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14～A15

□文/图 半岛全媒体记者 张文艳（老
照片翻拍自中共青岛党史纪念馆）

生命的最后60天，李慰农经历了什么？
走访市北，沿着李慰农生前的足迹，

我们寻找李慰农，只为还原一位伟大共
产党员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的无私奉献
精神。
海岸路18号，李慰农和同志们一起

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密谈，他们策划工
人运动，费尽心血；各大日商纱厂内外，
李慰农聆听工人们遭遇的非人待遇，给
予极大的同情，发动他们起来抗争……
站在中共青岛党史纪念馆的院落里，

凝望李慰农雕像，他双手抱胸，身姿挺拔，
彼时他正留学法国，风华正茂。半岛全媒
体记者通过采访了解到，在青岛短短两个
多月的时间里，李慰农为工人奔走操劳，
日渐消瘦，然而，他不畏艰苦，更不怕敌人
的威胁，多次领导罢工和运动，最后，用鲜
血谱写了优秀共产党人的生命赞歌。

海岸路18号，中共青岛党史纪念馆
内，映入眼帘的是一组红瓦红砖黄墙的德
式建筑，院内，青松挺拔，王尽美、邓恩铭、
刘少奇、李慰农的雕塑庄严而立。纪念馆
讲解员姜静说，这里是青岛市唯一一处保
留至今的早期党组织机关旧址。房屋建于
1904年，原来是四方机厂职员宿舍，德式
建筑，砖木结构，外墙为红色清水砖墙，蘑
菇石墙基。1923年8月，青岛第一个党组
织——— 中共青岛组成立后，这里成为青岛
早期党组织传播马列主义、播撒革命火
种、领导工人运动的重要阵地。王尽美、邓
恩铭、刘少奇、李慰农等老一辈革命家都
曾在这里工作和生活过。

就是在这些建筑内，李慰农和同志们
召开了一次又一次的会议，发出了维护工
人权益的吼声。
继青岛党组织负责人邓恩铭成功领导
四方机厂工人大罢工后，青岛的工人罢工声
名远播。只是，罢工斗争随着邓恩铭等人的
被捕并被驱逐，陷入了困境。在这严峻的时
刻，李慰农以中共青岛地委书记的身份化名
王伦来到青岛，接替邓恩铭领导党的工作。
“他利用有党员同志是四方机厂工作
人员的便利，出入四方机厂西公司职员宿
舍，也就是咱现在的海岸路18号，成立了
以四方机厂的共产党员为主的中共四方
支部，当时书记是李慰农，干事分别是傅
书堂、丁子明”，四方机厂厂史研究者陈光
荣告诉半岛全媒体记者。

李慰农成功领导了日商纱厂工人大
罢工，推动形成了青岛历史上第一次反帝
爱国运动高潮。
然而，日本厂主开始密谋镇压工人罢
工。1925年5月28日，两艘日本军舰开抵青
岛，在前海开炮恫吓工人。同时，一场罪恶
的计划正在酝酿之中。当晚，李慰农得知
敌人调动军警的情报后，意识到危险即将
来临，立刻召开了支部会议，研究对策。然
而，一切为时已晚。
在军阀张宗昌的授意下，胶澳督办温
树德派出军警数千名，于29日凌晨包围了
四方3家日本纱厂和工人宿舍。1925年5月
29日凌晨3点，一个令人悲愤的时刻，一个
值得铭记的时刻。丁子明后来回忆说，军
警冲进了工厂，强迫工人退入宿舍，加以
监禁，并逮捕了工运骨干分子近百名，“其
实，警察也是中国人，工人劝他们说大家
都是中国人，不要给日本人办事，警察被
说得有些动摇了。但是，队长很坏，强硬逼
迫工人出厂，工人就不出厂”。
当陆战队冲入内外棉纱厂时，受到工
人们的抵制。此时，丧心病狂的陆战队开
始执行温树德的“打死人不偿命”的命令，
朝工人们开了枪。此时，躲在幕后指挥的
日本厂主，残暴的本性暴露无疑，他们一
个个手握短枪，站在楼上，趁乱向工人们
射击，“中弹的工人逐一倒在地上，鲜血喷
流，染遍了内外棉门前的青草”。8条生命
在这场屠杀中丧生，17人重伤，轻伤无数。
这，就是“五·二九”惨案。

半岛全媒体记者走进了青岛市档案
馆，通过翻阅大量的旧报，一点点还原了当
时的惨剧，各大媒体的报道中充斥着“枪弹
如雨”“血流成河”的字眼，“最惨的是未出
厂的童工和女工，他们一闻枪声，相继藏入
棉花包中，躲进地沟里面，或伏在车间，后
被日人搜出枪杀、水淹和活活抛入海水中
者不知其数。至6月2日，还在厂内搜出六七
十个奄奄垂死的工人，地沟之中尚发现一
大堆男女尸体，车间发现一个自尽者”。
惨案发生后，被捕的工人中，有6名

