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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话》指出： “要坚持进行爱国主义、集

想和共产主义理想的教育，进行近代

情教育，增强民族自尊，自强的精神，

平等、团结、友爱，互助的社会主义新

使社会主义思想道德蔚然成风。”

为响应和贯彻党中央的号召，《西南少数民族人物志》

特选编了西南地区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突出贡

南爰-的邓恩铭，赵世炎等l l位少数民族优秀共产党员的侍记，

作为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理

想教育的教材。借以激发人民的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的热

情，激励全国各族人民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

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而艰苦奋斗!同时，有利于进一步增强

民族大团结，也为教学科研工作提供一些参考资料。

本书的编辑出版，得到四川省民委、西南民族学院、四

lil民族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和帮助，本书的撰写，得到有关亲

一 妻



属、有美部门的合作与支持，并参考了一些同志的论著，i童

里统致谢意! ．

’． 此书编撰，因搜集资料较困难。理论，政策性很强，编

撰者经验不足．水平有限．故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恳请同

志们批评指正． +

I

。}

《西南少数民族人物志》

主编 巴胡母本

副主编刘德仁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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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邓恩铭
●

i’

郑淑芳 刘德昌

：’
‘

’

． 一． ，

●

。

邓恩铭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是党的。一大”唯

一的少数民族代表。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
●

愤世忧国志在苍生

。 邓恩铭，原名邓恩明，又名邓建勋，字仲尧。参加革命

后，曾用化名：．笔名有：黄仲云，廖贵松，丁佑铭、又铭，

又民等．1901年1月5日，出生于贵州荔波县水堡寨(又名

水浦寨)水族的一贫苦农民家庭，．祖父邓锦庭，祖母韦氏；

父亲邓国琮(又名邓福臣)，母亲黄氏： ．。

j

’f‘邓恩铭的童年和少年时代，都是在贵州老家度过的。那

对的贵州i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非常复杂．尖锐．对各族

人民来说，简直是一座黑暗、腐败、灾难深重的民族大监

狱：，建，．。、!一一≯’ ．。一、．，一。‘i’，j、，’一_．i

：·⋯邓恩铭目幼即承受着生活的压力，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
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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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如放牛，打柴，挑担赶场⋯⋯，并同情爱护穷人．幼

年时，祖母韦氏，经常教邓恩铭唱一些富于教育意义的民

歌，并常给他讲清朝成(丰)，同(治)年间，水族农民革

命领袖潘新简的故事．

邓恩铭的父母为摆脱沉重的贫困枷锁，盼子求学成名，

改换门庭，在邓恩铭四岁时，就请当地颇有名望的布依族知

识分子蒙且初先生，给邓思铭“发蒙”授业。

基于这样的家庭，环境及社会影响，邓恩铭少时就有

着勤劳、好学、爱穷人，仇恨官僚地主：崇拜革命英雄等优

良品德。邓恩铭随着年龄的增长，知识的拓宽，对世道与人

生的探索愈来愈深入，世界观与人生观也日趋明朗。

1912年，当局在荔波县桂花书院建立第一所高等小学，

邓恩铭随祖父进县城就学。这所新办的六年制完全小学，比

乡村私塾进步得多。共和国颁行的教科书，开宗明义的表明

培养学生之目的是： 。注意自由平等之精神，守法合群之德

义，以养成共和国民之人格，启发国民之爱国心，养成独立

自营之能力。” ：～。
。

．；
．，

‘在校学习期间．，邓恩铭以成绩优异，品德堪表，深受博

学多才，思想进步的高梓仲，高东新老师的赏识．在这些良

师的精心哺育下，邓恩铭学到了很多的文化科学知识，培养了

爱国爱民的高尚思想品德。师生之间志同道合，经常谈古论

冷，论学术，议时政，兴致勃勃，久而忘倦。 o ’

这时期，邓恩铭仍不忘参加劳动和进行社会调查．他时

常抽空跟随父亲走乡串寨，行医卖药．广泛地接近各族劳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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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考察，体验他们所过的悲惨生活，并编写民谣，如邓

