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会与人主
“
就说游泰山吧

，

我有幸登上老龙

背
。

老龙背是泰山最高峰伸向高空的一

块巨大岩石
。

在岩石上往下看
，

一片翻滚

的云海
。

回望泰山
，

泰山绵延起伏在涌动

的云层中
，

真象一条巨龙在云雾中时隐

时露
。

—这是眼睛看到的景象
，

如果

到此为止
，

便无文章可写
，

因为即使写出

来
，

也难免索然无味
。

可是
，

用心去读呢�

让想象飞腾起来
，

把思维的狂飘掀动起

来呢�那就非比寻常了�坐在伸向高空的

老龙背上
，

回望云海中蠕动的老龙
，

我突

然有一种感觉
，

而且非常强烈
，

那就是
，

只消扬起巴掌
，

轻轻一拍
，

老龙就会哇地

一声蹿向万里云海
。

—这
，

就叫读出

了诗意�据此作文
，

还怕索然无味吗�
”

掌声骤起
。

我心中一喜
，

信心顿增
。

“
再比如

，

在山东大地乘车穿行会发

现
，

山东的高速公路纵横交错
，

修葺一

新 �一方一方的高高低低的秧 田
，

葱笼繁

茂
。

可 以放飞感觉
，

让思维冲破既定的眼

见为实的框框
，

用心去感悟一番
，

那就可

能别有一番风景
。

可以想象
，

如果我们坐在飞机上或

者站在云端俯瞰山东大地呢� 就会突然

产生一种灵感
，

感到整个山东大地不就

是一张展开的改革开放的大报吗�纵横

交错的公路
，

是诗行
，

是大小标题 �一方

一方的秧 田
，

是一版一版的大块文章 �山

川
，

是国画 �济南
，

是一幅展开的油画
。

我们不是刚刚游览过那条直贯大山

心腹的岩洞吗�老远
，

就会看到岩洞 口拥

着一片浓密的苍翠
，

就会听到来 自岩洞

深处豁然响亮的水流喧响
。

走进岩洞
，

我

们不是全都惊讶不已了吗�一条几千米

的岩洞
，

从大山的这端直通大山的那端
。

一条小河
，

从岩洞的那端
，

兴冲冲地流到

这端
，

发出清脆的
、

绵长的
、

幽深的
、

激越

的
、

音乐般的美妙声音
。

这一切
，

我们完

全可以看作山东地面
，

连大山也激动得

日夜拨动着心弦
，

不停地唱着欢乐的歌�

—这就是用心读出了 自我的感觉�用

此作文
，

还愁笔下不能生花吗�
”

掌声如潮起
，

长达 �分钟
。

我好兴

奋
，

这表明
，

我的演讲闯过了险关
。

�本栏责任编辑 李彩英�

����年 ��月 �� 日
，

邓颖超同志

在与我党早期重要领导人苏兆征同志

的女儿苏丽娃
、

儿子苏河清的谈话时透

露
�

为了改善和加强党中央的领导
，

中

共中央曾经准备让苏兆征同志担任党

中央总书记职务
，

只可惜他积劳成疾
，

��岁就过早逝世了
，

来不及实现
。

当前的青少年熟知康乾
、

和砷
、

刘

罗锅
、

还珠格格
，

已不知苏兆征这个名

字
，

更不了解他的身世
、

业绩
，

不知道他

为何能担任党的总书记
，

而又为何没担

任党的总书记�

一
、

出身贫农的海员工人

苏兆征于 ����年 ��月 ��日出生

于广东省香山县淇澳村东溪坊�今属珠

海市淇澳管理区�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

从小受到父母
“
踏踏实实做人

，

勤勤恳

恳干事
”
和

“
人穷志不穷

”
的教育

，

逐渐

养成了勤俭和善
、

正直无私
、

见义勇为

的优 良品质
。
�岁时的他

，

曾因生活所

迫
，

被送到地主家放牛
，

风里来
，

雨里

去
，

从早到晚忙个不停
，

吃不饱
，

还受过

凶恶的地主婆打骂
。

父亲租种本村官僚

地主的几亩瘦 田
，

一家人辛苦一年
，

打

下的粮食大多交租 �田租还一年年一加

再加
，

再分摊许多苛捐杂税
，

苏家大小

时常靠番薯
、

野菜充饥
。

童年的苏兆征时常听到本村的乡

亲到毗邻的香港
、

澳门打工谋生
，

回来

后讲述洋人如何横行锚道
，

使他不仅憎

恨本村的土豪劣绅
，

也憎恨欺压中国人

的西洋鬼子
。

�� 岁那年
，

因家乡受灾
，

无法维持生活
，

他只得跟随几位乡亲到

香港谋生
。

送礼求情之后
，

他在英国怡

和洋行下属的
“
乐生

”
号轮船上做工

，

开

始了苦难的海员生涯
。

青年苏兆征先后在
“
乐生

”
号

、 “
泽

生
”
号

、 “
海檀

”
号

、 “
海康

”
号

、 “
塔头

”

