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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屈原故乡走出来的共产党员

任弼时这个名字，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可能

感到很陌生，但是，中国共产党的老一辈们，却十分

清楚地记着他的名字。他在世上仅仅度过了46 个春秋，

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却奋斗了整整 30 年。

中共中央曾这样评价他 ：“任弼时同志是中国共

产党最早的党员和组织家之一。从 1920 年 16 岁加入

社会主义青年团起到 1950 年 46 岁病故止，任弼时同

志的三十年生命完全贡献于中国的民族解放、人民解

放和工人阶级解放的伟大革命事业，特别是贡献于中

国共产党的组织工作和人民解放战争的政治工作。在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工作中，

在 1927 年中国共产党内反对陈独秀机会主义错误的

斗争中，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的建设和领导红二、

四两方面军胜利完成长征的艰险斗争中，在抗日战争

和人民解放战争中，任弼时同志都留下不可磨灭的功

绩。任弼时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之一，由于

他对中国人民事业的无限忠诚，由于他在工作中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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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弼时故居。1904年4月30日，任弼时出生在湖南省湘阴县塾塘乡唐家桥（今属泊罗市)任氏
新屋。



从屈原故乡走出来的共产党员 3

则性和自我牺牲精神，他受到了全党、全军的热爱。”

任弼时同志去世后，作为任弼时的亲密战友，毛

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都给了他高度的评价。

为了纪念任弼时，毛泽东题词 ：

“任弼时同志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 !”

刘少奇题词 ：

“学习弼时同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刘少奇还说 ：

“任弼时同志是一个模范的革命职业家，模范的

共产党员和中国共产党最好的领导者之一。中国人民

革命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与任弼时同志

三十年努力工作和领导革命斗争的历史是分不开的。”

周恩来题词 ：

“学习他三十年奋斗不已，至死不息的自我牺牲精

神 ；学习他顽强对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

神 ；学习他坚持原则，服从真理的布尔塞维克精神。”

朱德题词 ：

“弼时同志不仅是中国人民伟大的战士和政治家，

而且是青年最亲密的导师。他一生为革命奋斗的历史，

永远值得后辈青年同志们学习。”

全国各地也都在沉痛地悼念着任弼时，和任弼时

同龄的邓小平，在西南地区追悼任弼时的大会上致悼

词。他沉痛地叙述了任弼时同志在三十年奋斗中为中

国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建立的不可磨灭的功绩。然后

又说，他的死使我们党和中国人民失去了一位最可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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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沙天心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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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最可信赖的领导者，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

的极大损失。最后，邓小平同志号召全体共产党员和

青年团员团结在毛主席的周围，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

略，巩固我们的革命胜利，好好地建设我们的国家，

完成弼时同志的遗志，来补偿这个巨大的损失。

任弼时，一个响亮的名字，伟大的名字。我们追

溯任弼时同志的人生足迹，会得到很多的启迪。

1904 年 4月 30 日，任弼时诞生在湖南省湘阴县

塾塘乡 ( 现属汩罗市 ) 唐家桥。

据任弼时的女儿回忆 ：

至父亲的祖父这一代，已进 19 世纪中叶，清廷日

渐腐败，统治已逐渐走向衰亡。但是与家庭官位称号

逐辈下降相反，整个家族子辈奋发求学，大步追赶社

会前进的步伐却日渐加快。

祖父这一辈，五服以内除早夭者外，兄弟姐妹共

20人。都是跨世纪的一代人。他们中有的赶上清末科

举考试制度的尾巴，也曾参考过，但未中。随即便在

废八股、兴新学的潮流中纷纷投考新式师范学校，年

龄大的便插入速成班。据不完全统计，这一代人，男

子 60％以上离家或赴县城，或赴省城就读，女子在

省城受中等教育的也近 30％。更有不但走出了家门、

县门、省门，并且走出了国门，成为享誉中华的教育家、

学者、工程师。

任弼时的父亲思想开明，性情温和，母亲勤劳持

家，贤良忠厚。父母对子女和蔼慈祥，教子有方，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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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弼时童年时代的住屋。他四五岁时在此启蒙，练习写字、绘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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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弼时从孩提时候起就种下了爱国爱民思想的种子。

1911 年，7 岁的任弼时来到距家 10 多公里的任

民小学读书。他品学兼优，博得学校和师生的好评。

1918 年夏，14 岁的任弼时怀着工业救国之志，完成了

高小学业。中学学业是在明德、长郡中学等学校完成

的。在中学期间，任弼时的爱国救国思想进一步发展，

在目前得以保存下来的作文中，他的爱国、勤劳、自立、

自振的思想火花，跃然于纸上 ：

“夫吾一国之中,寸土尺地，皆我祖宗披荆斩棘，

沐雨栉风，以积德而累功，以保世而滋大，不知若何

艰难也。而今，每任强国鲸吞鼓颐，蚕食张吻，掠我

土毛，腥我天地，金瓯之国家，遂成破碎之山河。……

呜呼 ! 我辈对之，当如烈火之烧心，众镝之丛体，芒

刺之负背。若能时存卧薪尝胆之念，励精图治，何患

收回割让之地不能乎 !”

他在《言志》的作文中，表达了以发展工业来兴

国的主张 ：

“今之世界，乃战争之世界，战争非交绥之谓，举

凡学术及物质文明之竞争皆是。而强国之道，莫贵工

业。今中国之所以弱者，亦工业不发达之一端也。……

处此危急之时，战不能，不战不能，无可如何，有心

者能无陨涕，故吾志习工业，以图工业振兴，改良制造，

以强我中国。”

不久，他在《富国论》为题的作文中说 ：

“富国之道，约有三端 ：曰节用也，振兴实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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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弼时在湖南湘阴作民两等小学堂读书时的修业文凭，成绩被列为最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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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弼时在一师附小读书时的图画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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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弼时在湘阴塾塘乡序贤学校读书时的作文和算术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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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弼时自己刻制的图章、笔筒和使用过的竹书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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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采矿物也”，“在位者惟知厚取于民，淫佚骄奢，恣

情挥霍，谓其为振兴实业也，则洋货充斥，土货滞销，

而政府虚与委蛇，不知设法组织以提倡之 ；谓其为开

采矿物也，则我国煤铁诸产甲于全球，而开采者寥寥。

既不能开财之源，复不知节财之流，吾恐穷者益穷，

而其乘机以崇权，逞势以割地，藉名以要款，且欣欣

然沦为殖民地者比比皆是也。”

五四运动中，在湖南的任弼时和教师何叔衡于 5

月 27 日出席代表会，宣布成立湖南学生联合会，并

决定 6月 3 日全体罢课。随后根据斗争需要，他又和

淮阳籍的同学一起组成一个宣传团，回到家乡向民众

宣传。

五四运动的历史洪流，把包括任弼时在内的一大

批爱国热血青年从学校推向社会，从城市推向乡村，

从挥斥方遒、针砭时政发展到投身实际斗争行列。通

过阅读《共产党宣言》《新青年》，他立下了革命的志向，

找到了改造社会的理论和方向，他决心远去苏联学习。

临行前，他给父亲寄去了一份家书，谈了自己的志向，

劝慰父亲不要惦念。他写道 ：

“……大人奔走一世之劳，未稍闲心休养，而家

境日趋窘迫，负担日益增加，儿虽时具分劳之心，苦

于能力莫及，徒叫奈何。自后儿当努力前图，必使双

亲稍得休闲度日，方足遂我一生之愿。……只以人生

原出谋幸福，冒险奋勇男儿事，况现今社会存亡生死

亦全赖我辈青年将来造成大福家世界，同天共乐，此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