恩铭填进新词的水家民谣。 一
．

’

●

’ 一

。

．

，

’种田之人吃不饱， ． 一

纺纱之人穿不好． ，

‘

坐轿之人唱高调，
’

j‘抬轿之人满地跑。。 ， ． I，

～● 十

P

1915年，荔波追随全国的反帝反封建浪潮，掀起了反对

袁世凯复辟帝制，同日本签订卖国条约“二十·条”的反帝

爱国运动。邓恩铭怀着满腔的怒火投入战斗，进行街头宣

传，并积极参加抵制171货。

1917年，邓恩铭上小学六年级。随着年岁的增长，眼界

的开阔，．知识的积累，他对人生的志向考虑得多了，国家民

族的兴亡责任感更重了。他曾想从幼年崇拜的民族英雄岳

飞，文天祥、秋瑾⋯till 生的伟绩中觅出一条可行的道路；

也曾想借鉴“闯王”之业改天换地。邓恩铭思想几经反复，

因近代民主思想的影响，。选择了。读书救国”一途．但因家

庭经济愈加贫困，小学毕业无法继续升学，失学之苦迫在眉

踺。在绝望之余邓恩铭向在山东做官的二叔黄泽沛发信求

援。黄泽沛阅后，认为邓恩铭勤奋好学，有志气，可为邓家

。光耀门庭。，同意邓恩铭到济南求学深造。
～

，，
．

’

邓恩铭自以报国有门，精神焕发．告别家乡父老赋诗述

志，一其代表著如l，
’

。：： ．，』j：‘，：_+．?

^
●

”

3
-

‘

．
。

一

≈

。．



南雁北飞，

志在苍生，

生不足惜，

头颅热血，

去不恩归，

不顾安危．

死不足悲，

不朽永垂．

邓恩铭自贵州荔波县出发，辗转周折，于1917年9月蓟

，达山东济南。他以“侄少爷”黄伯云之名居堂叔黄泽沛家，

发奋苦读，常废寝忘食，通宵达旦；每当困盹难忘时，即以

救国之志向家乡父老亲朋所许：．。学业不成誓不还”自警tl

励1 1918年秋季，邓恩铭以出类拔萃的好成绩，考上了山东

省著名的济南第一中学。该校师资力量强，藏书丰富，学习

风气浓，，新的文化科学知识信息灵通，且传播亦较广泛。此

后他终日追逐于浩翰的知识海洋，深信读书可以使自己灾难

深重的民族和祖国。自强”。：?自立”，读书救国是一剂洽

世良方。不久；平地一声惊雷l终于使他猛省：，读书救

国”此路不通! ．‘。‘
j 一

’

、+

． 投身“五四"反帝反封建的激流 ?，

：o‘、卜 ，1 i ：一 ：二．?、、”．{

+一

．

1915年9月《新青年》杂志的创刊，。标志着中国新文化

运动的兴起。．-I,9．17午lIB(俄历lo月)7日?俄国十月革命

开辟了历史的新纪元，对中国革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7使中：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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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先进分予见到了自己民族解放的曙光，马克总主义开始

