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何叔衡， 谱名启璇， 字玉

衡，号琥璜。 1876 年 5 月 27 日

生，湖南宁乡人。 1902 年参加

科举考试中秀才。 1913 年春，

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后并

入第一师范）学校。 1914 年提

前毕业，7 月受聘于长沙楚怡

学校， 任主任教员。 1918 年 4

月，与毛泽东、蔡和森等发起组

织“新民学会”，曾任执行委员

长。 1920 年 9 月，参加长沙共

产党早期组织。 1921 年 7 月赴

上海，出席中共一大。 1928 年 6

月， 赴苏联莫斯科出席中共六

大。 9 月，入莫斯科中山大学特

别班学习。 1930 年 7 月回国，

在上海负责中国革命互济会总

会工作， 营救被捕人员。 1931

年 11 月，在中华苏维埃一大上

当选为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

府执行委员、 工农检察人民委

员。 接着又被任命为内务代理

人民委员和中央政府临时最高

法庭主席等职务。 1932 年冬，

在中央苏区受到错误批判后，

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1934

年 10 月，中共中央机关和红一

方面军主力长征后， 留在根据

地坚持游击斗争。 1935 年 2 月

26 日，转移途中在福建长汀的

水口镇附近被敌人包围， 突围

时牺牲，时年 59 岁。

李汉俊，原名李书诗，号汉

俊，又名人杰。 1890 年 10 月 12

日生，湖北潜江人。 1918 年从

东京帝国大学 毕 业 回 上 海 。

1920 年，与陈独秀等先后发起

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上海

共产党早期组织。 同年 8 月创

办《劳动界》周刊，任主编。参与

筹建中国共产党 。 1921 年 7

月， 作为上海的代表出席中共

一大。 1922 年，因与陈独秀的

意见不一离开上海。 1923 年 2

月， 参与京汉铁路大罢工。 6

月， 当选中共三届候补中央执

行委员。 1924 年中共中央鉴于

他自动脱党， 正式将其除名。

1925 年底，主持武昌大学校务

工作。 1926 年春，任教上海大

学社会学系。同年夏，参加中国

国民党， 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秘书。 1927 年 1 月，任国民党

湖北省党部执委。 4 月，任湖北

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 7

月， 任改组后的国民党湖北省

党部委员、青年部部长，对国民

党右派的反共活动进行了抵制

和斗争，掩护了大批中共党员。

11 月，南京国民政府组织的西

征军攻占武汉后， 离职躲避于

汉口日租界内。 12 月 17 日，被

桂系军阀胡宗铎部杀害。 时年

37 岁。

毛泽东，字润之。 1893 年

12 月 26 日生，湖南湘潭人。 辛

亥革命后， 在湖南新军当兵半

年。 1913 年春，进湖南省立第

四师范（翌年该校并入第一师

范）求学。 1919 年参加五四运

动，创办《湘江评论》。 1921 年 7

月出席中共一大。 1922 年 5 月

任中共湘区委书记。 1923 年 6

月在中共三大上被选为中央执

行委员，旋任中央组织部长。在

1924 年 1 月、1926 年 1 月国民

党一大、 二大上当选为候补中

央执委， 曾任国民党中宣部代

理部长，主编《政治周报》。1926

年 5 月， 在广州主办第六届农

民运动讲习所。 同年 11 月，任

中共中央农委书记。 1927 年 4

月 ~5 月间， 出席中共五大，被

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6 月，任中

共湖南省委书记。 9 月领导湘

赣边界秋收起义， 创建工农革

命军第一军第一师， 后率部进

军井冈山。 1928 年 4 月下旬，

接应朱德、 陈毅部在井冈山会

师后，组编中国工农革命军（不

久改称工农红军）第四军，任党

代表、 中共前委书记。 6 月 ~7

月间， 在中共六大上被选为中

央委员。 1931 年 1 月，在中共

六届四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

治局候补委员。 随后任中共苏

区中央局委员、 常委、 代理书

记、书记，中共苏区中央局领导

的中革军委副主席， 中革军委

总政治部主任， 中国工农革委

会主席、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

时中央政府主席。 1934 年 1

月， 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

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1934

年 10 月，参加长征。 1935 年 1

月，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

议（即遵义会议）上被增选为中

央政治局常委。 1936 年 12 月

被选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

席。 1943 年 3 月，任中央政治

局主席、书记处主席。 1945 年 6

月， 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被

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中央政

治局、 中央书记处主席。 1949

年 10， 任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中央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

