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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志】 刘仁静

刘仁静：“小马克思”的热血岁月

生于 1 9 0 2 年，卒于 1 9 8 7 年，又名刘养

初、刘亦宇，湖北应城人。参加过五四运动，

1 9 1 9 年加入李大钊发起成立的马克思学

说研究会，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党小组，遂成

为党员。 1 9 岁时参加党的“一大”，是当时

最小的党代表。 他满腹马列理论， 意气风

发，依靠雄辩之才，力主将无产阶级专政写

入党纲。

1902 年出生时，刘仁静的祖父经营的

小杂货店因经营无方歇业。父亲刘世芳，考

中秀才后在家开起私塾，以教书为生。刘仁

静 3 岁开始读《四书》《五经》，成为私塾里

最小、最特殊的弟子，并被父亲寄予厚望。

湖北应城市党史地方志办公室原主任

朱华臣介绍，刘仁静 10 岁时，曾应邀充当

“枪手”，替人考试，被替考者顺利入学。

不久，科举制度废除，私塾停办后，刘

仁静插班进了县立高小。 1914 年，高小毕

业，就读武昌博文书院。在这所英国人办的

教会学校里，刘打下了良好的英文基础。

16 岁那年， 刘仁静考入北大物理系。

本想当个中学物理老师，因受新思潮影响，

转入哲学系，后入英文系，刘仁静博览马列

群书，得到陈独秀、李大钊的器重。

事实上，此时的刘仁静已是才子，与张

国焘、邓中夏并称“北大三杰”。“从小孤僻，

口才不好，不善于鼓动”的他，此时主动报

名参加北大讲演团，培养辩才。而早在他在

中华大学附中上学时， 大学部学长恽代英

就认为，刘虽“容貌甚黄瘦”，但谈吐不凡。

数十年后，多位“一大”亲

历者忆及当年，都会提到一个

年轻活跃的小个子———刘仁

静。

他被称为“小马克思”，凭

借胸中的马列理论，为自己的

主张引经据典，力主将无产阶

级专政写入中共党纲。

刘仁静遇车祸去世后，儿子刘威立开始

阅读他的日记。 在父亲的日记里，刘威立说

他突然意识到了父亲的晚年境况。

刘仁静晚年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 在日

记里，他说自己晚年常常有话无处可说。

看过这些日记后，刘威立在其写的《刘

仁静》一书里说，青年时代的他，一直远离父

亲， 并不了解这个被他称为父亲的男人，并

一直试图与他划清界限。 而在父亲的日记

里，写到与儿子的分歧，只是淡淡一笔。

在刘仁静晚年的日记里，刘威立还看到

这样一个词：欲辩已忘言。 刘威立说，父亲晚

年看起来整天伏案握笔，实际上只是记些流

水账，给人以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感觉。“我

们在家里曾以开玩笑的口吻这么说过他；他

在家里确实很随和，偶尔怄气也不过是一个

老小孩。 ”

包惠僧去世后，刘仁静是唯一的“一大”

代表，拜访者越来越多，虽有点应接不暇，不

过内心是比较愉快的。

刘威立说，不断有人登门，老人就会有

些精神。 （据《新京报》）

众研究者登门 老人晚年愉快

辩才和理论水平，让刘仁静在“一大”上

“光彩照人”。

1921 年 7 月，中共“一大”召开，刘仁静

表现得十分活跃，还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闯

劲儿，与被誉为“马克思主义播火者”的理论

家李汉俊就党纲与政策问题争辩了起来。

李汉俊主张先派人到俄国和欧洲考察

革命成果，等待孙中山的革命成功后，再加

入议会开展竞选。

刘仁静则针锋相对，主张以武装暴动建

立无产阶级专政，反对以任何形式与孙中山

的国民党合作，“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是个重

大的原则问题。 ”刘仁静后来说。

两个湖北老乡唇枪舌剑， 互不相让，而

且是整段整段地引用马克思的原著，还背下

《共产党宣言》中的许多章节，让在场的其他

人瞠目结舌。

刘仁静的观点得到了与会多数代表的

赞成和支持。 通过投票表决，“一大”通过的

党的纲领中确定， 直至阶级斗争结束为止，

承认无产阶级专政。

刘仁静在共产国际“四大”上的表现，则

更传奇。

1922 年，参加共产国际“四大”时，年仅

20岁、血气方刚的刘仁静便承担起了中国代

表团大会发言任务，发言内容被刊登在当年

11月 24日《真理报》的第三版上。 刘仁静发

言后，托洛茨基单独接见了他，他也引起了

列宁的关注。

如此殊荣，当时几无人能及。 然而，他的

雄辩也给人留下不切实际的印象。 为此，恽

代英曾多次劝刘“惜气不重，又太自信，好争

气多论辩，这有可能成为你将来之累，希望

你与人为善。 ”“一大”结束时，毛泽东送别前

曾嘱咐刘：“以后要多做实际工作。 ”

此后，刘仁静因在没有向党中央请示的

情况下赶到土耳其小岛上看望被苏共开除

的托洛茨基，回国后拒绝汇报探访详情被开

除出党。

新中国成立后，刘仁静向中央承认自己

犯了思想错误，后被安排到北师大和人民出

版社工作。

1987年 8 月 5 日 5 时许，北京新街口外

大街。 一名 85岁的老人手拿长剑要去晨练，

老伴重复着日复一日的那句叮嘱：过马路的

时候要小心点。 老人应了一声，出门上了人

行道。 穿越马路刚到黄色隔离线时，老人被

一辆 22 路公交车撞倒，头部血流不止，长剑

甩到数米外。当天，医院传来老人去世的消息。

公交司机后来才知道，自己撞的是“一

大”最年轻的党代表。

参加五四运动欲剖腹换觉醒

接触新思潮的刘仁静，年少气盛，常坚

持己见，露出好强的一面。

应城市党史地方志办公室原主任吴树

森介绍，在中华大学附中就读时，刘仁静便

开始接触各种思潮，阅读《新青年》等刊物。

受陈独秀等人的影响，他开始反对尊孔、赞

成妇女解放。

1919 年 5 月 4 日， 北大学生天安门集

会， 学生领袖罗家伦正在发表“五四宣言”

