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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章

生 于 忧 患

一、杨家得贵子
从 １９ 世纪 ４０ 年代起，中国开始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

会。 外国侵略者不断加强对中国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方面的
掠夺。 中国人民一直被笼罩在列强侵华战争的硝烟之中，几乎所有

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强国都参与了对中国的侵略，通过一个比一个

苛刻的不平等条约，强迫中国割地、赔款，贪婪地获取在中国的种种
特权。 中国正面临着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 为抗击侵略，争取民族

解放，无数中华儿女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用智慧和勇气、生命和

鲜血换来了今天中国的光明和人民的幸福生活。

１８８２ 年，一个与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建立密不

可分的人物诞生了。
这年阳春三月的一天，胶东半岛的平度县西乡马戈庄村（现马

戈庄镇）“乡约”杨仁健家喜添贵子。 杨仁健 ２７ 岁，忠厚老成，少时

曾读过书，略通诗文，平时好善乐施，爱周济邻里，在村中颇具声望。

杨家这次添丁进口，自是喜事一桩，邻里百家前来庆贺，有人问：“给

贵子取个什么名字？”杨仁健答：“枟大学枠中有‘在明明德’句，我考

虑再三，就给儿子起名叫杨好德吧！”“那字呢？”“字嘛，就叫明斋。”
“好个好德！ 好个明斋！ 杨家忠厚传家，德字为先，必然承继祖先的

遗风，有大德也必有大才，这名字起得好啊！”

杨仁健上有父母双亲，父母已经年迈，盼孙儿盼得心切，而今，

天遂人愿，自是喜不自胜，他们给孙儿起乳名叫“百岁”，盼着他大富
大贵，长命百岁。

百岁在爸爸妈妈、爷爷奶奶的呵护下一天天地长大。 ３ 岁那年，

大他 ３ 岁的姐姐突然得急病死了。 百岁见不到姐姐，就缠着妈妈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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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姐，妈妈抹着眼泪说：“姐姐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不会再回来
了！”不明事理的百岁哪里知道，疼他爱他的妈妈也已染疾在身，不
久就卧床不起，再也抱不动自己的儿子了。 在一个阴雨连绵的秋

夜，妈妈停止了呼吸，追随自己的女儿去了。

相隔数日，杨家连续失去两个亲人，父亲杨仁健望着才刚刚学

会走路的儿子，心如刀割。 人生最大的悲哀莫过于“老年丧子，中年

丧妻”。 想他杨家勤奋持家，忠厚待人，从未做过亏心的事情，怎么
这样的事情都让他杨仁健摊上了呢？

杨家祖居云南省大理县，明朝初年移民山东平度，开始定居在

小洪沟村（现属同和街道办事处）。 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多，杨氏家族
分出东西两大支，东支落脚到崔召（现属崔召镇），西支迁居杨家圈

（今属马戈庄镇）。 属于西支的杨仁健家西迁后定居西乡马戈庄村，

到杨仁健这一辈已繁衍至二十几代人。

杨家祖辈以种地为生，男耕女织，虽然未曾大富过，但也略胜一

般人家，有“土夯茅屋几间，土地二十余亩，牲口、农具尚全”。 杨仁

健自小念过几天书，人又老实忠厚，在村里担着“乡约” （相当于村

长）之职，所以妻子过世后，上门提亲的不少。 但是，杨仁健考虑到
儿子年幼，怕一时选不对人给儿子气受，就一拖再拖，加上农事忙，

村里有些事还要他去办理，婚事就这样耽搁下来。 谁知又是匆匆 ３
载，儿子百岁已经 ６ 岁，长得浓眉大眼，虎头虎脑，很招人喜爱。 杨

仁健闲下来的时候教他识字，他总能过目不忘，还常拿根小棍棍在

地上练习写字。 爷爷、奶奶夸孙儿聪明，是念书的料。 杨仁健望着
这个没娘的儿子，心里想：杨家应该出个读书人！

１８８８ 年秋季的一天，地里的花生、棉花还没来得及收就下起了

大雨，这大雨一下就是几天，跟瓢泼似的。 马戈庄村西就是胶莱河，

平时河水平缓，大人孩子在这里洗衣、洗澡，摸鱼、捞虾。 可是，自从
一个点的大雨下起来之后，这条河掀起的狂涛巨浪就像凶猛的野兽

咆哮着扑向附近的田野、村庄，一时间，大人喊小孩叫，乱成一团。

洪水所到之处，丰茂的庄稼成了水下珊瑚，房屋倒塌，道路冲断，许

多人葬身在洪水之中。

杨家虽然躲过了这场灾难，但哪里想到，一场地震又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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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过后，瘟疫流行，许多人染病后纷纷倒下，杨仁健的父母也在这
场瘟疫中丧生。
杨仁健和他的儿子百岁所幸均无恙，杨家还有希望过下去。 杨

