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28 年 12 月， 邓恩铭因叛徒出卖被

捕。 在狱中， 他受尽了酷刑的摧残和折磨，

他的痼疾也在此时复发， 但他咬住牙关， 在

狱中领导了两次绝食斗争和两次越狱斗争，

使部分狱友得以逃脱。 1930 年， 其中共山

东省委书记的身份被国民党当局识破， 邓恩

铭自知余日不多， 在最后一封书信中留下一

首绝命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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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恩铭相信， 自己的牺牲将会唤起更多的人

投身革命事业， 革命必将胜利。 这首诗既是

烈士的嘱托， 更是烈士留给后人的宝贵精神

遗产。

1931 年 4 月 5 日清晨，国民党地方当局

在济南纬八路刑场将邓恩铭等 22 名共产党

人杀害，这位年仅 30 岁的水族青年，把年轻

的生命献给了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但是，他

参与创建的中国共产党却由小到大， 由弱到

强，领导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

历史的年轮已前进到 21 世纪，体现着烈

士云水襟怀、松柏气节的书信，对于激励全国

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少年， 仍有着十分重大的

现实意义。 （据《大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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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惜惟我身先死 后继频频慰九泉

邓恩铭遗存的 45 封书信

2011 年 1 月 5 日，是中共“一大”、“二大”、“五大”代表、山东早期共产党组织创始人之一邓恩铭烈士诞辰 110 周年纪

念日；4 月 5 日，是邓恩铭烈士牺牲 80 周年纪念日。 作为党的创建人之一，其历史功绩见诸于书刊已经很多，但有关烈士的

家庭生活和烈士内心的所感所想还鲜为人知。 珍藏于山东省各地博物馆、档案馆、纪念馆中的邓恩铭烈士的 45 封书信，真

实地记录了烈士对家庭、对亲人、对革命同志浓浓的亲情与挚爱以及对党、对革命事业的满腔赤诚和坚强的革命意志，字字

句句饱含着真挚、炽烈、坦诚的情感，显露着他追求真理、献身革命的伟大人格力量，闪耀着光彩夺目的革命风采。

现存邓恩铭的书信中， 有 13 封是给

父母、弟弟和其他亲属的家书。

1917 年， 邓恩铭随二叔到济南读书，

至 1931 年英勇就义，再没回过家乡。 但在

繁忙的革命工作之余，在腥风血雨的险恶

环境中，他始终记挂着家乡的亲人，读其

家书，处处体会得到那浓浓的亲情。

邓恩铭在济南的日常生活十分拮据，

1918 年，其姑父从济南回家乡荔波，邓恩

铭当时只有 17 岁， 在给姑父的信中却表

现出了难得的成熟：“在东困苦命运使然，

幸勿为家人道，恐明合家增忧也。 山东情

形及家叔经过情形， 明到东办入学情形，

望姑丈择佳者道之。 ”为不使家人担心，不

给家里增添困难， 他选择了自己默默承

受。

走上革命道路后， 邓恩铭既是一位

伟大的革命者， 又是一位好儿子 、 好兄

长。 在其家书中， 能看到他对家人无微

不至的关心和爱护。“植树节快到了， 朱

大人后头我们家的祖坟边， 一定要多栽

柏枝树， 中间杂一两株樟树， 景致更加

好看， 千万不要再误了。 北门城外同西

龙坛也应该栽一点来点辍点辍 。 今年三

菊、 小印的书籍， 等男回济南一定寄来。

春天气候不一 ， 总乞千万珍重玉体为

要！ ”“母亲身体总要好好保养， 多吃点儿

有营养的东西， 鸡蛋、 牛乳、 牛肉 ， 千

万不可乱吃药， 吃错了就坏事， 务必注

意。”

