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邓中夏 1928年赴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并

任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 在莫斯

科生活期间，他被卷入诡谲的政治内斗。

1931 年 1 月，在共产国际支持下，王明取得

中共中央领导权，在全党执行“左倾”路线。 当年，

邓中夏被撤去党内外职务，到上海接受调查。

到上海后，邓中夏没有被分配任何工作，也无

经济援助， 吃饭都成问题。 他向中央写了无数封

信，表明“只要为党工作，做什么都行”，遭到拒绝。

为生计， 邓中夏之妻李瑛到一家日本纱厂做

工，每天工作 15个小时。 她一月收入 7元，房租 3

元，剩下的 4元，邓中夏还经常用来救济地下党员

与贫困工人。

为节省开支，邓中夏背着妻子，将刚出生几个

月的孩子送给他人抚养， 这是他们的最后一个孩

子。 之前的孩子要么夭折，要么在革命中失散。

1932 年秋，邓中夏被党中央委派担任全国赤

色互济总会党团书记， 在上海国民党统治区从事

地下工作。这对于曾长期公开活动的邓中夏，十分

危险。

1933 年 5 月 16 日，邓中夏遭叛徒出卖，在法

租界被捕。 身在南京的蒋介石立即安排数名国民

党中央委员到上海，“不惜一切代价劝降”，劝降不

成，则将其引渡南京而后除之。

在南京的监狱，邓中夏遭遇各种酷刑。他对狱

友说：“放心吧，我就是骨头烧成灰，也是一名革命

到底的共产党员。 ”

1933 年 9 月 21 日，在南京雨花台，邓中夏被

秘密杀害。在监狱的墙壁上，他留下诗句：“伫看十

年后，红花开满地。 ” （据《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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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中夏：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的杰出领袖

核心提示

【人物志】 邓中夏

邓中夏， 湖南宜章人。 1 9 1 7 年入北

京大学国文门学习， 1 9 1 9 年投身五四运

动。 1 9 2 0 年 3 月， 发起成立北京大学马

克思学说研究会。 1 9 2 0 年 1 0 月协助李大

钊在北京成立共产党小组， 是最早的党

员之一。 1 9 2 2 年 8 月当选为第二届社会

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任临

时中央局委员长， 中央局委员、 组织部

主任等职。 后来从事工人运动。 1 9 2 7 年

参加中共中央“八七会议”， 被选为临时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1 9 3 3 年 5 月， 被

国民党当局逮捕。 9 月 2 1 日， 在南京雨

花台被杀害， 时年 3 9 岁。

他是一团赤色的火焰， 一生都在燃

烧。 他投向赵家楼的火把，激扬着学子的

热情； 他生动的演讲触动千万工人的心

扉，让工人运动之火熊熊燃起。 他坚定地

信仰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愿以“烧成灰”为

代价。 他是中共的创始人之一，是中国早

期工人运动的杰出领袖。

湖南宜章县邓家湾

村，背依青山面临绿水。 4

月里，灰石青瓦的邓家老

宅，安静伫立。

正是从这里开始，邓

中夏开门迎接新思想，走

向新的世界，成为一个火

种的传播者。

1 9 1 9 年 5 月 4 日，

在北京， 2 5 岁的邓中夏

带领学子， 冒着枪林弹

雨，冲向赵家楼。 他投出

了第一束愤怒的火把。

那时候，年轻的邓中

夏被马克思主义鼓舞，立

志投身“为国为民谋解放

之革命事业”。

“一个人能为了最多

数中国民众的利益，为了

勤劳大众的利益而死，这

是虽死犹生， 比泰山还

重。 人只有一生一死，要

死得有意义， 死得有价

值。”他后来在狱中写道。

1 9 3 3 年 9 月 2 1 日，

3 9 岁的邓中夏被国民党

反动势力杀害。

他曾有机会过“优

厚”的人生，父亲曾给他

在北洋军政府谋得一份

好差事。 他却退了“委任

状”。

他跟父亲说，“我不

做官， 我要做人民的公

仆，公仆就是大众的长工

……开创一个人人有饭

吃， 人人有衣穿的新天

地”。

邓中夏故居在抗日战争时

期被烧毁，后来重修。

宜章之光：期冀新世界

邓中夏出生在一个没落的官宦家庭。

父亲邓典谟是前清举人，当过县令等基层

官吏。

邓中夏自小入私塾，读老庄。 父亲期

待他能做一个光宗耀祖、著书立说之人。

20 岁时，邓中夏考入湖南高等师范文

史专修科。 当时杨昌济先生在此兼职教

书，邓中夏对他非常崇敬，常与同班好友

蔡和森在周末到杨家去，听先生讲解新知

识，传授新思想。

杨昌济曾参与维新运动，力赞谭嗣同

“以民为主”的思想，认为“非改革不足以

图存”。

在杨家，邓中夏结识了进步青年毛泽

东，并与之成为好友。 他们一起指点江山

激扬文字，论辩于橘子洲头。

此间，邓中夏对之前接受的家庭教育

产生了疑问。 在给父亲的信中，频繁提及

“自由”和“革命”。

1917 年， 邓中夏考取北京大学中文

系，时年其父调入京城为官，两人一起赴

京。

“祖父与我二伯是坐船去京城的。 那

天晚上祖父梦见一只白虎靠着自己入眠，

吓出一身冷汗。 醒来才发现是中夏正靠着

他打盹，认为是不祥之兆，劝他不要赴京。

二伯不以为然。 ”邓中夏四弟之子邓邦镇

说。

这个时期，邓中夏对新世界与新思想

充满了期冀。

他在一首诗中说：“觉悟的门前，便是

刀山剑树， 我们是开门呢， 还是不开门

呢？ ”

