会——— 济南机床厂工会，并帮助
建立了山东矿业工会淄博部。1922
年 7 月，中共二大在上海召开，王
尽美、邓恩铭都出席了大会，参与
制定了中国革命的最高纲领和最
低纲领。中共二大的历史性贡献
是，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反帝反封建
的民主革命纲领。

1922年下半年，中共中央机关
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从上
海迁到北京，王尽美调任北方部副
主任兼秘书。8月，他以京奉铁路
(北京到沈阳)特派员身份到山海关
开展铁路工人运动。他领导的山海
关铁工厂罢工斗争的胜利，树起了
京奉铁路第一面胜利的旗帜。接
着，王尽美到秦皇岛，参与领导开
滦煤矿大罢工。这期间，王尽美一
度被捕，旋被工人营救出来。中共
中央鉴于形势紧张，调王尽美回山
东主持党的工作。

王尽美回山东后，一方面加强
党的宣传、组织工作，一方面开展
工人运动，亲自领导了济南理发业
工人大罢工。1923年6月，中共三大
在广州召开。大会决定共产党员以
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合
作。11月，中共三届一中全会召开，
具体研究国共合作问题。王尽美出
席了三届一中全会。这时，他已根
据中央的规定，加入了国民党。
1924年1月，王尽美出席了国民党
一大，12月，被孙中山委以国民会
议宣传员特派员，进行召开国民会
议活动。

常年过度紧张的工作和艰
苦的生活，使王尽美染上了肺结
核病。到19 2 4 年底，他曾几次吐
血晕倒。在这种情况下，他依然
参与领导国民会议运动和青岛
工人大罢工，还于19 2 5 年 3 月出
席在北京召开的国民会议促成
会全国代表大会和孙中山先生
的葬礼。6月，王尽美肺病复发，8
月 19 日与世长辞，年仅27 岁。临
终前，他口述遗嘱：“希望全体同
志要好好工作，为无产阶级及全
人类的解放和为共产主义的彻
底实现而奋斗到底。”王尽美是
1 3 位中共一大代表中最早为救
国救民贡献出宝贵生命的革命
烈士。

邓恩铭

牺牲在敌人的枪口下

邓恩铭，曾用名黄伯天，字
仲尧，1901 年出生于贵州省荔波
县，水族人。19 1 3 年入荔波县桂

花书院初级小学读书。1917 年因
二叔在山东省任低级小官而随
叔母来到山东。1918 年考入山东
省立第一中学。1 9 1 9 年五四反
帝爱国运动中，邓恩铭任省立一
中学生自治会负责人，表现出强
烈的爱国思想和出色的组织领
导能力，曾作为学生代表赴京、
津地区进行爱国运动。

邓恩铭从1919年下半年开始
接受马克思主义。从1920年夏秋间
直至1922年4月，同王尽美等一起，
建立济南共产主义学会、励新学
会、共产党早期组织，初步开展工
人运动，出席中共一大，建立济南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参观远东人民
代表大会，出席中共二大。

19 2 3 年 4 月，邓恩铭受党组
织派遣，赴青岛开展革命工作。
他是青岛的中共党组织和社会
主义青岛团组织的奠基人。1924
年，邓恩铭根据中央指示，促成
青岛的第一次国共合作，领导青
岛的国民会议运动。19 2 5 年，邓
恩铭先是领导了胶济铁路全线
大罢工和青岛四方机厂工人大
罢工，并取得了胜利；后是领导
了青岛日本纱厂工人同盟大罢
工，掀起了声势浩大、震动全国
的反帝爱国运动。这期间，邓恩
铭第一次被捕。

19 2 5 年王尽美去世后，邓恩
铭担任了中共山东地执委书记。
这年 11 月第二次被捕。192 7 年，
邓恩铭出席了中共五大。八七会
议后，担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领
导全省各地举行农民武装暴动，
其中著名的有阳谷坡里暴动。
1929年1月，邓恩铭第三次被捕。

艰苦的斗争，使邓恩铭与王
尽美一样，染上了肺结核病。拖
着疾病之躯的邓恩铭，在狱中领
导了两次越狱斗争。19 2 9 年 4 月
19日的第一次越狱，虽然有少数
人逃脱，但是邓恩铭等大多数人
没有成功。当年7月 21 日第二次
越狱，共逃出18 人，其中邓恩铭
等11人又被抓捕，逃走7人。第二
次越狱斗争，震惊了国民党最高
当局，山东省第一监狱看守长因
“渎职”罪被枪毙，山东省高等法
院受到“戒饰”。

19 3 1 年 3 月，狱中病魔缠身
的邓恩铭，感到来日不多，思绪
万千，多少报复，多少无奈，多少
感慨，凝结成一首流传至今的诗
篇———

卅一年华转瞬间，
壮志未酬奈何天。
不惜惟我身先死，
后继频频慰九泉。
19 3 1 年 4 月 5 日，又是一个

清明节。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凌晨，
邓恩铭、刘谦初、吴丽实、郭隆真
等 22 名知名的共产党人，高唱着
国际歌，在济南英勇就义。邓恩铭
时年仅 3 0 岁。他是 1 3 位中共一
大代表中，第二位在敌人的枪口
下牺牲的革命烈士，唯一的少数
民族英雄。