仁健掩埋了父母，擦干了眼泪，领着百岁回到被洪水浸泡过的房子

里。 不久，这幢房子里多了个女人，父亲给百岁娶了个心眼好的继

母，沉寂寡闷的家又有了欢声笑语。 继母待百岁如同己生，她给百

岁做饭、缝衣，百般呵护，百岁对继母也是娘长娘短围绕膝前。 尽管
家境大不如从前，生活异常艰难，囤子里的粮食所剩不多，但继母总

是把好吃的留给他们爷儿两个，自己却吃糠咽菜。

二、“人不逢时，心愿难从”
１８８９ 年，百岁过了 ７ 岁生日，父亲杨仁健一大早就把百岁从被

窝里拖出来，告诉他说：“百岁，从今天起你就要进学堂念书了。 爹

问你，想不想念书哇？”

百岁一听，乐得蹦了一个高，大声说：“想，我就想念书！”杨仁健

说：“好，爹告诉你，进学堂要听老师的话，好好读书，长大好光宗耀

祖！”百岁使劲地点了点头。
从此，百岁改叫学名杨好德。 杨好德聪明伶俐，深得老师宠爱。

从四书到五经，别的同学学起来味同嚼蜡，可他却津津有味，还常缠
着老师问这问那，不放过一个疑难问题，乐得老师见着杨仁健就说：

“孺子可教，必成大器也！”

就在杨家日子刚刚缓过气的时候，一连串的灾难接踵而至。 杨
好德上学这年，继母为他添了个弟弟杨好升。 不久，继母竟染病在

身，尽管请医问药调治，但是未能挽回生命，很快便撒手人寰。

转年夏天，平度大地又发生瘟疫，许多人在这场瘟疫中丧生。

“悬壶者昼夜不得寝食，货�者为空。”勉强躲过这场灾难，谁知秋季
一到，遍地“又是虻蝗虫灾”。 杨家日子更加艰难。 小弟没有奶吃，

饿得哇哇直哭，左邻右舍族亲族长见孩子可怜，就东家一口奶西家

一口饭地周济。 可是，家家景况都一样，谁家都是吃了上顿没有下

顿，杨仁健在村里担着“乡约”，多少还比一般人家强些，领一点俸

禄。 尽管如此，一个大男人既当爹又当妈，忙了外头顾不上家里，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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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只有百岁一个儿子，现在又多了个不满周岁的好升，杨仁健只恨
自己分身无术。 亲戚们见他这样，都劝他，还是再娶个媳妇吧，没个
女人帮衬，这日子更难熬哇！

１８９１ 年的一天，９ 岁的杨好德放学回家，一路上连蹦带跳，盘算

着怎样哄小弟弟玩儿，可当他走进院门，一眼就发现烟囱上正冒着

炊烟，屋里有女人声传来：“好升听话，娘给你做饭吃！”杨好德心里

有些犯憷，悄悄推开屋门朝里探头，父亲发现了他，叫道：“好德，快
进来。 这是你娘，快叫娘吧！”

从那以后，杨好德又有了娘，娘连续为他生了 ３ 个弟弟，杨好

合、杨好义、杨好月和 ３ 个妹妹。 从此，家境一日不如一日，丰年是
“半年糠菜半年粮”，歉年则“一把野菜一锅汤”。

家境如此，更激发了杨好德求学上进的决心。 他晓窗夜读，晨

诵暮吟，废寝忘食。 父亲见他这样，便勒紧裤带，带领全家躬耕伏

织，节衣缩食，吃尽千辛万苦供他念书。 好德不负家人的厚望，无论

是诵书吟诗，还是成章赋对，总是拔同窗之前筹。 可是，天灾人祸频

仍，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杨好德的求学梦被击得粉碎。

１８９３ 年，一向循规蹈矩的黄海突然发起狂潮，潮水遮天盖地向
沿海的村庄扑来，受海潮侵袭较重的是大小苗家等 ２１ 村，从光绪十

九年到二十四年，年年歉收，民多饥饿。
１８９４ 年，中日甲午战起，广西兵奉调过平度，知州茅恩绶为办兵

差，纵役扰民，闹得“民多饥饿，十室九空”。 杨仁健家吃饭人多，干

活人少，生活更为困窘。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的 １８９７ 年，德国人占据了青岛，抢修胶济铁