号

等英美的轮船上做侍仔
，

即在船尾干杂

活
，

干最苦最累的差事
，

连续工作 �� 个

小时
，

还挨打受骂
，

曾被英国大副狠狠

打了一个耳光
，

有的海员难以忍受虐待

而投海 自尽
，

有的工友患病
，

老板不但

不给治疗
，

反而把病人抛进大海喂鱼
。

苏兆征就在这样的痛苦生活折磨下成

为一名饱经风霜
、

坚韧不拔的青年海

设来得
一
及担任总书记的冻扼征

�陈安生



员
。

二
、

曾掩护孙中山
，

并加入了同盟会

此时
，

孙中山正策划反清起义
，

经常乘轮船来往

于国内外
，

奔波于港澳之间
，

苏兆征与他接触的机会

愈来愈多
。

孙中山用乡音与这位青年工人交谈
，
了解

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情况
，

向他们宣传革命主张
，

双方
“
不仅是同乡

，

而且是同志
” 。
一次

，

孙中山被清军追

捕
，

求救于苏兆征
，

苏兆征把他带上了船
，

眼看敌人追

来
，

距开船还有 �分钟
，

苏兆征以他在海员中的威望
，

下令提前起锚开航
，

敌人没赶上
，

只得在码头叹气
。

孙

中山很感谢这位小老乡
，

不断保持联系
。

在革命领袖

的启发教育下
，

苏兆征于 ���� 年加入中国同盟会
，

后

来又转为国民党党员
，

出生人死
，

不避艰险
，

多次协助

革命党人输送军火和同志
，

为武装起义作出了杰出贡

献
。

孙中山多次亲笔写信和题词给他作留念
。

辛亥革命后
，

苏兆征拒绝粤军政府给予的官职
，

掉头不顾
，
回到船头

，

不离海员工作
，

并继续帮助孙中

山在各国华侨中开展反袁世凯复辟称帝的斗争
。

三
、

由李大钊介绍加入共产党

����年秋
，

中共香港支部成立
，

立刻指定专人和

苏兆征联络
。

苏兆征也主动靠拢党组织
，

自觉争取党

的指导和帮助 �多次邀请党员作演讲
，

向海员介绍马

克思主义
，

宜传党的主张
，

评述国内外形势
。

���� 年 � 月 �� 日
，

孙中山应冯玉祥之邀
� ，

北上

主持北京的国民会议促成会
，

途经香港
，

与前来迎送

的苏兆征交谈片刻
，

孙中山希望苏兆征也北上参加国

民会议促成会
，

并建议他广泛搜集香港广大工人的意

见交给促成会讨论
。

���� 年春
，

苏兆征代表香港工人出席了在北京召

开的国民会议促成会
。
届时

，

应李大钊邀请
，

苏兆征第

一次拜访了久以仰慕的导师
。

这个 �� 岁的工人大步

向前
，

那个 �� 岁的教授笑迎出门
，

两双手紧紧握住
，

两人满脸笑容
，

兴奋
，

热烈
。

“
兆征兄

，

你领导的大罢工确实了不起啊�
”

“
李先生

，

都是多得你的指导和帮助啊�
”