十三人

在大浪淘沙中的不同命运

同王尽美、邓恩铭一样为救
国救民献出生命的中共一大代
表还有何叔衡、陈潭秋和李汉
俊。18 7 6 年 5 月出生于湖南省宁
乡县的何叔衡，在清朝晚年曾考

取过秀才，出席中共一大时已经
45岁了。一大之后曾去莫斯科中
山大学学习，回国后在中央苏区
工作。1934 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
北上后，何叔衡在革命根据地坚
持斗争。1935年2月24日，他和瞿
秋白等同志遭到国民党军袭击
而陷入重围，为了不连累其他同
志，欲跳崖自尽，遭到了敌人机
枪扫射，壮烈牺牲，实践了他生
前“我要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
血”的誓言。1896年1月出生于湖
北省黄冈县的陈潭秋，中共一大
之后，领导过著名的“二七”大罢
工，担任过多个省的省委书记，
1939 年后任中共驻新疆代表，领
导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1942 年
同毛泽民等同志被军阀盛世才
秘密杀害。1890 年出生于湖北省
潜江县的李汉俊，14岁即留学日
本。曾一度代理过上海共产党早
期组织的书记，参与筹备中共一
大的召开，一大的会场就设在他
的哥哥李书城的家中。一大之
后，他因意见不合，主动退党。
1924 年中央开除了他的党籍。他
脱党之后，一方面继续宣传马克
思主义，一方面从事革命活动，
于 1 9 2 7 年被反动派军阀杀害。
1952 年，中央政府内务部给他的
家属颁发了革命烈士证。

毛泽东和董必武，都在人民
共和国建立之后执政 2 0 多年。
18 9 3 年 1 2 日出生于湖南省湘潭
县的毛泽东，曾在土地革命战争
时期创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
据地，在遵义会议上确立了在全
党的实际领导地位。是他于1949
年 1 0 月 1 日向全国、全世界宣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成立。从那时至他19 7 6 年 9 月去
世，27 年中一直担任党、国家和
军队的最高领导人。18 8 6 年 3 月
出生于湖北省红安县的董必武，
于 1 9 0 3 年应试中秀才。一大后，
他从事党的宣传、组织建设和工
运工作，曾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
习。回国后，长期从事根据地建
设和统一战线工作，于1945 年代
表中国解放区参加旧金山联合

国制宪会议。新中国成立后，一
直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于1975 年
4月谢世。

李达， 1890 年 10 月出生，湖
南省零陵县人。曾代理上海共产党
早期组织的书记，参与筹备中共一
大的召开。 1923 年因讨论参加国民
党问题同陈独秀发生争执而退出共
产党。但此后一直从事马克思主义
的研究和宣传工作，曾被誉为“红
色教授”、“理论界的鲁迅”。
1949 年，中共中央根据他的长期表
现和个人申请，批准他重新入党。
李达于 1966 年 8 月“文革”初期被
迫害致死。

刘仁静和包惠僧，都由于不
同原因脱离了共产党。19 0 2 年 3
月出生于湖北省应城县的刘仁
静，后来成为中国的托派，被中
共党组织除名。他是中共一大代
表中年纪最小的一位。18 9 5 年 1
月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县的包惠
僧，在大革命失败后脱离了党的
组织关系。他们二人都曾担任过
反动职务，都在新中国成立后回
到北京。政府给了他们以适当的
安排。刘仁静于19 8 7 年 8 月因车
祸去世。包惠僧于1979年病逝。

张国焘，18 9 7 年 1 1 月出生，
江西省萍乡县人。从中共一大至
五大，一直处于中共中央的核心
领导地位。他于19 3 8 年 4 月从延
安逃到武汉，投靠了国民党。中
共中央为此开除了他的党籍。
1979年12月，他客死于加拿大。

陈公博和周佛海，都堕落为
汉奸。1892 年10月出生于广东省
南海县的陈公博，在1922 年即脱
党。抗日战争期间，他与汪精卫
叛党投日。194 6 年 4 月，被以“通
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的罪名
判处死刑，6 月在苏州被枪毙。
18 9 7 年出生于湖南省沅陵县的
周佛海，在19 2 4 年脱党。抗日战
争期间，他与汪精卫叛党投日。
抗战胜利后，被判为无期徒刑。
1948年2月，病死于南京狱中。

13位中共一大代表的上述分
化，在历史发展中是不可避免的。
正所谓：大浪淘沙，历史无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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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之际，
中共一大代表王尽美、邓恩铭、何叔衡、陈潭秋4
人入选“百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
雄模范人物”。其中，王尽美、邓恩铭是济南共产
党早期组织的代表。今天，人们追怀他们，向他
们致敬，说明当代人依然关注着中共一大代表
的人生轨迹和结局。

中国共产党诞生于 1921年7月，是近代世界
和中国社会演进的结果。最早提出在中国建立
共产党的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陈独秀和在传播
马克思主义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李大钊。中国共
产党的建立，得到了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的帮
助。出席中共一大的是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刘
仁静、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
邓恩铭、陈公博、周佛海、包惠僧，他们代表着全
国 50 多名党员。

这 13 位中共一大代表的人生，在此后激烈
的社会变动中，各有着不同的发展变化和结局。

1 1月 21日，本报与山东省图书馆联合举办
的《大众讲坛》邀请到“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专业
委员会”副主任丁龙嘉教授，为读者讲述了这些
参加中共一大的代表们的命运。

王尽美、邓恩铭等

中共一大代表的命运

▲王尽美

▲邓恩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