路，侵入山东全境。 与青岛毗邻的平度，社会动乱，人心惶惑。 杨仁

健望着在困境中努力求学的大儿子，心如刀割。 他再也拿不出半点

钱来供儿子念书。
杨好德时年 １６ 岁。 在苦难中长大的他，颇像荒野中的一棵树，

虽经风吹日晒、霜打雨淋，但仍长成了一个有着高高个头、宽宽肩膀

的大小伙子。 他深知家里的境况，弟弟妹妹们还小，父亲身体大不

如从前。 更让人痛心的是，国家战争不断，苛捐杂税压得人透不过

气来。 国家如此，个人还有什么前途可言！ 杨好德默默地扔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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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从此同父母亲一起躬耕田野，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闲下来的时
候，他常常抚摸书本，发出“生不逢时，心愿难从”的感叹。

三、 走投无路闯崴子
尽管如此，杨好德是乡邻眼中很有学问的人，十里八村人所共

知。 随着年龄的增长，上门提亲的人不少。 直到他 １９ 岁那年，父亲

为他办了一门亲事，娶辛安村（今属明村镇）的穆姓姑娘为妻。 小两
口恩恩爱爱，为邻里所称道。 婚后不久，妻子就怀了孕，第二年生下

儿子杨延军，取乳名为“周”。

儿子的诞生，给受失学之痛的杨好德带来了欢乐。 虽然家境艰
难，但有了儿子，也就有了希望。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才刚刚作了母

亲的妻子竟一病不起，虽然请医问药进行调治，但终抵不过病痛的

折磨，扔下不满周岁的儿子撒手而去。

求学不能，成婚妻亡，儿子又小。 这连续的打击让年仅 ２０ 岁的

杨好德感到一片天塌了下来。 当时，平度各地闹起了义和团。 外国

侵略势力在对中国进行军事、政治、经济侵略的同时，还进行了一系

列的以传教为中心的文化侵略活动。 最先侵入平度的是法国天主
教派，随后，英、美传教士跟踪而至。 他们在平度建教堂、办医院，在

城厢强买房地。 在以办慈善事业为名的美国教会医院里，他们毫无
人道地残害中国人民。 有些入教青年，特别是妇女，名曰“上天堂”

和“受洗礼”而被活活的害死，成为侵略者医学研究的牺牲品。 这个

秘密后来被美国医院雇用的一个中国老妈妈发现了，美国人的真面
目才被揭穿。 平度人民义愤填膺，纷纷加入“反清复明，扶清灭洋”

的义和团，响亮地喊出“赶走洋鬼子”的口号。 城里和城周围的群众

群起砸毁美国教会医院。

到 １９０１ 年，知州萨承钰谕令城乡民户，赔偿美国教堂医院损
失。 在全平度闹起的义和团，也被山东巡抚袁世凯派来的祝廷琛给

镇压了。 同时，官兵还杀害西北龙王庙习拳童子 ５７ 人。 他们把习

拳童子的头割下，悬挂在城东门，惨相目不忍睹，见者无不落泪。

此情此景让血气方刚的杨好德陷入更加痛苦的境地。 生性活

泼开朗的他变得沉默起来，常常一个人来到村西胶莱河边，望着波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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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粼粼的河水沉思，向长天发问：这是什么世道？ 如此下去，个人出
路何在？ 国家命运何往？ 民族前途何存？
从杨好德记事起，即 １８８８ 年到 １８９９ 年，平度遭受的水、旱、虫、