席、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

国委员会主席。 1954 年 9 月，

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至 1976

年 9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至 1959 年 4 月）。 同年 12 月，

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名誉主席

（至 1976 年 9 月）。 1956 年 9

月、1969 年 4 月、1973 年 8 月，

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 九届一

中全会、十届一中全会上，连任

中共中央主席。 1976 年 9 月 9

日病逝，时年 83 岁。

王尽美，原名王瑞俊，又名

王烬美，字灼斋。 1898 年 6 月

14 日生，山东莒县人。 1918 年

考入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1919 年参加五四爱国运动 。

1920 年冬，与邓恩铭等发起组

织“励新学会”，出版《励新》（半

月刊），任主编。 1921 年初，在

济南秘密组织共产党早期组

织。 7 月赴上海， 出席中共一

大。翌年 1 月，赴莫斯科参加远

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

第一次代表大会。 回国后，6 月

领导济南理发业大罢工。 7 月，

出席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二大。

会后留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

工作， 参与制定了《劳动法大

纲》。 1923 年 2 月，被反动当局

逮捕，经工人营救获释。后又重

回山东， 主持中共地方党的全

面工作。同年秋，任全国铁路总

工会干事， 参与营救京汉铁路

大罢工中的被捕人员。 中共三

大后， 根据中共组织决定以个

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1924 年 1

月， 参加中国国民党一大。 11

月， 任中共山东执委会书记。

1925 年 1 月，再赴上海出席中

共四大。 6 月回乡养病，后因病

情恶化返回青岛，8 月 19 日逝

世，时年 27 岁。

（据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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钩 沉

