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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是个内向、话不多的人”，赵太
侔的孙女赵红告诉半岛全媒体记者，她
小时候见过爷爷，但从爷爷那里听来的
故事不多，也没有听他讲过姑奶奶赵鲁
玉，父母和叔叔提起过姑奶奶是共产党
员，不过不是很详细。在她的印象中，家
人们从不刻意对外宣扬赵家的名人，即
便爷爷赵太侔连任山东大学校长，即便
赵鲁玉在青岛党史上做出过重要贡献。
赵鲁玉是个什么样的人？像哥哥那
样低调内敛吗？
通过专家们的研究和介绍，我们才
从侧面了解到，赵鲁玉是位性格刚强、直
爽泼辣的女性。
杨洪勋先生说，在胶澳电话局，由于
赵鲁玉文化较高，业务能力强，被派到较
忙的500号检测台当值；她秉性爽直，主持
正义，敢于讲话，关心同人疾苦，深得大
家的尊重。也正是由于她心灵手巧，热心
公务，很快被提升为领班。
优秀的人背后会有一批追随者，赵
鲁玉就是。所以，在电话局内部，她悄悄
培养了不少工运骨干和团的干部。不仅
如此，她还自己编印教材，步行十余里去
四方工人夜校讲课。
展现赵鲁玉真正组织能力的机会来

了。王华艳处长说，北洋政府时期，军阀
之间连年征战，为筹军费，各路军阀使出
浑身解数搜刮民脂民膏。接管青岛以后，
他们甚至把青岛当成了“账房”，不到两
年，就搜刮了数百万元。工人工资一降再
降，物价猛涨，人民生活水平每况愈下。
胶澳电话局司机生的月工资从30元左右
不断减少，到1924年下半年，工资最低每
月只有7元钱。不要说养活家人，就是司
机生个人也只能勉强维持温饱。电话局
为了稳定民心，承诺每年加薪两次，年终
有奖金。但自1923年以来，不但没加薪，奖
金也一次未发，职工意见很大。
青岛党组织获悉后立刻给赵鲁玉发
出指示，决定领导群众进行合情、合理、
合法的斗争。事不宜迟，赵鲁玉当即决定
发动大家联名书写呈文，要求局长照规
定加薪并发放奖金。
其实，在这之前有过一次斗争。1923
年2月，电话局女司机生中年纪稍大的王
雪婷、方馨亭、王淑美等人曾与局长孔祥
熙交涉，提出发工服、办食堂等8项要求。
近百名司机生一起罢工，局方最终答应
其中5项要求，司机生恢复工作。
1924年12月28日下午，司机生们将写
好的呈文交给主任李仲英，请她转交给

局长。不料李仲英不仅不转交，反而说了
很多风凉话，最后不屑地说：“你们自
己送给局长去好啦！”赵鲁玉见时机已
到，挺身而出，大声说：“我们自己送？
好啊，我们全体去送！”说罢她把交换
室的电铃一按，百余名司机生们听到
后纷纷离开交换台，奔向局长室。就连
两名日籍司机生也被大家连拉带扯，
参加了行动。此时，全市的2000多部电
话立即中断。一些机关、商店纷纷派人
到电话局咨询、责难，电话局当局只得
忍气吞声，连连道歉。
赵鲁玉率领司机生见到局长，将呈
文递上。开始，局长态度强硬，并不理会
司机生的要求。司机生毫不示弱，定要局
长立即答复，并在呈文上签字，否则决不
上班。一个小时过去了，外界的压力越来
越大，局长终于在呈文上签了字。“因为
罢工风潮姚启儒的局长职务也被罢
免。继任的新局长胡文溶到任后，企图
推翻前任的承诺。赵鲁玉等司机生听
说后，又立即举行了第二次罢工，新局
长一看压不住了，只得兑现承诺，每人
加薪4元，发年终奖金2元，为电话局司
机生们提高了工资待遇”，站在复原的局
长办公室门口，周宁总监说。