雹、瘟疫等各种自然灾害不下 ６ 次。 马戈庄同邻近胶莱河其他村一

样，墙倒屋塌，十室九空，蓬蒿满街，田园荒芜。 “看不见孩子跑，听

不到鸡狗叫，兔子成群蛇挡道，锅台上长青草，刺猬在炕头上睡大

觉。”“死逼梁山上关东，走投无路闯崴子。” 枟平度县志枠记载，从那
时起，常有大批贫苦百姓“无所得食率北走关外，近客蓬黄（蓬莱、黄

县）、大连，久之辄落不返”。

一天晚上，杨好德对父亲说：“爹，不能在家里等死，我也要去关
外闯闯！”杨仁健望着儿子，心头一阵悲怆。 他知道儿子是个有出息

的人，如果年景正常，没有这些天灾人祸，儿子一定会不负所望，学

有所成，金榜题名，可现在⋯⋯杨仁健叹了一口气，说：“去吧。 只是

这关山万里，前路渺茫，你一个人出外闯荡，爹不放心啊！”杨好德

说：“爹，您放心，儿子有这把子力气，还怕什么？ 困难再多，也总会

有办法克服，我不会有事的。”杨仁健听儿子这样一说，知道他去意

已定，况且儿子性格倔强，自己想好的事儿别人是无法劝阻的，便无
奈地点了点头。

于是，父亲为儿子准备了一些盘缠，千叮咛万嘱咐，要他路上小
心，兵荒马乱的，自己要学会保护自己。 杨好德说：“兄弟们都能闯

出一条活路，我不信自己会不行！ 爹，您就放心吧！”在这之前，杨好

德几个要好的堂兄堂弟都闯关东去了海参崴，他们捎回信来说，在
那里还能凭力气挣碗饭吃。 正因为这，才使杨好德萌生了到关外谋

生的念头。 就这样，杨好德告别家乡，告别父母兄弟，背起行囊，踏

上了闯关东之路。

１９０１ 年 ３ 月，杨好德风餐露宿，一路上忍饥挨饿，来到了东北繁
华的都市哈尔滨。 这里的春天还很冷，大街上、建筑物上到处都是

脏兮兮的残雪。 穿着单薄的杨好德被料峭的春风吹得打起了哆嗦。

摸摸衣袋，钱已所剩无几，别说去海参崴，就是吃饭都成了问题。 好

在杨好德有着一米八的大个子，身强体壮，一路上虽然吃尽了苦头，

但他找个店铺稍事休息后，体力便渐渐恢复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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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和侵略者签订了枟辛丑条约枠。 １９００
年，沙俄派出大量军队攻占中国的东北三省。 哈尔滨处在日俄的激
烈争夺之下。 在哈尔滨的大街上，触目皆是帝国主义侵略的痕迹。

“四万万人同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从山东乡村走来的杨好德看

到这一切，感到茫然、惶惑。 他真切地感到，这里虽然是中国的国

土，但仍然没有他的立足之地。 他唯一的目标是去海参崴，也许到

那里才能找到求生之路。
但是，腰包里没钱怎么去？ 在店里，他跟店主打听凭力气挣钱

的门路。 店主告诉他，南岗那儿烧窑的多，需要大量的黄土，有许多

出苦力的都去那里推黄土卖钱，你去那儿看看吧。 杨好德按照店主
的指点，一路打听着来到南岗，果然有多家烧砖的大窑，许多穿着破

破烂烂的人推着独轮车来来往往地往指定的场地上运土。 杨好德

跟工地上的工头打听明白了运一车土挣多少钱之后，也加入了运土

的行列。 就这样，他在这里一干就是 １５ 天。 在这 １５ 天的时间里，

他累得浑身像剥了一层皮，来时穿的棉褂子，里里外外全被汗和泥
土糊住。 他挣扎着回到店里，把褂子一脱，数了数挣下的毛票，心里

一阵激动，这下好了，总算挣够了费用，明天就可以起程了。

于是，在哈尔滨料峭的初春天气里，一个不为人注意的山东青

年踏上了闯海参崴之路。



第 章

闯 俄 谋 生

一、华人记账员
１９０１ 年 ４ 月，杨好德来到了海参崴。 海参崴原系中国领土，清

朝属吉林珲春协领辖。 胶东人民所说的“走投无路闯崴子”指的就

是这里。 １８６０ 年（咸丰十年），俄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的枟北京
条约枠，从此该地被沙俄割占，取名为“符拉迪沃斯托克” （意为“控

