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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身人民解放事业 1

献身人民解放事业

近代中国特别深重的民族危亡、社会黑暗和人民苦难，

是孕育英雄豪杰辈出的沃土。它促使一代又一代以天下为

己任的仁人志士为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进行不懈的抗争。

陈云就诞生在这样一个风起云涌的动荡时代，他把

个人的命运完全融汇于祖国和民族的命运大潮之中，义无

反顾，生死度外。时代造就了陈云，陈云则在历史中铸造

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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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时代

1905 年 6月 13 日，在江苏省青浦县的一个叫练

塘镇 ( 又称章练塘 ) 的地方，有一个男孩降生了，他就

是我们书中的主人公——陈云。陈云出生在小镇下塘

街西头靠河的闵家小屋里。这是一间五路头十余平方

米的平房，房门朝南，前靠街，后沿河，南面是闵龙

相开的米行，西面 50 米处有一座元朝至正三年建的顺

德桥。陈云的父亲陈梅堂，是个纯朴善良的农民。他

一无房产，二无田地。除了种田之外，有时还捉鱼摸蟹，

或帮别人宰猪，靠辛勤的劳动和省吃俭用维持着一家

人的生计。母亲廖顺妹祖籍广东，其父曾任清朝水师

舰长，后在练塘镇落户，生有两男一女，陈云的母亲

排行第二。

陈云在家中排行第二，前面有个姐姐，叫陈星，

比他大 8 岁。陈云两岁那年，父亲积劳成疾，无钱医治，

终于抛妻别子离开人世。家里靠母亲替别人缝衣和帮

佣为生，生活非常艰难。两年后，他的母亲也因贫病

交加离开了人世。年幼的陈云和姐姐被外婆领回下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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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云的故乡——江苏省（今属上海市）青浦县练塘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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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的家里亲自照料。外婆为人厚道，性格开朗，处事

果断。陈云的外公去世后，家里的事务均由她做主，

她一直和陈云的舅舅——裁缝出身的廖文光住在一起。

廖文光温和善良，喜欢文艺，婚后膝下无子，后

因生意清淡，改营小饭馆，勉强度日。1911 年，陈云

的外婆病故时，嘱咐他把陈云作为廖家立嗣儿子，并

抚养好陈星，他欣然同意，便把陈云认做了养子，陈

云改姓廖，名仍叫陈云。

不幸的经历使陈云过早地成熟。他沉静、内向，

常常一个人站在旁边看小伙伴们玩耍。稍大一些，他

便主动帮舅母做家务，还经常到小饭馆干些杂活。他

的沉静、懂事，深得舅父母的喜爱。

1913 年，陈云 8 岁，舅舅送他到私塾接受启蒙教育。

私塾不到 10 个学生，虽然读的是些传统的《三字经》

《百家姓》之类的书，但由于陈云认真念书，用心写字，

在这里，他打下了良好的学习基础。他的毛笔字写得

端正有力，私塾先生其为赞赏。

辛亥革命后，北洋政府推行初小义务教育。1914

年，廖文光把陈云送到练塘贻善初等小学读书。陈

云对学校的语文、数学、手工、体育等课程都感到很

新奇，很好学。他每天很早起床，在店堂里读书、写

字。小伙伴们找他玩，他做不完功课，坚决不去。邻

居们常用陈云勤奋学习的精神教育子女，要他们以陈

云为榜样。

陈云自幼喜爱文艺，尤其喜欢评弹和江南丝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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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浦县练塘镇陈云旧居。陈云在这里度过了童年和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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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年时，舅舅就常带他到离家不远的长春园书场听