邓恩铭投身革命活动 ， 是违背其家

庭意愿的。 家人原期望他读书做官 ， 光

宗耀祖， 邓恩铭对此却非常反感 。 1924

年 5 月 8 日， 他在给父亲的信中说道 ：

“儿生性与人不同， 最憎恶的是名与利，

故有负双亲之期望， 但所志既如此， 亦

无可如何。” 邓恩铭视名利如粪土 ， 而

“所志” 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 在家人的

多次规劝下， 邓恩铭仍然继续其革命斗

争。 因此， 二叔中止了对他的经济援助，

父亲也连续来信催逼他回家完婚 ， 想以

此来拖住他， 不让他在革命的道路上继

续走下去。 可这一切都丝毫没能动摇邓

恩铭继续革命的坚定决心。 他在信中说

自己因党的“职务缠身” 不能回家完婚，

明确表示：“儿主意既定， 决不更改。” 道

出了他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

和坚定信念， 充分显示了他在革命的道

路上百折不回、 义无反顾的崇高革命精

神。

1925 年 9 月， 邓恩铭收到弟弟寄来

的信， 说家乡遭受旱灾， 米价飞涨 ， 希

望他能寄钱回家， 帮助度过灾荒 。 邓恩

铭在回信中写道 ：“我从济南回到青州 ，

就知道家乡米贵。 但是我没有分文汇回

去 ， 使老少少受点穷苦， 实在是罪过 ！

但是， 弟弟们， 你们要原谅我， 因为我

赋性刚直、 脾气不好， 兼之我又不会巴

结， 所以在外飘泊两年， 只能谋个人的

温饱， 无力顾家， 这实在是不得已的事

情， 不是我目无家庭也。” 愧疚之情， 溢

于言表。 其时邓恩铭担任山东地委书记，

如果他想， 拿出一点钱来寄回家里并不

难。 可他连想都没有想过。

家书———

拳拳孝心 浓浓亲情

在邓恩铭遗留下来的书信中， 有 32 封

是同中央工作联系、请示汇报的信函。 从这

些信函中可以看到， 不管多么困难复杂的

任务，也不管多么艰苦险恶的环境，邓恩铭

始终忠于民族和人民的解放事业， 对革命

工作夜以继日，兢兢业业，勇往直前。

1923 年，邓恩铭前往青岛开展工作。 那

时的青岛，党的工作刚刚开展，邓恩铭孤身

奋战的局面持续了很长时间。 他在 1923 年

10 月 19 日给时任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长的刘仁静的信中写道：“实好似穷困之孤