在邮电博物馆开馆前抵达，采访中
不知不觉到了开馆时间，不时有游客驻
足流连。“每年尤其是旺季都会有大量的
游客来参观，有本市的小学生、中学生、
大学生，也有一些机关单位，讲到赵鲁
玉、徐子兴等共产党员的事迹，他们都会
很认真地听，尤其是邮电系统的职工们，
会感到由衷的自豪”，周宁总监说，“2017
年12月，北京邮电大学的教职工来参观，
一位女教师听完我讲赵鲁玉的事迹后，
惊呼‘这不是我姑奶奶吗？’”
电话局司机生，半个世纪后，她的后
人也从事了与邮电相关的职业，不得不
说，这是特殊的缘分。
而赵鲁玉，也用实际行动证明了精
神的魅力，榜样的力量。
这次罢工胜利，鼓舞了民心，也激起
了赵鲁玉的斗志。她根据党的指示，再接
再厉，发动大家于1925年1月8日成立了
“女子进德会”，宗旨是：“联络感情，固结
团体，以谋公务之竞进。”发展会员104人，
并订有会章，赵鲁玉为会长，成员中的积
极分子有郭孟英、任颖贤、王雪婷、尹瑞
馨等。这是青岛第一个女子团体，也是我
党领导的第一个女工工会，更是全国邮
电系统最早女子工会组织之一。
“‘女子进德会’的成立，对青岛妇

女解放运动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
作用，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杨洪勋先生说。
赵鲁玉的领导力和组织力被青岛

党组织看在眼里，1925年3月1日，团青
岛地委召开了23名团员参加的团员大
会，在大会选举产生的团青岛地委中，
因为成功地组织领导妇女工运，赵鲁
玉被推选为妇运工作负责人。接着，赵
鲁玉继续策划下一步行动。1925年3月
12日，孙中山先生逝世，赵鲁玉带领电话
局“女子进德会”的全体会员，参加了青
岛社会各界在馆陶路齐燕会馆召开的孙
中山先生追悼会。
1925年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下，青岛日商纱厂18000余名工人举行
了三次总同盟大罢工，掀起青岛历史
上第一次工运高潮。
青沪惨案后，为了援助受难和失业
工人，青岛党组织发动社会各界进行支
持援助。进德会的成员在赵鲁玉的领导
下，以10人为1组，成立了好几个“十人
团”，深入街头巷尾，揭露帝国主义极其
走狗的罪行，宣传抵制英、日货。她们一
面讲演，一面募捐。当然，她们自己也慷
慨解囊。不仅如此，赵鲁玉还做起了“间
谍”。“她心灵手巧，接插电话又快又准，加

上懂日语，深得领班的信任和同事们的
尊重。这为她从事地下工作提供了很好
的职业掩护。她凭借高超的技艺搞监听，
为党领导罢工提供了许多有益情报。一
次，她监听到反动当局要逮捕罢工领导
人邓恩铭的消息，立即通知邓恩铭，使他
及时躲避了这次危险”，王华艳处长说。
如此高调的罢工和组织工运的活

动，让赵鲁玉成为电话局领导的“眼中
钉，肉中刺”，当局更是将赵鲁玉视为
注意对象，1925年7月，电话局随便找
了个借口开除了赵鲁玉。
失业，意味着生活的艰难，但也并未
打倒赵鲁玉。
为了安全起见，赵鲁玉化名赵兰，
与共产党员赵豫璋以兄妹相称在沧口
阎家山一带继续从事工运工作。他们
经常去钟渊、宝来、华新等纱厂活动，
并在工人中发展了一批党、团员。他们
住在农村，经常编写宣传材料，去工人
中散发，并发动工人向日本厂主和资
本家进行小规模的斗争。
1925年8月，中共山东地委改组，邓
恩铭担任了山东地委书记，领导全省工
人运动和农民运动。此时，赵鲁玉也调往
济南在地委做妇女工作。为了掩护真正
的身份，她应聘到一家教会医院当护士。