i：在中国传播。：一 。：j一 ‘．、-I．’‘一j

一 邓恩铭一直关注国内外时局的发展。自1919年春天，他

，、。就开始阅读研究《北京大学月刊》．《新青年》、《新潮》

一等进步刊物，从中了解国内外的政治动向，吸取新思想、新

玻化；并将自己学习的心得体会向同学们宣传介绍。当时他
同全国人民■样，非常关切众所瞩目的。巴黎和会”：4月

：20日，中国代表提出归还我国主权的正当要求遭到帝国主义

列强拒绝．消息传来，深负切肤之痛的山东各界民众，就纷

’纷举行各种集会请愿．严正提出： “收回青岛”， 。收回山

j东”，。废除二十一条条约”，“严惩国贼”等要求。邓恩铭

也在学生中大声疾呼： “我国的领土如果有一尺一寸的损

哭，都是我们的奇耻大辱；”，， 一j ‘：，

，1919年5月4日，首都北京爆发的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

t建爱国运动，象一股强劲的东风，把山东的反帝反封建斗争

．j推向了高潮：邓恩铭等济南一中的学生，突破当局的封锁，

较早获得北京反帝爱国斗争的消总，邓恩铭因积极热情投身

：这一爱国运动，宣传组织能力强，深得同学们的拥护和爱

一截，被大家推选为省立济南一中学生自治会的负责人兼出版

部长。， ，，
． ，一 一一．．’|，。。乞4

‘， ，’。

1。一。5月7日．，是袁世凯接受目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二十

‘_条条约的“国耻日”。一山东各界代表在济南召开以学界为

一主，．纪念。国耻日”，的大会。邓恩铭率领济南一中同学准时

．赴会．并登台演讲，声泪俱下，．十分感人．他还号召济南各
-

5



界同胞，罢课．罢市．抵制日货!与会者群情激愤l 。

5月9日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不屈于北洋政府盼

高压而“挂印出走”，北京爱国学生运动再次高涨．为支援

北京爱国学生的斗争，邓恩铭又率领济南一中学生参加了全

市各校学生的联合大会．一致要求北洋政府释放被捕的爱图

学生，严惩卖国贼。大会结束后，邓恩铭等学界领袖带领学

生示威游行，并在人群聚集的街头发表了激奋人心的演说。

为响应北京学联提出的：，。力争主权宣言”l邓恩铭根

．据济南学生联合会决定5月20日总罢课的这一决议，再次发

动济南一中学生。于5月20日全体罢课，并亲自带领同学们
’

参加全市学生的集会，然后他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头，高呼爱

国的口号，，向反动派示威。 。．

六月七日，济南学生和工商界人士决定总体作战，从6

月10日开始全市罢课、罢市、罢工，并向当局提出了四项

严正要求。山东督军张树元和省长沈铭昌与帝国主义串通一

气，百般阻扰，加派军警包围学校，严禁学生外出。6，JllO

日黎明，邓恩铭带领济南一中学生，勇敢地冲破了反动军警

的封锁，一一齐向日本人集中的商埠一带进发。他们怀着满腔的

悲愤，恳切地劝说商界同胞响应罢市、抵制日货，反对反动

当局的无理干涉。众多的市民都被学生们的爱国热情所感
一 动，，纷纷行动起来投入反帝爱国斗争的洪流．接着，邓恩铬

领着济南一中同学汇合其他的请愿队伍，齐向山东督军和省

长请愿，迫使他们答应向北京政府代达山东各界提出的收匾

主权、严惩国贼等四项要求。一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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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2 1日，邓恩铭又带领本校同学与济南其他学校学生

：一道，捣毁了反动派的喉舌《昌言报》。8月3日，邓恩铭

又与其他爱国志士一道，结队去督军署请愿，进一步在山东

开展抵制日货的斗争。继之，又参加了反对反动军阀马良的

斗争。

邓恩铭积极投身。五四”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激流，历经

一系列斗争的实践，使他对中国社会严酷的现实已有一个比

较清楚的认识，深深体会到：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封建军阀

韵野蛮统治下，靠读书“自强”、“自立。、“救国”是绝

对不可能的。 ．
、

’

