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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晨晨

他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山东党组织的早期组织者和领导者，中共一大代表；他的
一生虽短暂，却如长夜里的一盏明灯，点亮历史的夜空。他曾说“海州云台山当路村是旧家
乡”。他就是———

“建党元勋”王尽美

1925年8月，青岛。病榻上的青年，面貌清癯，虽已是病入膏肓，却神色安然，充满坚
毅。他想说话却不时被剧烈的咳嗽打断，咳出来的是一口口鲜血。前来探视的同道友
好见到这一幕不禁潸然泪下。在弥留之际，这位青年向身边的同志留下遗愿：“希望
全体同志好好工作，为无产阶级及全人类的解放和为共产主义的彻底实现而奋斗到
底。”他就是祖籍在我市的王尽美，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山东党组织早期的组
织者和领导者。

适值党的二十大召开之际，位于我市图书馆的王尽美事迹专题展馆，迎来了络
绎不绝的参观市民———自去年开馆以来，市机关、公安、企业、大专院校、街道社区，

市社科联系统各学会、协会、研究会等数百批次数万群体走进该馆，通过这位“建党元
勋”的故事，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在连云港的发展历程。

风雨如磐
不改少年豪气

“王尽美仅存一张正面照片留存于世， 目光笃
定， 隐有笑容。” 我市王尽美研究会会长王绪益介
绍。王尽美的祖籍在我市花果山街道当路村（古称
海州当路村）。当路王氏宗祠始建于明代，原为王鸣
鹤专祠，后为当路王氏祠堂。明洪武二年（1369年），
王尽美先辈王良臣从海州当路迁徙到山东五莲张
仙村。王良臣为五莲张仙王氏一世祖，王尽美是王
良臣第十六代孙。据悉，王良臣在山东五莲张仙村
的墓至今保存完好。

1898年6月14日， 王尽美出生在山东诸城大北
杏村一个贫农家庭。在此之前，他的父亲就病故了，
家里人丁单薄， 只有奶奶和母亲两个女人支撑着，
生活十分贫困。幼年王尽美唯一的乐趣就是在读书
和劳作之余听母亲讲故事。

王尽美七岁那年，本村地主王介人家里开办了
私塾“见山堂”。王尽美为王介人8岁的儿子王祥儿
做陪读，但没有想到的是，不到一年，王祥儿突然暴
病而亡。第二年，本村另一地主家也为自己的儿子
开办了私塾“谋耕堂”，王尽美又去做陪读。说来凑
巧，不到半年，这家地主的儿子也暴病身亡了，地主
家硬说他的儿子是被王尽美克死的。

莫名的羞辱， 深深刺痛了王尽美幼小的心灵，
他暗自发誓，宁愿失学，也不会再到富人家去做陪
读了。1910年春，大北杏村办起了第一家村塾，旨在
让贫困子弟有机会入学读书，收学费很少，故而王
尽美在失学三年半之后， 再次走进学堂读书。1912
年，大北杏村初级小学落成招生，王尽美又转入该
校小学四年级学习。由于他品学兼优，被老师指定
为大学长，并免去了学杂费。初小毕业后，王尽美于
1913年升入枳沟镇高级小学读书。

1918年， 山东省省城济南有官费学校可以报
考。20岁的王尽美在母亲和新婚妻子的支持下，以
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山东省立第一师范，进入北园分
校预科班学习。王尽美在临行前，登上了村前连绵
起伏的南岭（今为乔有山）。鸟瞰岭下农家茅舍与富
人家瓦房鲜明对照的大北杏村，远眺村后滚滚东流
的潍河水，心潮澎湃，感慨万千，遂挥笔写下了这样
的诗句：沉浮谁主问苍茫，古往今来一战场。潍水泥
沙挟入海，铮铮乔有看沧桑。

王尽美的笔下，没有“春风得意马蹄疾”的欢
畅，没有“金榜题名时”的自得，唯有对时代的冷眼
相观。彼时中华，国虽泱泱，萎靡倾颓，列强斜睨。这
一年，国门之外，硝烟漫漫，重新瓜分世界的第一次
世界大战临近尾声。这一年，国门之内，枪声四起，
争权夺利、鱼肉百姓的军阀混战仍难见休止……