演讲。 刘仁静怀揣尖刀悄悄挤进了会场，

只见他拔刀猛地刺向腹部， 被身边同学夺

下，“当时父亲试图效仿谭嗣同以热血唤起

民众觉醒。” 儿子刘威立这样解释父亲的举

动。

刘仁静随游行队伍来到赵家楼胡同曹

汝霖住宅。曹宅大门紧闭，无法入内。刘站到

同学肩上，翻入曹宅，打开大门。 学生们冲

入宅内，痛打章宗祥，火烧赵家楼。

“父亲后来讲，爬窗户时他的手被玻璃

割了，伤得不重。 ”刘威立回忆，父亲当时个

子小，以至于前来抓捕的军警都没有注意到

他。

刘仁静在此后的历次行动中，都冲在前

面。

1919 年 6 月 3 日， 为反对北洋政府卖

国，北京各校数百名学生上街游行。 北洋政

府出动军警抓走 178名学生。被激怒的刘仁

静不顾成群的军警，坚持上街，被捕入狱。

“那位书呆子刘仁静被捕时，曾因爱国

狂热与军警大闹。 ”张国焘事后如此回忆。

一个月后，在拒绝北洋政府更换北大校

长的斗争中，刘仁静更是不惧坐牢。

当年，北洋政府为分化教育界，欲解除

蔡元培北大校长的职务，委派胡仁源接任。

为挺蔡拒胡，刘仁静再次参加运动。

7 月 17 日， 数十名被政府收买的北大

学生秘密集会，商量推翻北大学生干事会及

迎接胡仁源上任的办法。 刘获知后，率 200

余人到场，扣下秘密集会的 5 人，并令其写

下悔过书。

5 人被放回后，到警厅状告刘仁静充当

“敢死队”非法押送。 刘仁静和其他参与押

送的同学一起到警厅投案。 行前，刘仁静写

下告别书，希望其他同学“各尽所能，勿令我

神圣之大学、神圣之教育界陷入黑暗势力圈

内”。

刘威立曾评价说：“由于父亲一时找不

到其他的斗争方式，而依旧选择坐牢抗议来

表示‘我以我血荐轩辕’的爱国热诚，以不妥

协的姿态应对刑讯招致‘受虐最甚’。 ”入监

后的刘仁静，在“腥秽四塞、湿热蒸腾”的狱

中，虽“一日未得一食”，仍拒绝取保。

就是这种斗志，赢得李大钊的夸奖：小

小年纪肯奋斗。

熟读马列著作主张建党

从北大物理系转到哲学系再到英文系，

社会上什么热，刘仁静就读什么。

凭着极好的英语基础， 刘仁静阅读了

《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

展》等十多种马列经典著作英译本。

刘仁静还加入了李大钊发起筹建的马

克思学说研究会。 因大量阅读了英译本的

马列著作， 能够大段大段背诵马列著作原

文，入迷时张口就是“马克思说……”

有一次，在研究会组织的演讲报告上，

刘仁静不顾低年级学生身份，大胆登台宣读

马克思的学说和自己的学习体会， 举座皆

惊，众人为他的理论功底所折服，称他为“小

马克思”。

刘仁静后来说，这是无意义的玩笑，不

值得一提。 但当时他被视为理论家是不争

的事实。

在朋友的引荐下， 刘仁静认识了胡适。

一个是参加社会活动热情高涨的学生， 一

个是主张“多研究些问题、 少谈些主义”

的教授， 刘仁静虽多次拜访胡适， 但两人

大多话不投机。 此后， 刘仍登门欲与胡适

辩论， 都被拒绝， 胡还扔下一句“密斯特

刘， 你有野心”。

在马列著作的刺激下， 刘仁静确实有

了“野心”， 他与陈独秀、 李大钊等人不谋

而合， 认为当时必须酝酿建党， 而不是仅

仅研究马列主义。

“那位书呆子刘仁静……现在却在埋

头读马克思的 《资本论》， 见着我便表示：

笼统的学生运动已不济事了， 现在要根据

马克思的学说来组织一个共产党。” 张国焘

回忆说。

随后， 陈独秀发出号召立即建党。 在

共产国际的帮助下， 由上海党小组的临时

负责人写信通知各地派代表参加。 信寄到

北京已是 1921年夏天， 刘仁静正在北京西

城为考大学的青年补习英文。 信中称， 北

京要选派两名代表赴上海参加建党会议。

刘仁静回忆，当时大家一致推选张国焘

当代表。 选第二个代表时，曾提出邓中夏和

罗章龙，他们都以工作忙为由辞谢，“最后才

确定我当代表”。

刘威立认为，张国焘擅长工运，父亲理

论方面强一些。 因此，两人代表北京党小组

出席“一大”，十分自然。

小时当“枪手”大学成“三杰”

聪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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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呆子”少年舌战理论家

追 思

1 9 2 1 年 5 月 3 1 日，少年中国学会部分会员合影。 后排右起：邓中夏、章志、李大钊、陈

愚生、高君宇、黄日葵；前排右起：刘仁静、孟寿椿、沈怡、苏甲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