入学北大当年，邓中夏结识了在北大

任教的李大钊。 邓中夏被马克思主义吸

引，并投入到反帝爱国斗争中。

1919 年 5 月 3 日，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外交失

败的消息传回，北京的学子们群情激奋。

第二天， 数千青年冲向亲日派卖国官员曹汝

霖位于赵家楼的官邸。 大家都记住了冲在队伍最

前面的高大英俊的青年邓中夏。 他向赵家楼投出

了第一束火把，高喊“外争国权，内惩国贼”。

国民政府的教育次长怒斥游行中的邓中夏：

“学生不上课，到街上胡闹，你们眼里还有没有国

家，有没有政府？ ”

“政府？ 政府只会出卖国贼。 国家？ 你们丧

权辱国， 国家在你们眼中不过是卖钱的东西， 我

们声讨卖国贼才是真爱国。”邓中夏逼视着教育次

长。

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最终汇入“五四运动”

的洪流。迫于压力，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专使最终

拒绝在合约上签字。

整个大学期间，邓中夏只回了湖南老家一次，

是为创办一本进步刊物。 在京做政府行政院书记

官的邓典谟， 在邓中夏大学毕业前才见到儿子一

面，他意识到邓中夏“危险的”变化。

“这可是激进分子的书，政府看见可是要杀头

的啊。 ”前清举人看见儿子床头放着的一本《共产

党宣言》，随即双手颤抖，惊惧不已。

邓典谟从贴身口袋中急急掏出一张聘书，告

诉邓中夏， 这是通过关系在农商部给他讨的一个

舒适差事。

为不伤父亲的心，邓中夏接下聘书，但次日就

将聘书寄还给农商部。

这个时期，李大钊正筹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委托邓中夏组织筹建具体事宜。 1920 年 3 月 31

日，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 成员有邓中夏、罗章

龙、高君宇、张国焘等，会员 60余人。

当年 10月， 李大钊成立北京共产党小组，成

员大多来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邓中夏成为北京

第一批共产党员。他对革命的前途满怀豪情，曾赋

诗“禽猕歼除之，我行适我素。 ”

1 9 2 5 年，邓中夏参与组织和领导了著名的省港大罢工。

京华烟云：我行适我素

工运春秋：峥嵘岁月稠

为响应党组织号召，1920 年， 邓中夏到北京

长辛店铁路工厂向工人宣传进步思想。 这年 11

月，北京共产党小组创办《劳动音》，传播马列主

义。 邓中夏负责编辑出版工作。

邓中夏告诉工人“认字才能不受愚弄欺压”。

1921 年初，他创办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让工人

们免费学习， 这里成为中国北方工人运动的重要

发源地。

“工字上面一横是天，下面一横是地，中间那

根柱子就是我们工人，顶天立地啊，工人最伟大。”

邓中夏在黑板上写个大大的“工”字，高举右手做

个撑破天的手势。

台下的工人发问：“我们饭都吃不饱， 身无分

文家无片瓦，谈什么伟大？”这时候，阶级、马克思、

十月革命……邓中夏口中新鲜词源源不断。

为领导工人运动，邓中夏学会“多门语言”，北

京话，上海话、广东话。

忙于组织工人运动，作为中共“一大”代表的

邓中夏，错过了参加会议。

1922 年 6 月，长辛店工人俱乐部向铁路局提

出开除总管、工头，承认俱乐部有人事推荐权和增

加工资等要求，迟迟得不到答复。当年 8月 23日，

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的邓中夏， 召集工人

代表开会，决定罢工。

1922 年 8 月 24 日，3000 多名工人开始罢工。

郑州铁路工人也发动罢工声援， 使京汉铁路完全

中断。京绥、京奉、正太等线铁路工人也纷纷声援。

两天后，铁路局被迫与工人代表谈判。

此次罢工后来被认定为中国共产党真正领导

和发动的第一次取得胜利的工人运动。

长辛店工人罢工， 成为全国工人组织竞相模

仿的样板。邓中夏受党组织委派，到全国各地推广

经验，在全国掀起了工人运动高潮。 1925 年上海

“五卅惨案”发生后，邓中夏、苏兆征等受组织委

托，到广州、香港组织罢工。 当年 6 月 19 日，省港

大罢工开始。

邓中夏后来写就《中国职工运动简史》，是最

早总结中国工运经验和规律的著作。

南京囹圄：留诗雨花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