学习马克思主义改变世界观

邓恩铭投身“五四”反帝爱国运动，曾被推选为山东学

生代表，前往北京和天津学习，取经。他与北方早期的马克
～ 思主义者建立了联系，除向他们请教反帝反封建斗争的经验

外，并在思想上受到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熏陶．尤其是李大铡

先生在北京组织马克恩主义研究会后．派人到济南传播马克

思主义，对邓恩铭、王尽美等接受马克思主义，促进世界观

韵转变起着很大的作用．邓恩铭一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就

认为它是指导中国的好思想，进而锲而不舍．深入学习研

讨，理论联系实际，认真地领会其精神实质，逐步改变世界

观．1．． ；⋯，：⋯一⋯：，：。． ⋯，，●



。邓恩铭与王尽美为唤醒民众，．组织民众，走俄国十月革

命的道路，决定效法北京的“少年中国学会”和天津的“觉

悟社”，在济南建立一个进步的学术团体一“励新学会”。’
经他们努力奔走，联络了王翔千等育英中学、济南一师，济

南一中．工业专科学校、商业专科学校等追求进步的同学50

人。1919年11月21日下午，他们汇聚公园大厅，宣布成立

。励新学会’。该学会的倡导者王尽美，邓恩铭，被大家推

选为“励新学会”的主要领导人。作为“五四”运动后l【j东

地区学习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主的新文化运动主要进步社

团， “励新学会”对推动全省新文化运动起了非常重要的作

用。 ．

“励新学会”经常集会，组织会员学习讨论新文化，新

思想，并评论时政。邓恩铭每会必到，到必发言。他坦率地谈

自己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心得体会；热情歌颂俄国十月革命；

竭力抨击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军阀的残暴统治；对天下劳

苦大众悲惨的遭遇寄以深切的同情。‘“励新学会”除积极向

青年推荐，发行《新青年》杂志外，还出版了《励新》半月

刊；王尽美任会刊的主编。邓恩铭是《励新》的主要撰稿

入一一o√￡_’。，：-v： ．

一j，I、j。。‘+。

’{

。

．． 经过一段时间，‘由于会员们阶级立场与政治追求的不

同，．以及各种社会思潮的影响，不可避免地产生分化：有的

信仰三民主义，有的信仰无政府主义，’而邓恩铭，王尽美。、

至翔丰等则坚信茑壳总翔争圭艾_ii‘；·¨^一'‘j 5‘：‘4‘

1920年4月，共产国际派遣魏金斯基等人来中国，与申
，，

‘1

&
’



；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等联系：魏金斯基L行先蓟北

；京，继赴上海。途经山东济南时，魏金斯基等通过翻译杨明

斋，对邓恩铭、王尽美、王翔千等，有关深入学习、传播马

克思列宁主义的问题，曾给予热情的关怀和有益的指导。随

即邓恩铭与王尽美、王翔千等接受共产国际的意见，并吸取

了中国其它地区的好经验，积极筹建。马克思学说”研究

会。 。

，

1920年9月，王尽美，邓恩铭和王翔千，．王辩(黄秀

珍)、王纯嘏．王志坚，方鸿俊：、马馥塘、贾石亭(贾乃

甫)，段子涵．明少华、王全(王复元)等!o余人，在济南

贡院墙根街(今济南全胜街28号)济南教育会，一宣布成立了

t。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研究会成员平时自己阅读马克思列

宁主义著作，每周星期六集中进行讨论。随后，北京共产主

义小组领导人李大铡派出了《劳动者》编辑陈为人，到山东

济南与王尽美、邓恩铭等联系。陈为人参加了济南4马克思

学说研究会”的几次集会，介绍了北京地区马克思列宁主义

传播的情况。王尽美、邓恩铭也介绍了济南。马克思学说研

究会”深入研讨并大办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批判无政府主

义等活动情况．。陈为人对济南。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作法

十分赞赏。最后陈为人还同王尽美，邓恩铭商谈了效法上

海．北京等地建立山东共产主义小组的问题≯，㈠-j。．．

这时期邓恩铭认真钻研马列著作，联系中国的实际，探

一索救国救民的良策。‘1920年10月10雕?邓恩铭在济南-中校

报《灾民号》专刊上发丧了《伏良的我见》o文¨号召灾民

9：



。娄有彻底的觉悟～，积极行动“揭露豺狼似的军阔-官。

僚、政客、资本家，否则没有穷人过的日子!”同年12月15

目，邓恩铭在《励新》半月刊第一卷第一期上发表了《改造

社会的批评》_文。文章指出： “中国是一个古老专制的国

家，阶级不平等，贫富不平等，男女不平等”。在“五四”

