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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现李慰农在青岛的行动轨
迹时，王华艳处长专门提到了李慰
农在青岛的一个细节：“在李慰农
被捕前开会时，他明知道敌人在他
住所周边布满了岗哨，他还是回去
销毁了秘密文件，这就是一位共产
党员的伟大之处”。

作为优秀的共产党员，李慰农一
直为工农和学生们忙碌着，而他的组
织能力也充分显现了出来。
他和支部成员一起，领导各界民
众的反帝爱国斗争，先是1925年6月5
日，四方机厂1700多名工人沿着青岛
市内主要街道举行游行示威，然后全
市万余名学生统一罢课。青岛民众热
情高涨，抵制日货，并到胶济铁路沿
线进行募捐。在李慰农的组织领导
下，青岛爱国斗争开展得蓬蓬勃勃，
青岛方面的反帝爱国力量都汇集到
了共产党的周围，形成了巨大的洪流。
1925年7月22日夜，日商大康纱
厂雇用的工贼，将一名12岁的童工
打晕，工人上前理论，日本厂主态
度蛮横，工人们忍无可忍，于7月23
日联合日商内外棉、隆兴纱厂工人
举行了第三次同盟罢工，并发表联合
宣言，提出了“承认工会、厚恤死者家
属、增加工资”等10条要求。
敌人故伎重演。
恰逢山东军务督办张宗昌来到

青岛，驻青岛的日本领事、日本厂主
等设宴为其接风洗尘，趁机一面诬蔑
纱厂工人，一面给予张宗昌30万元的
重金贿赂。他们尤其提到了李慰农和
胡信之的名字，认为他们是“罪魁祸
首”，要求予以严惩。
其实，李慰农得到张宗昌要来青

岛的消息后，就已经提高了警惕，他
知道，张宗昌不是来游山玩水的，很
可能要对青岛工人进行更大规模的
镇压和屠杀。于是，他立即指示党
组织和各厂工会做好准备。
危险还是来了。
1925年7月26日，张宗昌让尹

德山到四方进行武装镇压，四方和
沧口实行戒严，交通断绝，军警任
意闯入百姓家，翻箱倒柜，殴打工
人，侮辱妇女。事态已经到了万分
危急的时刻，李慰农的人身安全也
亮起了红灯。尽管如此，李慰农还
是于当晚在小鲍岛召开了秘密会
议，傅书堂提醒他一定要小心提防，
李慰农说：“不用考虑我，目前刻不容
缓的是大家要警惕起来，保卫工会！”
7月26日晚，漆黑的夜空里飘荡

着浓浓的血腥味，结束会议回四方
住处的途中，李慰农发现便衣民警
已经将四方村河西岸一带严密包
围，逐门逐户进行搜查。他知道，敌
人是来抓他的，只是还没有发现
他。他本可以逃走，先藏身再从长
计议，但他没有，因为在他家里，还
有党的机密文件没有处理，否则，
会有更多的同志落入危险之中。
李慰农当机立断，迅速回到住处，
用桌子把门顶住，把所有的秘密文件
清点出来进行焚烧，此时，敌人已经闯
了进来，眼睁睁地看着文件化为灰烬，
他们气急败坏，将李慰农抓了起来。
第二天，张宗昌又派人封锁了

胶济铁路工会、青沪惨案后援会和
青岛市工界联合会，捣毁了四方机
厂和各纱厂工会，并大肆搜捕共产
党员和革命群众，胡信之、赵世恪
等38人被捕。

中共青岛党史纪念馆的专题展厅
里，李慰农的《游采石乘轮出发》非常醒
目，尤其是“问谁敢击中流楫？舍却吾侪
孰与俦！”两句中，那种发自年少时的英
勇豪迈精神，令人敬佩不已。李慰农牺
牲后，聂荣臻元帅为他题字“李慰农烈
士永垂不朽”。

泰安路军法处办公大楼里，一场审讯
正在进行。
负责审讯的敌军法处处长袁致和
上来就说：“你可知道，毁了日本人的买
卖，张督办（张宗昌）是不答应的！”他问
李慰农到青岛来有什么目的，李慰农斩
钉截铁地回答：“青岛是中国的青岛，是
山东的咽喉。我要和青岛人民一道，打
倒帝国主义，打倒帝国主义的走狗”。
袁致和很懊恼，以死威胁：“看你长