在后来的交谈中
，

李大钊详细了解了苏兆征的斗

争经历
，

反复讲解了党的纲领
。

又经过多次会晤
，

苏兆

征经李大钊介绍
，

加人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

一个放牛娃
，

经过海浪的磨难
，

在辛亥革命和海

员大罢工的艰苦斗争中
，

在马克思主义的哺育下
，

由

党的领袖介绍
，

加人到党的队伍
，

成为了一个 自觉的

工人阶级战士
，

从此开始了他更辉煌的战斗生涯
。

四
、

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

苏兆征参加国民会议促成会后 回港南下途经上

海时
，

与中共中央负责人共商
，

决定在广州召开全国

第二次劳动大会
，

由香港海员工会
、

广州工人代表会

熏熬黛
、

等 �个团体共同发起
，

苏兆征在广州紧张投人大会的

筹备工作
，

他做了大量的说服
、

动员工作
，

挫败了反动

工会头子的破坏
，

终于于 ���� 年 �月 �日在广州举行

了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
，

出席代表 ��� 人
，

代表工会

��� 个
，

有组织的工人 �� 万多人
。

由苏兆征
，

邓中夏
、

李启汉
、

王荷波等共产党员组成的中共党团委员会
，

团

结其他工会代表
，

保证了大会顺利进行
。

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开了 �天
，

通过了 ��多个决

议案
，

如《工人阶级与政治斗争决议案》 、 《加人赤色职
工国际决议案》等

，

正式成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
，

苏兆

征
、

林伟民
、

刘少奇
、

邓中夏等 �� 人被选为执行委员会

委员
，

�� 多天后即投人了轰轰烈烈的
“
五册

”
运动

。

五
、

反击蒋汪叛变
，

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 年 �月中华全国总工会从广州迁往武汉
。

苏

兆征被委任为武汉国民政府的劳工部长
。
�月 � 日

，

汉

口 的湖北农协召开大会
，
� 日各界 �� 万人又在汉 口举

行空前盛会
，

两次欢迎苏兆征这位革命工人的领袖
。

同

日
，

发生 日本军警枪杀中国工人的
“
四三

”
惨案

，

由苏兆

征
、

谭平山领导了抗议运动和善后工作
。

“
四

·

一二
”
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

，

苏兆征出

席了在武汉举行的中共
“
五大

” ，

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

机会主义
，

提出了实行土地革命
、

开展工农武装斗争的

意见
，

未被采纳
。

他因筹备
“
八七

”

会议没有参加
“
八一

”

南昌起义
，

仍被缺席选为南昌临时政府机构革命委员

会委员
。

在纠正右倾机会主义的
“
八七

”
会议上

，

苏兆征被

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
，

后又与瞿秋白
、

李维汉共三

人被选为临时政治局常委
，

从此成为中共中央核心领

导人之一
。

会后
，

苏兆征来往于武汉
、

上海之间
，

领导工人群

众武装反抗国民党蒋汪反革命大屠杀
。
�� 月

，

瞿秋白

主持了政治局扩大会议
，

形成了左倾盲动主义
。

会上增

选周恩来
、

罗亦农为政治局常委
，

后又讨论通过了苏兆

征
、

张太雷制定的广州起义计划
。

����年 �� 月 � 日
，

张太雷
、

叶挺等举行了广州

起义
，

建立了广州苏维埃政府
。

苏兆征正在湖北
，

仍被

缺席选举为苏维埃政府主席
。

在这年里
，

他的导师李大

钊
、

战友陈延年等同志相继牺牲
。

他闻讯泪流满襟
，

极

为悲愤
，

更加英勇无畏
，

与瞿秋白
、

李维汉一起组成中

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
，
临危受命

，

挑起领导中国革命的

重担
。 “
苏兆征同志从

‘

八七
’

会议后
，

便成为中国党的

中心首领之一了
。 ”邓中夏�

六
、

在其斯科筹备党的
“
六大

”

����年 �月
，

苏兆征应邀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赤

色职工国际第 �次代表大会
。

他在会上介绍了中国工

人阶级的战斗历程和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
，

受到各

曰口����������口��� ������������������������



稗玛钾舞丰
国代表的赞扬

、

钦佩
。

他和同行的邓中夏被选为赤色

职工国际执委会委员
，

同时并被选为共产国际
“
六大

”

执行委员
。

会后
�

他暂留莫斯科
，

参观访问
，

讲演讨论
，

参与

筹备中共
“
六大

”
的召开

。

期间
，

他调查研究后找了共

产国际有关方面领导同志澄清
、

平反了苏联中山大学

米夫
、

王明制造的中国学生
“
江浙同乡会

”
冤案

。

党的
“
六大

”

会前
、

会中
，

苏兆征全力 以赴
，

废寝忘

食
，

拼命工作
，

与大会秘书长周恩来天天在一起为大

会准备文件
，

安排讲座
，

审查代表
，

操办会务
。

斯大林

也会见了瞿秋白
、

周恩来
、

邓中夏
、

苏兆征和黄平
，

共

同研究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
。

“
六大

”