“要犯”被解往济南，其余押在青岛，3000
余名工人被开除。
工人被压迫，李慰农心急如焚，听到

枪声大作，他更是心如刀绞，曾经与他亲
密无间的工人们，遭遇如此横祸，怎能不
心痛？李慰农立刻与傅书堂、丁子明召开
了紧急会议，要多渠道揭露敌人的暴行，
广泛争取社会各界支援，进行募捐，以抚
恤烈士家属,救济受伤、失业工人。
“青岛惨案的发生，直接点燃了五卅
运动的导火线”，邓中夏如是说。就在次
日，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两次惨案合称
“青沪惨案”。之后，如火如荼的反帝爱国
运动浪潮席卷了全国。
“李慰农领导的罢工运动，得到了邓
中夏的高度评价”，青岛市委党史研究院
研究二处处长王华艳接受半岛全媒体记
者采访说，邓中夏认为中国的革命潮流在
那之后高涨了不少，这种革命潮流的高
涨，与青岛工农的努力关系密切。

四方机厂西公司职员宿舍，昏暗的灯
光下，李慰农奋笔疾书，他压抑住心中的
悲痛，将事情的经过写信向刘少奇汇报。
李慰农知道，运动需要支持，遇难工人家
属需要抚恤，士气需要鼓舞。

在党史纪念馆，半岛全媒体记者看到
了一幅巨大的油画《指导工运》。1925年5
月，刘少奇来到四方机厂西公司职员宿
舍，召开工运骨干会议。听取李慰农的汇
报并作出重更指示，使工人们看到了光明
和希望。青岛党史馆宣教科科长贾慧媛向
半岛全媒体记者介绍说：“这幅油画表现
了青岛中共先驱的神采和力量，中间坐
着、穿西装者是李慰农。他们的眼神刚毅，
在险恶的环境中充满了必胜的信心。会议
上空悬挂着一盏灯，这些革命者就像明亮
而温暖的灯盏，把温暖、光明和力量传递
给来观展的人们。”
“五·二九”惨案发生后，李慰农当即
写信给刘少奇汇报。“6月，刘少奇复信，并
汇来中华全国总工会捐款200元、北京学
生会捐款2000元”，丁子明后来回忆说。同
时，李慰农组织胶济铁路总工会发动各

界，成立了“青沪惨案后援会”，团结进步
民众，揭露敌人罪行，唤醒同胞。此时，李
慰农深知青年学生在革命运动中的重要
作用，广泛组织发动学生投入斗争。一大
批学生骨干如罗荣桓、张沈川、彭明晶、李
萼等人很快成为斗争的骨干。
罗荣桓，1902年11月26日生于湖南衡
山县南湾村一个小地主兼商人家庭。1924
年7月，罗荣桓考上了私立青岛大学的预
科班。在青岛，罗荣桓学习刻苦，各门成绩
都很突出，并担任学生会负责人。“青沪惨
案”发生后，罗荣桓目睹了工人的悲惨遭
遇，和同学彭明晶一起，成为反帝斗争的
骨干。这些学生骨干在全市各大、中、小学
中广泛联络，组成了青岛市学生联合会，
并发动数千名学生举行罢课，上街游行示
威。
而新闻界的重要力量在此时也涌入

进来。
《青岛公民报》旗帜鲜明地站在工人
一边，敢于为工人说话，这家报纸的主笔
就是胡信之。
胡信之又名胡寄韬，1890年生于北京
一个官僚家庭，他自幼聪颖好学，视民族

英雄岳飞、文天祥、史可法为偶像。长大
后，他矢志舆论救国。“五四”运动时期，胡
信之试着给报纸写文章，为了呼吁收回青
岛，常常奔波于北京、大连、青岛之间。青
岛主权得以收回后，全家迁居青岛。
在这座海滨城市，胡信之正式成为一
位报人。他先在《中国青岛报》任职，1924
年9月《青岛公民报》创刊后，又任该报主
笔。1925年，青岛日商纱厂工人罢工期间，
胡信之在公民报上特辟《工潮专载》栏，经
常刊登罢工以及各界声援罢工的消息，并
毫不留情地揭露中日反动派破坏和镇压
罢工的罪行。因而，青岛商会中日本豢养
的走卒，经常指使流氓去公民报馆捣乱，
后来又企图暗害胡信之。胡信之得悉后，
针锋相对，在报上发表紧急声明，戳穿敌
人的阴谋，并表明与敌人战斗到底的决
心：“鄙人以一介书生……为争社会之正
义死，在鄙人固死得其所，然光脚的不怕
穿鞋的，我不得其死，彼又安得生……”胡
信之这种不为势屈、不为利诱的硬骨头精
神，博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爱戴，《青岛公
民报》的发行量由开始的数百份猛增到上
万份。

李慰农在青岛最后60天的足迹，还原他牺牲前的感人事迹

李慰农（中共青岛党史纪
念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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