军奋斗。”直到 1924 年 3 月，青岛“依然是我

一人在各方面跑……” 邓恩铭是青岛党的

事业开拓者。

比孤军奋斗更严酷的是斗争环境的险

恶。

首先是经费问题。 当时，中国共产党刚

刚成立两年多，还是个只有几百人的小党，

经费非常紧张。 刚到青岛，一无组织，二无

同志的邓恩铭更是如此。“我经济极窘，款

速汇来。 ”这是 1923 年 10 月 18 日邓恩铭写

给邓中夏的信中提出的要求。 当时，邓恩铭

在《胶澳日报》担任副刊编辑，但“我在胶报

仅有饭吃，一切用费均须自筹”。 现在所能

见到的邓恩铭在青岛工作期间给中央的 31

封信中，提到经济问题的有 18 封，明确提出

要求增加经费、速寄经费的就有 12 封，由此

可以想见当时他在经费方面的窘况。 为解

决经济方面的困难， 邓恩铭在争取中央增

加经费的同时，自己也千方百计筹措资金。

在同中央的书信往来中， 他多次同中央商

讨开办书店和学校的事宜。 因为开办书店

和学校，既能解决部分经费，又能扩大革命

影响， 壮大革命力量， 取得一举两得的效

果。

比经济问题更困难的是政治条件的险

恶。

青岛向为山东咽喉之地， 早在 19 世纪

中叶就成为西方列强觊觎的目标 ，1897 年

后先后被德、日帝国主义强占。 邓恩铭到青

岛时，形式上日本已交还青岛，但一切实权

仍操于日本帝国主义之手。 邓恩铭在给中

央汇报青岛形势的报告中曾写道：“双十节

此间不但特别戒严，并请有英舰二只、潜艇

五只，海陆示威……”帝国主义同军阀的勾

结由此可见一斑。在这里建立党、团组织，开

展工人运动， 不但会遭到封建军阀的镇压，

还面临着帝国主义的干涉。

此外，由于德、日帝国主义侵占青岛期

间大肆进行奴化教育， 部分青岛人的政治、

民族意识较淡薄，增加了邓恩铭开展工作的

难度。青岛“商人情形坏极，抵抗产销税青岛

即除外。 ”“青地学校太少，且均受过奴隶教

育……”“故欲号召群众运动， 实属困难已

极。 ”青岛的舆论界在帝国主义和军阀的高

压统治下也是噤若寒蝉，“最可恨青埠没有

一家报馆敢说硬话，传单他们当然不给转载

了。 ”当时国共合作已经开始，但在青岛“民

不与我合作，凡事把我们除外”。

尽管困难重重， 邓恩铭不但毫不畏惧，

而且还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满怀信心

地面对挑战。 1924 年 3 月 18 日，他在给刘

仁静的信中写道：“青岛好像一片干净的腴

土，随地可以种植，故我到此后即作种（植）

计划。 ”他敏锐地观察到在青岛开展革命工

作的种种有利因素。 1923 年 10 月 4 日，他

在给中央某领导人的信中写道：“四方极有

希望。 ”这是他在考察了四方一带大批工厂

后得出的结论。 他认为那里的工人受压迫

深，觉悟高。 后来震动全国的四方铁路工人

和纺织工人大罢工的胜利，充分证明了邓恩

铭的远见卓识。

在邓恩铭的辛勤开拓下，青岛这片“腴

土”很快结出了累累硕果。 1923 年 8 月，中

共青岛组成立，这是青岛第一届党组织。 很

快，“路厂和港都已有组织，而纱、电、水正着

手组织也。 ”“情形好极，异常乐观！ ”1923 年

11 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青岛支部成立；

1924 年 7 月， 青岛党组织改称为中共青岛

独立组；1925 年 2 月，又改称为中共青岛支

部。 青岛市党团组织的建立，为青岛工人运

动的发展创造了条件，青岛的革命斗争从此

掀开了辉煌的一页。

邓恩铭在青岛发展党、团组织，开展工

作的同时，还积极利用青岛的党、团员回原

籍探亲等机会，到各地物色积极分子，传播

革命火种。“我做事向来是尽力而为，凡没有

和宗兄及济地发生关系的，只要欢迎我的帮

助，我是不客气的。 ”他多次亲赴淄博、青州、

寿光等地，发展党、团员，建立革命组织。

1925 年 2 月，邓恩铭领导的胶济铁路和

四方机厂工人罢工取得胜利， 公开成立了胶

济铁路总工会。 胶济铁路和四方机厂工人罢

工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青岛工人阶级，各行

各业的工人普遍觉醒，纷纷筹建自己的团体，

以争取经济利益和政治地位。 1925 年 4 月 1

日， 邓恩铭在给邓中夏的信中自信地写道：

“‘世界是工人的’，现在我们缩小些说，青岛

是工人的……此计划两个月内有实现之可

能。 ”青岛人民的觉醒，引起了胶澳当局和帝

国主义的恐惧。 1925 年 5 月 29 日，日商纱厂

厂主勾结胶澳当局残酷镇压了日商纱厂工人

罢工，制造了震惊全国的“青岛惨案”。惨案发

生后， 邓恩铭夜以继日地奔波于青岛各区各

界， 领导青岛人民掀起了长达两个月的反帝

爱国斗争的新高潮。

1927 年 11 月， 邓恩铭担任山东省委书

记。 根据中央指示，他全力组织农民暴动，对

农民自发起来的暴动，积极参加并进行指导。

他在给中央汇报工作的信中写道， 各地农民

暴动“发动以后，我们都派人去参加，一般农

民都很接受我们的主张、我们的指挥”。 他还

特别注意宣传工作， 把农民引向政治斗争的

轨道， 在暴动中提出政权及解决土地问题的

主张，使农民逐渐接受并认识共产党。

工作信函———忠诚而刚毅的革命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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