中共“一大”代表的跌宕人生

（上）

1921 年 7

月 中 共 建 党 的

“一大”，是在反

动 统 治 的 白 色

恐 怖 下 秘 密 举

行的，除了会议

一 度 遭 到 暗 探

和 巡 捕 的 骚 扰

以外，在社会上

并 没 有 引 起 人

们太多的注意。

但是，由此所点

燃的革命火把，

给 黑 夜 沉 沉 的

中 国 大 地 带 来

了一道光亮，中

国 近 现 代 的 历

史 也 由 此 谱 写

出 了 灿 烂 的 篇

章。 出席中共一

大 来 自 全 国 各

地 的 代 表 共 有

13 人，另有共产

国 际 及 远 东 书

记 处 派 来 的 两

名外籍人员。 中

共 一 大 代 表 的

曲折经历，尽现

了 复 杂 离 奇 的

社会变迁，折射

出 剧 烈 动 荡 的

时代特点。

今天，我们

追 寻 他 们 的 心

路历程，为的是

从 中 探 求 人 生

的价值，寻觅历

史发展的轨迹，

揭 示 社 会 发 展

的规律。 回顾历

史，就是为了牢

记 历 史 和 传 承

历史，发扬革命

传统，坚持开拓

进取，在中国特

色 社 会 主 义 的

旗帜下，把中国

共 产 党 人 终 身

为 之 奋 斗 的 事

业推向前进！

李达，名庭芳，字永锡，号

鹤鸣。 1890 年 10 月 2 日生，湖

南零陵（今永州）人。 早年在长

沙、北京等地读书。 1913 年后，

两次赴日留学。 1920 年 8 月与

陈独秀、 李汉俊等在上海发起

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 11 月，

主编《共产党》月刊。 1921 年 7

月出席中共一大， 当选中央局

宣传主任。 9 月，创办人民出版

社 。 1922 年 7 月出席中共二

大。 1923 年，与陈独秀在国共

合作问题上激烈争论， 随后离

开中共组织。 1927 年 1 月，任

中央军政学校武汉分校政治教

官、代理政治总教官。 5 月，任

国民党湖南省党校教育长。 9

月回到武汉， 任中山大学文学

院教授。 1928 年到上海创办昆

仑书店。 1930 年任上海法政学

院及暨南大学教授。 1932 年后

任北平大学法商学院教授兼经

济学系主任。 1947 年任湖南大

学教授。 1949 年 9 月，参加中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

议， 当选全国政协委员。 同年

12 月， 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0 年任湖南大学校长，1953

年任武汉大学校长。 曾任中央

人民政府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

员、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第三

届全国人大常委等职。 1966 年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受到诬

陷和迫害，同年 8 月 24 日在武

汉含冤去世 （1980 年平反昭

雪），时年 76 岁。

董必武，原名董贤琮，字洁

畬，号壁伍。 1886 年 3 月 5 日

生，湖北黄安（今红安）人。1903

年考中秀才。 1905 年入读武昌

文普通中学堂。 1911 年参加辛

亥革命。 1914 至 1918 年间，两

次东渡日本攻读法律。 1920 年

秋， 在武汉参与创立共产党早

期组织。 1921 年 7 月赴上海出

席中共一大。 后回武汉任中共

武汉区委执委。 1924 年国共合

作后， 参与筹建国民党地方党

部工作。 1927 年 4 月，任湖北

省政府常委兼农工厅长。 大革

命失败后， 赴苏入莫斯科东方

大学特别班、 列宁学院学习。

1934 年 10 月参加长征。 1935

年 10 月到陕北后，任中央党校

校长、 中华苏维埃西北办事处

代主席。 1947 年 3 月后，任中

共中央工委常委、 华北财经办

主任、华北人民政府主席等职。

1949 年 10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历任政务院副总理、中

央政法委副主任、 最高法院院

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

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代主席、

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等职。 1945

年 6 月、1956 年 9 月、1969 年 4

月、1973 年 8 月，在中共七大、

八大、九大、十大上连任中央委

员、政治局委员。在八届一中全

会上当选中央监委书记， 在中

共十届一中全会上， 当选为政

治局常委。 1975 年 4 月 2 日病

逝，时年 89 岁。

陈潭秋， 原名陈澄， 字云

先。 1896 年 1 月 4 日生，湖北

黄冈人。 1912 年入读武昌湖北

省立第一中学，1916 年秋考入

武昌高等师范。 1919 年五四运

动爆发后， 参与领导了武汉地

区的爱国学生运动。 1920 年 10

月， 与董必武等在武汉建立共

产党早期组织。 1921 年 7 月赴

上海，出席中共一大。 1924 年

秋， 任中共武昌地委委员长。

1925 年秋，任中共武汉地委书

记。 1926 年 10 月，任中共湖北

省委委员兼组织部长。 1927 年

4 月、5 月间， 在中共五大上当

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大革命失

败后， 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

1928 年，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秘

书、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中

共顺直省委委员兼宣传部长。

1930 年 9 月，任中共满洲省委

书记，同年 12 月被捕。 1932 年

经中共组织营救获释出狱，后

任中共江苏省委秘书长。 1933

年初夏到中央苏区， 任中共福

建省委书记。 1939 年任中共中

央驻新疆代表、 八路军驻新疆

办事处主任。 1942 年 9 月 17

日， 被新疆地方军阀盛世才逮

捕入狱。 1943 年 9 月 27 日，在

迪化（今乌鲁木齐） 遭秘密杀

害，时年 47 岁。

▲

毛泽东

▲

李达

▲

李汉俊

▲

董必武

▲

陈潭秋

▲

何叔衡

▲

王尽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