书，回家后又给舅母学讲一遍。上学以后，陈云仍

然要利用课余时间到镇上的书场听书。有时还和好

友一起到城隍庙西头的隐真道院去学拉二胡和吹箫。

1916 年陈云初小毕业，因舅舅廖文光又得一子，

生活更加拮据，无力继续供他读书，便辍学在家，

在舅舅的小饭馆做杂工。1917 年夏，家里经济稍有

好转，廖文光又托人送陈云到青浦县乙种商业学校

读书，并得到了舅母的弟弟刘福和的资助。在这里，

陈云学了一手好珠算，还初步学会了写账册。但只学

了一个多月，又因经济原因辍学回家，继续在舅舅的

店中做小伙计。一天，饭馆的一位常客、当地比较

有名望的进步教育家、练塘首届公立颜安国民小学

校长杜衡伯先生来到饭馆，他看到陈云在灶旁烧火，

就和他闲聊起来。在交谈中，他发现陈云口齿伶俐，

记忆力好，初等小学的知识对答如流，非常喜爱。便

向廖文光提出，要免费收陈云到颜安小学高小部读书。

他的真诚和慷慨，使廖文光非常感动，他同意让陈

云到颜安小学继续学习。

1917 年秋，陈云来到练塘颜安小学就读。他凭着

天资聪颖，加上勤奋好学，善于思考，学习成绩总是

名列前茅，并且连年获品学兼优奖状。他从不死读书，

除了抓紧时间学习课堂知识之外，他还喜欢读各种各

样的课外书，从中接触到了许多新的东西，视野也变

得开阔了。在这里，陈云的思想还受到了一位名叫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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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恭 ( 又名张见仁 ) 的教师的影响。张先生是个进步

的爱国人士，他不仅讲课语言流畅、生动活泼，而且

经常向学生们介绍近代变革思想，如康有为、梁启超、

鸦片战争、辛亥革命等等。陈云从他那里懂得了什么

是帝国主义的侵略，什么是封建主义的剥削，强烈的

民族主义意识油然而生。

1919 年，五四运动爆发了，反帝爱国运动的浪潮

很快波及到了上海周围的乡镇，也传到了陈云的家乡。

练塘镇上举行了罢市示威，陈云所在的学校也受到了

影响。陈云和同学们一起，在张行恭老师的带领下，

组成童子军、救国十人团和宣传队，在镇上进行演讲

和表演短剧，号召人们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卖国贼，

抵制日货，不当亡国奴。陈云因口才出众，又在同学

们中有较高威信，成为活动的中心人物。一次，陈云

在一个茶馆里讲演，他慷慨陈词，越讲越激动，脚一蹬，

将桌子上的茶壶都给碰翻了。他的演说，博得了在场

群众的热烈掌声。

他们还利用表演短剧进行宣传活动。一次他在一

出名叫《叶名琛》( 叶名琛是清末两广总督，1857 年英

法联军进攻广州时，不抵抗，最后城陷被俘，死于印

度)的话剧中扮演了一个角色。通过这场反帝爱国运动，

陈云非凡的组织才能已开始显露出来，立志报国的决

心也已下定。

这一年，陈云高小毕业。因家境贫困，为了不再

给舅父母增加负担，陈云放弃了继续升学的念头。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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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练塘颜安小学（现为练塘中心小学）。陈云曾在这里就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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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他告别了舅父母，由张行恭老师介绍，来到上海

商务印书馆发行所当学徒，那年他才 14 岁。

陈云虽然年纪小，但是志气大。在学徒期间，他

工作认真负责，一丝不苟。为了尽快熟悉业务，提高

自己的文化水平，他抓紧一切时间学习。每天早晨天

还不亮，他就起来读书、练字，下午下班后还要去

补习班学习中文和英文，晚上回到宿舍，他又继续读

书到深夜。陈云很节省，学徒期间的薪水很低，第一

年每月只有 2 元，第二年升至 4 元，第三年升到 6 元，

就是这么一点微薄的收入，陈云都舍不得花，除了用

于吃饭、学习之外，其余的他都积攒下来，寄给舅父

母贴补家用 ；但同事们遇到了困难，他总是尽最大力

量给予帮助。

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做学徒以及后来当店员的生活

虽然清苦，但这却使陈云有机会接触到很多新思想、

新事物，也使他后来成为了无产阶级队伍中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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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身革命

随着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共产主义思

想开始在中国传播，并且同工人运动相结合。1921 年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无产阶级最集中的上海诞生。接着，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成立，工

人运动在全国蓬勃展开。

上海商务印书馆是中国开办最早、当时影响最大

的文化教育机构之一，职工中有不少人深受革命的民

主思想的影响。1925 年 2 月15 日，以商务印书馆和中

华书局的工人为主，成立了上海印刷工人联合会。5月，

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工人运动进入了高潮。5月15日，

上海内外棉七厂的日本资本家枪杀工人顾正红 ( 共产

党员 )。事件发生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声势浩

大的“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爆发了。在如火如荼的工

人运动的激励下，陈云和商务印书馆的广大职工一

起，热忱地投身到了这场运动的洪流中去。

是年 8月，中国共产党决定在职工基础较好的商

务印书馆再次组织罢工。8月 22 日，商务印书馆大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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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河南中路商务印书馆旧址。陈云曾在这里当过学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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