奔走疾呼
点亮黎明曙光
1919年1月18日至6月28日，英、美、法

等27个战胜国， 在巴黎凡尔赛宫举行处置
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国的 “和平会议”。作
为战胜国之一， 中国北洋政府也派出了专
使参加会议。和会上，列强不惜牺牲中国利
益， 决定将战前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交给
日本， 而软弱无能的北洋政府竟然准备在
和约上签字。结果五四运动爆发，王尽美积
极投身其中。

当时， 王尽美被同学们推选为山东省
一师北园分校代表， 积极联络学生建立爱
国反日组织，带领同学参加集会、游行，开
展宣传活动。据当时的人们回忆，王尽美身
着校服，胸前斜披写有“还我河山”的白布
条，站在街头慷慨陈词，不时挥舞拳头、手
臂。 他悲愤的情绪和雄辩的口才给人留下
深刻印象。在五四运动中，王尽美认识了山
东省立第一中学的学生邓恩铭， 两人志同
道合，结为好友。

1920年初， 李大钊在北京成立了马克
思学说研究会。 王尽美正好代表山东学生
去北大联系事宜，得知这个情况后，就在北
大红楼拜访了仰慕已久的李大钊。 两人相
谈甚欢， 王尽美当即提出加入研究会的愿
望。李大钊非常高兴，当场让他填表，于是
王尽美就成了该研究会的第一批外埠通讯
会员之一，并得到了刚刚出版的中译本《共
产党宣言》。“加入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后， 王尽美更频繁地往来于北京与济南之
间， 刻苦攻读所能找到的有关马克思主义
的理论文章。”王绪益说。

到了当年夏秋之际， 王尽美在齐鲁通
讯社（书社）开始秘密建立济南康米尼斯特
（共产主义学会）。 当时齐鲁书社卖的进步
书刊除《新青年》《每周评论》《晨报》等外，
还有在北京读书的山东籍大学生主办的
《曙光》，其主笔王统照和王晴霓是诸城人，
与王乐平、王翔千同为诸城王氏族人，与王
尽美亦是本家，彼此之间交情颇深。为更好
地宣传马克思主义，他们决定组建“励新学
会”，并创办《励新》半月刊作为学会的机关
刊物，王尽美任主编。

1921年春，经王尽美、邓恩铭等人的四
处奔走和不懈努力，在北京、上海共产党早
期组织的影响和帮助下， 济南共产党早期
组织在济南秘密诞生了，成员有王尽美、邓
恩铭、王象午、王翔千、王复元等8人。济南
的共产党组织是全国早期的共产党组织之
一。

出席一大
坚定信仰之路

王尽美耳朵大，长方脸，细高挑，说话沉着
大方，很有口才，大伙都亲切地叫他“王大耳”。
回忆起这位在一大召开时相识的山东人，毛
泽东也曾记忆深刻。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
大会在上海召开。 王尽美和邓恩铭作为济南
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与毛泽东、 董必武等
共13名代表参加了一大。 大会确定党的名称
是中国共产党， 把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和共
产主义定为自己的奋斗目标。 大会选举产生
了中央领导机构中央局。 对于这次会议，毛
泽东曾给予高度评价，他说：“中国产生了共
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它的成立，
给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带来了光明和希望。
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
一新。

关于王尽美参加中共一大的细节，《人
民政协报》 提供了鲜活的史料———中共一大
开幕后的第二天， 王尽美代表济南早期党组
织汇报了组建的过程，并对目前的形势和任
务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尽管年纪较轻，但他
举止从容不迫，充满朝气。会议的最后一天，
迁到嘉兴南湖的游船上进行，王尽美不时为
代表们撑船使桨。为了会议的安全，代表们带
着乐器、麻将牌，以游客的身份作掩护，王尽
美用笛子为代表们吹起了《渔家乐》《步步高》
等乐曲，受到代表们的好评。毛泽东笑着拍着
他的肩膀说：“王大耳朵同志， 你可是多才多
艺啊。”