了几个脑袋！”
李慰农毫不示弱地说：“我只有头一
颗，然而革命党是斩不尽杀不绝的。”
袁致和问他的“同党”都有谁，李慰农
说：“青岛的工人全是我的‘同党’！”
见李慰农不招，敌人决定改变招数。这
时，敌人把已经折磨得不成样子的胡信之用
竹筐抬了进来，李慰农心痛极了，他走上前
去，轻轻扶起胡信之的头，一边呼唤着他的名
字，一边用衣袖擦拭着他脸上的血迹，胡信之
虚弱地睁开了眼睛，终于认出了李慰农，他紧
紧抱住李慰农的胳膊，却已说不出话来。
李慰农化悲愤为力量，大声对敌人喝
道：“你们在胡先生身上得不到的东西，也

休想从我这里得到！”
无计可施了，敌人只得用狠招，把李慰
农拖下了地下室，用浸透水的皮鞭轮番毒
打他，李慰农昏死过去，敌人用凉水泼醒了
再打，最后连臀部的肌肉都打脱了。然而，
身材消瘦却意志坚强的李慰农始终不发一
声，他没有喊叫，没有流泪，更没有吐露半
点党的机密。
敌人把李慰农和胡信之以及青大附
中的美术老师马纳川关在了青岛地方监察
厅看守所。在今常州路22号欧人监狱里，
半岛全媒体记者见到了关押李慰农和胡
信之的监室，这两位志同道合的朋友，互
相鼓励，互相打气。李慰农说，文天祥就
义前曾写过一首《正气歌》，咱们也合写
一首吧。据后来得以释放的马纳川说，二
人在潮湿的牢房土地上，合写了一首《正
气歌》。遗憾的是，诗歌内容没有留下来，
但二人的大无畏精神值得被牢记。
1925年7月29日凌晨，天还没有亮，敌
人为了不引起罢工怒潮，悄悄将李慰农、
胡信之押赴团岛海滩杀害。波涛汹涌，似
海水呜咽，一位伟大的共产党员、一个年
仅30岁的生命就这样陨落了。
李慰农是青岛为革命牺牲的第一位共
产党员。他壮烈牺牲的消息让青岛市民、
工人、学生悲痛不已。他们冒着危险，将李
慰农和胡信之的尸体偷偷进行了掩埋。
李慰农遇害的噩耗传到家乡巢湖，年
迈的母亲始终不相信，她天天端坐在家
中，伫立在村边，面朝北方，遥望天际，盼望
儿子的归来，直至双目失明……

“李慰农在青岛的时间不长，从
1925年5月份接替邓恩铭的工作开始，
到牺牲也就两个多月的时间，时间太短
了，但他来青岛时正值青岛罢工运动的
关键时刻，是临危受命，得到了刘少奇
的关注，应该说，是中共青岛党史上非
常重要的人物”，王华艳处长说，在中共
党史教育活动中，李慰农的精神是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教育中的典型。

在中共青岛党史纪念馆参观时，半
岛全媒体记者遇到一对母子，“带着孩
子来看看先辈们的事迹”，母亲抚摸着
孩子的头说。提到李慰农的名字，10岁
的男孩有点陌生，他指着墙上的图片
说：“是不是就是他？他还留过学！”听半
岛全媒体记者说他为了领导工人运动
才30岁就牺牲了，男孩脸上满是惊讶。
院内李慰农雕像前，两名女大学生

正在拍照片，半岛全媒体记者问她们知
道李慰农的故事吗？她们说刚在馆里看
过，“他是位英雄”……
为了纪念李慰农烈士，除了中共青

岛党史纪念馆立有李慰农雕塑外，在西

陵峡路还有一座。
一个午后，半岛全媒体记者乘坐地

铁来到青岛火车站。就在不远的西陵峡
路上，有座小公园，名为李慰农公园。公
园正在半封闭整修，几位常来的市民围
坐在一起打牌。今天我们安稳、幸福的
生活，是无数像李慰农这样的先烈抛头
颅、洒热血换来的。
在公园靠近大海的地方，半岛全媒

体记者见到了李慰农的雕像。他年轻的
面容坚毅俊朗。“经过查证，这里是李慰
农牺牲的地方”，王华艳处长说。
八大峡街道办事处党建办主任王

翠香告诉半岛全媒体记者，如今，李慰
农公园是青岛党史对外宣传的重要窗口，
也是党员教育的实践课堂，2018年1月，就
被命名为山东省党史教育基地，“每年都
会有不少党员和学生来缅怀先烈”。
缅怀先烈，不忘初心。革命精神，薪

火相传。还有很多像李慰农一样的共
产党人，我们将一一呈现，呈现他们宁
死不屈，为信仰而生、为信仰而战，为
信仰而死的精神，他们，永远砥砺着后
人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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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工报》发表的工人运动漫画

今海岸路18号院内的李慰农像

李慰农、胡信之监房 李慰农公园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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