青岛解放后，曾经有一则《寻人启
事》刊登在了东北的报纸上，这则启事
是在寻找一位共产党员，她叫赵鲁玉，
50岁左右，身材瘦小，鹅蛋脸……让登
启事的党组织成员失望的是，报社没有
接到赵鲁玉的相关信息。
又过去多年，1984年11月，中共中

央组织部离休老干部丁祝华在谈起当
年在青岛从事党的工作的老战友赵鲁
玉时说：“（青岛）解放后，党组织也曾多
次找过赵鲁玉，还在东北报纸上刊登
《寻人启事》，但是一直未能找到她，这
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
赵鲁玉去了哪里？她为何失踪了？
赵鲁玉曾经两次入狱。1925年11月7
日，山东地委在筹备纪念十月革命节活
动时，由于交通员不慎，被敌探跟踪，致
使邓恩铭、赵鲁玉等8人被捕。不过，他
们早就料到了这一招，提前想好了对
策，串好了口供，赵鲁玉等三名女同志
在关押了28天后得以释放。
1926年春夏之交，赵鲁玉返回青岛，

“这段时间，赵鲁玉生活十分艰苦。他们没
有正式职业，党内又不发活动经费，二人生
活全靠打零工和党内同志的零星接济。有
一段时间，赵豫璋在附近农村小学兼课，每
月只有三五元的收入，这笔钱还要买油墨、
蜡纸、印传单，他们不得不去挖野菜充饥。
尽管如此，他们始终保持着革命乐观主义
精神，一边饿着肚子，一边在深夜里刻蜡
版，印传单，然后赶在天亮前，把传单散发
出去”，王华艳处长说，这年冬天，由于叛徒
出卖，赵鲁玉、赵豫璋双双被捕，“他们顶住
敌人的淫威，只承认是失业工人，没有暴露
党内身份。敌人没有掌握证据，无法定罪，
只得在1927年初将他们取保释放”。
出狱后，共患难的赵鲁玉与赵豫璋
结为了夫妇。他们在沧口呆不下去，便
到东镇活动，并在中共党员徐子兴、王
景瑞的资助下，买了一台缝纫机，开了
一家缝纫铺，以此为掩护开展工作。“当
时他们生活十分困顿，冬天连取暖的炉
子也生不起。一次，王景瑞去看他们，见
他们住处狭小，夫妻俩睡在吊铺上，而
且仅有一床棉被，便提出要接济他们。
赵鲁玉笑笑说：‘贫困能磨练人的意
志！’谢绝了同志的好意。”
1928年底、1929年初，一场巨大的

考验来临，王用章、王复元兄弟相继叛
变，组织“捕共队”，大肆破坏党组织。党
中央立刻指示，凡是二王认识的同志，
原则上都要离开山东。赵鲁玉、赵豫璋
都是老党员，王复元对他们非常熟悉，
不得已，二人离开了奋斗过的青岛，出
走大连，后来又去了哈尔滨。
1929年到1932年间，赵鲁玉、赵豫璋
先后两次回到青岛，寻找党组织，结果
未能如愿。这也就意味着，他们与党失
去联系……
1937年，赵鲁玉在东北患了肺病，

因经济困难，生活拮据，无钱医治，病逝
于哈尔滨，终年37岁。而这个噩耗，曾经
与赵鲁玉并肩作战过的战友们并不知
道，这才有了十几年后的寻人启事，一
则永远不会有回音的启事……
“你从闺房中走出，不怕讥讽，不怕
风险，毅然踏上东渡日本的轮船。漂洋
过海，万水千山，依然改变不了你对革
命的信念……”这段描写秋瑾的歌词，
也有赵鲁玉的影子。
她虽悄然陨落，却并非了无痕迹。
在青岛，每年都会有大量的游客，在

赵鲁玉的影像前驻足，周宁已经记不清多
少次讲过赵鲁玉的故事，它化身为一粒粒
小小的种子，被游客们带回全国各地，并在
今日幸福的阳光下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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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则没有回音的
寻人启事

赵鲁玉。

北京邮电大学老师与“姑奶奶”合影。

司机生名单。 进德会成立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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