纠正了
“
左

”
倾盲动主义错误

，

产生 了苏兆

征
、

向忠发
、

项英
、

周恩来
、

蔡和森组成的五人政治局

常委会
。

由向忠发任常委主席即总书记
，

实际上他水

平不高
，

毅力
、

意志不行
，

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

后被

捕叛变
。

回国后
，

同是政治局常委的周恩来经常在苏兆征

家开会
。

虽然周恩来比苏兆征年轻 �� 多岁
，

但苏兆征

对周恩来的赤胆忠心
、

精明干练非常崇敬 �从他身上

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希望
。

两人情同手足
，

感情极为深

厚
。

从省港大罢工时期在港粤就开始了相助相知的革

命友谊
，

这份友谊在上海的党中央领导岗位上并肩战

斗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

七
、

临终前由邓颖超记录遗嘱

由于长期操劳过度
，

营养不 良
，

苏兆征终于积劳

成疾
。

在莫斯科
“
六大

”
会 议上

，

他就病得很重
，

人很

瘦
，

忍着病痛坚持发言
，

声音很小
，

用手按着痛处
，

把

报告讲完
。

经过几个月疗养
，

又赶 回国
，

于 ���� 年 �

月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二次扩大会议
。

期间
，
旧痛发作

，

他咬牙坚持把会开完
。
�月 ��日才辗

转住院
。

当 日下午 �时
，

周恩来
、

李立三
、

邓小平
、

邓颖超

闻讯赶紧来探望
，

苏兆征 已处于弥留状态
，

他用微弱

的声音加手势
，

断断续续说
� “
广大人 民已不能活下

去
，

要革命
，

等待我们去组织起来
。

希望大家共同努力

奋斗
，

同心合力
，

使革命最后成功
。

我妻子和小孩子可

送莫斯科
，

请与团体商量
。 ”
他反复地用手指心说

�“
大

家同心努力
，

达到革命的胜利
。 ”

当场邓颖超笔录苏兆征 的遗嘱是
� “
大家共同努

力奋斗�大家全力起来
，

一致合作
，

达到我们最后成功�

夫人小孩去�莫斯科�
，

与团体商量
。 ”
后附周恩来当日

晚亲笔批注
�“

这是小超记的
。 ” “

按
�
这是苏兆征临终

时政治局代表忠发同志去看他时说的
，

此时兆征同志

的神态己极不清楚且不能多说话了
。

这几句话也是说

得极不连贯而且极模糊的
。

兆征死于 �月 �� 日下午 �

时 ��分
。

恩来
，
�����晚

。 ”

苏兆征在周恩来
、

李立三
、

邓小平
、

邓颖超等战友

的守护下
，

不幸不治长逝
，

终年仅 ��岁
。

他的遗嘱和事

业由在场的同志
、

朋友继承下来了�

他的遗体由当时中央特科的李强同志用姚维常的

假名埋葬在公墓
。

����年
，

邓小平在解放上海后找到

他的棺木
，

与原妻张锡缓同志的棺木
，

一并放在原住的

房子楼下
，

一直到 ����年才一齐葬于龙华公墓
。

碑上

刻了
“
苏兆征烈士

”

大字
，

并镶上他的遗像
。

�气
、

没来得及

苏兆征逝世的第二天
，

即 ����年 �月 ��日
，

中共

中央政治局召开第 �� 次会议
，

悼念兆征
，

并发表 ��号

通告
，

号召全党继续着兆征的精神
，

向前奋斗
，

要记住

他的遗言
�“
大家努力

，

达到革命的胜利
。 ”

中华全国总工会
、

共青团中央都发出了悼念通告
，

赤色职工国际也通令各国工会纪念这位国际共产主义

战士
，

苏联
、

法国都举行纪念活动
。

邓中夏当时正在苏

联
，

写下 了 《苏兆征同志传 》
，

印发了 ����份到苏联和

欧美各国
，

以纪念这位生死之交
。

中国共产党的标志是镰刀加铁锤
。

苏兆征出身农

民
，

又作工航海
，

开阔了眼界
，

结交了各国工友
，

更了解

了十月革命
。

在李大钊
、

邓中夏
、

陈延年
、

周恩来这些青

年革命知识分子的直接指导下
，

在血与火的斗争中
，

迅

速成长为党的早期中央领导人之一
、

太平洋沿岸职工

运动领袖之一
、

赤色职工国际和共产国际领袖之一
。

这

在东方是唯一的
。

苏兆征同志本身就象一面镰刀铁锤

的红旗
，

他本来可 以担任党的总书记
，

但是苏兆征同志

过早逝世了
，

没来得及担任总书记
。

这说明我党早期是

在多么残酷的斗争中
、

多么艰苦的环境里工作
，

我党的

早期领导人是多么英勇顽强
、

前仆后继
、

千锤百炼
、

九

死一生
。

回顾 ���� 年到 ���� 年这八年间
，

党的早期领导

人
，

仅政治局委员
、

常委
、

著名的中央委员
，

相继牺牲在

敌人的屠刀下的有�按牺牲时间排列�
�

李大钊��� 岁�
、

陈延年���岁�
、

肖楚女���岁�
、

赵世炎��� 岁卜王荷波

���岁�
、

郭亮���岁卜向警予��� 岁�
、

罗亦农���岁�
、

陈

乔年���岁�
、

张太雷���岁�
、

彭湃���岁�
、

杨殷���岁�
、

悍代英���岁�
、

蔡和森���岁�
、

罗登贤���岁�
、

邓中夏

���岁�
、

瞿秋白���岁�
、

方志敏���岁�
。

这些早期党的领导人
，

除了王荷波
、

苏兆征大些
，

��多岁
，

其余都是 ��多岁
、
��多岁

，

几乎都是大学生
、

留学生
，

都是才华横溢
、

风华正茂
，

都没来得及领导中

国革命取得最后的胜利
，

没来得及大展宏图就献出了

年轻的生命
。

我们千万不要忘记
。

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