制东方”），但中国人仍称其“海参崴”。

杨好德到这里之后，找到了住在东底子华人区的族兄弟杨好清

家。 杨好清又惊又喜，几年不见，杨好德出落成了顶天立地的大小

伙子，粗壮的胳膊，魁梧的身躯，黑红的脸膛，浓眉大眼，透着一股淳

朴憨厚劲儿。

杨好清从来到这里之后，就没有回过家，对家乡的情况一无所

知。 两人见面后，杨好德把家乡的情况简单地讲了讲，杨好清一阵

欷歔。 他知道，叔叔杨仁健一向看重自己的大儿子杨好德，节衣缩

食供他念书。 本以为他能金榜题名、光宗耀祖，谁知道，天灾人祸不

断，不但求不成学，还屡遭厄运。 真是世事难料，这么小的年纪就摊

上了这么多难事儿。 他安慰杨好德说：“在这里住下吧 ，你有文化，

又有浑身的力气，不怕挣不来钱。”那天晚上，两人谈到深夜。

“有学问的杨好德来了！”这消息很快传遍了东底子区。 当时，

马戈庄来这里谋生的农民很多，包括杨好德的族亲就有很多家。 大

家纷纷来到杨好清的住处，询问家乡的情况。 杨好德就把家乡这几

年闹水灾、虫灾、兵役、地震以及义和团习武拜神遭镇压的事儿讲

了，又讲了平度人砸了美国教会医院，被清政府勒令赔款的事儿。

大家听后心里都很沉重，也很气愤，有人说：“咱穷人没得好， 老天也

不保佑。”也有人说：“咱中国人在哪儿都受欺侮，在国内如此，在这



第 章　闯俄谋生 ]9　　　　

里也一样！”
杨好德初来乍到，一时还找不到活干，他就每天和杨好清到干

活的地方转悠，对这里的情况多少有了点儿了解。 不久，杨好清给

杨好德介绍了一份工作，到一家小工厂当工人。

杨好德不但干活很卖力，还显示出与其他工人不同的优势———

识文断字。 这一点很得老板的赏识。 因为这里华工很多，但要找一

个能记账的人很不容易。 所以，杨好德上工不久，就当上了华工的
记账员。

都是炎黄子孙，来自同一个国家。 虽然乡音不同，但说的都是

中国话，很容易沟通。 华工们很喜欢这位稳重厚道的小兄弟。 来这
里谋生的大多都是在国内走投无路的受苦人，目不识丁，有的连自

己的名字都不会写。 杨好德就对他们说：“没有文化不行，不识字就

更容易受欺侮！”华工们说：“你说得对极了。 那你就当我们的先生

吧，我们跟你学认字。”杨好德向来乐于助人，非常愿意教他们识字、

读书。 从那以后，每到晚上，华工们就聚集到工人宿舍，跟杨好德学

文化。

除了华工，厂里都是俄国人。 时间长了，杨好德和他们也熟络
起来。 大家在一起交流的时候，有些懂俄语的华工就给杨好德当翻

译。 随着时间的推移，杨好德感到，在这个地界上，不懂俄语不行。
不懂俄语就好比盲人瞎马，让他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很多尴尬事儿，

也闹了很多笑话。 杨好德生性好学，他觉得这样下去不行，要想在

这里长期住下去，非学会俄语不可。 于是，他有意识地接触俄工，同
他们交朋友。 俄国人大多都性情耿直、豪爽，同杨好德在一起很投

缘；杨好德也是直肠子，说话直来直去，不会拐弯儿，许多俄国人成

了他最要好的朋友。 以后，杨好德每天都腾出一些时间跟俄工学俄

语。 几年过去了，他在工人中成了最受欢迎的人物———既懂俄语又
懂汉语。 无论是中国人还是俄国人，都有求助杨好德的时候，不论

是谁，他都是有求必应，从不推辞。

当记账员久了，杨好德总是弄不明白这样一个问题：同样做工，

俄国人就比中国人挣钱多。 闲下来的时候，大家在一起也议论这事

儿，说来说去，谁也弄不明白。 有人说：“咱是中国人嘛！” “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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咋了，中国人也是人，就该比他们俄国人低一头吗？”看着这些衣衫
褴褛、瘦骨嶙峋为生活所迫背井离乡来此卖命的同胞们，杨好德心
里就翻腾着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儿。 按说，中国人和俄国人相比，