会议期间，王尽美逐一拜访每位代表，热
情地跟他们交谈。在房间里、在餐桌上，他利
用一切机会向他们求教， 跟他们畅谈对马克
思主义的认识。 他的虚心好学和追求真理的
执着，给与会代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武汉代表陈潭秋1936年在《共产国际》刊
物上发表的回忆中共一大文章中写道：“济南
共产主义小组代表王尽美同志、邓恩铭同志，
王、邓两同志那时是两个最活泼的青年，后来
王同志在努力工作中病死了……” 王尽美参
加一大时， 仍本着学习的精神贪婪地阅读有
关材料，有时还向到会的代表们请教。”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更加坚定了他为实现
尽善尽美的共产主义崇高理想而献身革命的
信心和决心。为此，他改名叫王尽美，并写了一
首《肇在造化———赠友人》的诗：“贫富阶级见
疆场，尽善尽美唯解放。潍水泥沙统入海，乔有
麓下看沧桑。”

不畏劳顿
播撒革命火种

在1923年至1924年间，
王尽美呕心沥血，创办了《十
月》杂志，并参加了《晨钟报》
《现代青年》等报刊的编辑和
撰稿工作。1923年6月， 王尽
美根据党的指示， 以个人身
份加入国民党，并于1924年1
月， 代表山东出席了在广州
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
表大会。会上，他有幸结识了
孙中山先生。其后，孙中山以
他个人的名义， 委派王尽美
等4人为国民会议宣传员特
派员。回山东后，王尽美奔走
青岛、淄博、张店等地，开展
国民会议运动， 先后帮助上
述城市成立起国民会议促成
会。在青岛期间，他还和邓恩
铭一起， 领导胶济铁路二月
大罢工。 对于他是否来过家
乡海州，则有待考证。

“由于王尽美的身份是
早期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只
有少数党的领导者以及国民
党上层人物才会知道。”我市
王尽美研究会相关负责人介
绍。 作为党在山东地区组织
的最高领导人， 王尽美所从
事的主要活动都是党的重要
机密， 所以他所做的事鲜有
人知， 其真实身份即使是他
最为亲密的朋友也不十分清
楚， 所以从正式公布的信息
上不可能查到王尽美来海州
的具体活动情况的。而就“王
尽美究竟有无回到海州”的
问题， 市委党史工办相关工
作人员曾专程到王尽美的出
生地———山东诸城考察走
访， 发现没有确凿史实支撑
这一历史细节。

我市王尽美研究会也只
能使用间接材料， 来推测他
在海州的活动情况———为了
安排各地举行孙中山追悼会

等事，王尽美曾前往海州。在
船上， 王尽美对海州船工讲
“海州云台山当路村是旧家
乡”。他讲到从板浦中正“精
勤学堂” 培养出的卞赓状元
和“海属泰戈尔”朱仲琴，还
讲到海州人吴苓生是第一个
在海属地区介绍俄国十月革
命、 宣传马列主义和共产党
活动的人。那时，王尽美和吴
苓生二人都是李大钊发起的
马克思研究会成员。1924年
底，吴苓生回国后，利用假期
回到家乡海州， 到海州省立
十一中学宣传马克思主义，
第一次把马克思主义和苏俄
社会主义带到海州。

由于长期的奔波劳累和
物质生活的艰难， 王尽美早
在1924年10月就染上了肺结
核。1925年4月从北京回山东
后， 他就病情急剧恶化，卧
床不起；6月回大北杏村老
家休养； 不久便生命垂危，
不得不转入青岛医院治疗；
1925年8月19日病逝，时年27
岁。

1961年， 适值建党40周
年， 同为中共一大代表的董
必武挥笔写下了 《忆王尽美
同志》：“四十年前会上逢，南
湖舟泛语从容。 济南名士知
多少， 君与恩铭不老松。”毋
庸置疑，在革命同伴眼中，王
尽美是永远的青年； 而百年
后我们回看他经历过的贫
苦、压迫、艰难、病痛，却生出
另一种感慨： 在这沉着从容
的青春面容下， 革命先辈们
习以为常的抗争不屈、 奋斗
到底，原来如此震撼人心，指
引着我们不断赓续精神血
脉，建功未来。

本版图片为资料图片

热热热热热烈烈烈烈烈庆庆庆庆庆祝祝祝祝祝党党党党党的的的的的二二二二二十十十十十大大大大大胜胜胜胜胜利利利利利召召召召召开开开开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