无论是修路架桥，还是开矿种地，都是一样出工，一样出大力、流大

汗，甚至在某些方面比俄国人还要干得多、干得巧，可为啥俄国人就

比中国人挣得多？ 这些问题困扰着杨好德。 他在给人记账的时候，

总是碰上这个问题，心里涌起的是愤怒、困惑，还有不平。 那个期
间，他听说西伯利亚正在闹革命，有个叫列宁的人领导穷人要推翻

这个不合理的社会。 他决定去闯一闯，弄明白一些道理。

二、千里拓荒求真理
１９０８ 年初春的一天，在海参崴至西伯利亚坎坷不平的路上，走

着一位身背行李卷儿、打着绑腿的中国青年。

这里气候寒冷，虽然是初春天气，但气温仍然在零下 ２０ 度左

右。 一路上时而漫天飞雪，时而狂风大作。 沿途荒无人烟，满目冰

天雪地。 口干了，抓一把雪塞进嘴里解解渴；饿了，啃一口冻“咧巴”

（面包）充充饥。 无论天气怎样恶劣，都没能阻挡这位青年前进的脚
步。 他就是杨好德。

杨好德从俄国人那里听说西伯利亚的穷人正闹革命，于是结束
了在海参崴 ８ 年的打工生涯，只身 １ 人千里迢迢来到西伯利亚。

俄国的西伯利亚地区是一个矿区集中的地方，顿巴斯、库兹巴

斯等较大的煤矿都在这里。 杨好德初到西伯利亚，就在顿巴斯当煤
矿工人。 凭着自己一身的胆识和既会中文又会俄语的优势，他很快

就和这里的矿工们熟悉起来。

帝俄时期，流入俄国的华侨劳力达二三十万之众。 可是，无论

是在海参崴，还是在西伯利亚，做开矿、修路、装卸等笨重劳动的华
工都比做同样工作的俄国人挣得少。 就拿修路来说，俄国工人日工

资是 １ 卢布零 ２０ 戈比，而华工只得 ８０ 戈比。 也就是说，俄国人日

工资是一元二角，华工却只得八角，每个华工日工资比俄国人要少

挣四角钱。 煤矿工人所受的剥削，较修路工人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

到底是为什么？ 为了弄明白这其中的原因，杨好德在矿上和矿工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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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谈，到筑路工地上找工人们交心，到码头上感受工人的沉重叹息。
工人为什么受资本家的欺压盘剥？ 华工的生活为什么比俄国

工人更苦？ 这些问题在杨好德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他边做工边学

习俄语，力求通过研读俄文书籍探寻革命道理。 在此期间，无论是

中国工人还是俄国工人，都认识了这位有学问为人厚道的杨好德。

在继续学习俄文的同时，他还为不少俄国工人讲解汉语。 在这里，

他逐渐了解了俄国工人的贫苦生活，虽然他们比华工挣得多一些，
但同样受资本家的剥削。 天下穷人是一家。 沙皇的统治使俄国的

劳苦大众同样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杨好德为这些工人鸣不平，常

常因为哪个工人没有受到公正的待遇而和资本家理论。 他正义的
言行被这里做秘密工作的布尔什维克党人看在眼里，他们给杨好德

讲解什么是无产阶级、什么是资产阶级、什么是阶级压迫和民族压

迫。 这使杨好德开始悟出这样一个道理：中国工人所以遭受额外剥

削，根本原因就是中国贫穷落后。 要改变这种状况，中国非强大起

来不可！ 否则，这种由民族压迫而形成的社会伤痕，要去掉是很不

容易的。

西伯利亚多有木屋，工人们住在这种用木头搭起的工棚里。 举
目四望，一片苍茫的漫无边际的平原。 由于已经是夏季，雨天较多，

在鹅毛细雨中，平原变得青绿，贝加尔湖像一片辽阔的大海镶嵌在
这里。

尽管天气不好，可工人们还得坚持冒雨作业，无论是装卸工人

还是筑路工人，他们被资本家雇佣的工头驱赶着、吆喝着，雨淋得他
们浑身上下透湿，年纪轻的凭着体力还显不出太劳乏，年纪大的腰

身渐渐地佝偻下去，显出特别的疲累和有气无力。

夜晚，工人们回到各自居住的工棚里。 吃过饭后，人们才有力

气说起一日间所受的委屈，那口气、音调，都是咒骂与不平。 一天晚
上，布尔什维克党人秘密召集工人代表开会，杨好德也被邀请参加。

那是他第一次参加有组织的会议，心中充满新奇神秘的感觉。 会议

结束以后，有人带头唱起了枟国际歌枠，那低沉、悲壮、激昂的曲调一

下子抓住了他的心，感觉周身的热血在往上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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