运动后的今天，受压迫的阶级、贫苦入，妇女，都应该积极

行动起来，对这种社会进行改造。1921年1月15日，邓恩铭

在《励新》半月刊第三期《山东教育号》发表了《济南女校

概况》一文。文章以犀利的笔锋揭露了中国女子教育的种种

弊端，主张女性解放。摆脱旧礼教、旧教育对妇女的束缚．’

．中共‘‘一大’’代表
‘

-

。

+

。

，， j

俄国十月革命给中国传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五。

四”运动的爆发进一步为党的建立在思想上、干部上作了准．

备：．接着，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又先后派人来中国，帮助筹

建中国共产党：’与此同时，；中国÷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

的革命知识分子，。通过学习马克思列宁生义和参加革命实7

践，深刻地认识到；要从根本上改造中国社会；+必须以俄为．一

师，建立如布尔什维克党那样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

党。 ·’

’

。： 。一一．一
’

：‘．”．
．

1921年3月，山东警察厅以超越学术范围，鼓吹、。过激一

j鼠想”，的罪名i，勒令解傲了挠南1岛克思学说研究会。．，t速，；

l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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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

j 时邓恩铭同壬尽美、鲁伯峻，以及另外的三位女青年，组建

{ 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随即由王尽美，邓恩铭与上海共产

主义小组取得联系后，组建了济南共产主义小组。济南小组

的主要活动，一是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除原办的《励新》

杂志外，又出版了《济南劳动周刊》；二是接触工人，帮助

建立工会组织，派人到济南大槐树机车工厂帮助工人组织俱

乐部。

， 192 1年4月，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派马林和尼科洛夫斯

基来中国，与上海中国共产党发起组联系，建议尽快召开全

， 国代表大会，成：、2中国共产党。党的发起组研究后，向各地

共产主义小组发出了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的通知。
。

’

、 ．山东济南的共产主义小组收到通知后，按照通知的要

求，推举王尽美，邓恩铭二人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

大会的代表，于同年7月赴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

全国代表大会。 ．

， 192 1年7月23至罨l醒矗，中国共亲党第百次全．国代表大

会；在上海召开。’毛泽泰故萎必武，。陈潭秋泳何叔衡，：，王尽

美．邓恩铭、李达．李汉俊、包惠僧器刘仁静￡!．张国焘ij陈

： 公博、周佛海13人，代表全国50多名党撮出席了这次会议。

。。；一 邓恩铭是与会代表中最年轻的一个，’也是中国少数民族

有幸参加这一光荣历史盛会的唯一代表，代表中国50多审少

数民族，共同缔造了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

：。，?中共。一大”主要是讨论制定党的纲领提出党的任务和

选举产生党的领导班子．邓恩铭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列宁的建

．

· l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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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原贝|J，与多数代表立遣向二切错误的倾向进行弩坚决的年

争。当会议的最后_天转移到嘉兴南湖游船上进行时．南渤

风景如画游人甚多。为转移游客们的视听，邓恩铭爱机·-

动，顺手操起胡琴引吭唱起了京剧《秦琼卖马》以掩护会议

的顺利进行。j
‘

，|^。，⋯o’
t ，}、。‘：一、

i。邓恩名参加党的“一大”，见到平时只阉其名两十分敬

慕的革命家，趁此良机虚心向他们清教，认真听取了他们学

习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及与工人棚结合．发动群众和建党

的经验。他和王尽美一道在会上汇报了济南共产主义小组的

话动情况。此外，他还抓紧一切时间，如饥似渴地阍读在济

南不易见到的马列著作和革命书刊。’弥补自己在理论修养和

+1知识上的不足j参加这次大会的代表，对这位成心好学，，

年轻活泼的山东代表都十分喜欢，’ 卜‘。-
。。

， 中共9一大”，结束后，邓恩铭和主尽美返还济南，立即

按照党中央的决定筹建山东地区党的组织。中央还委派了陈

为人同志到山东帮助建党。’经过紧张的筹备，正式成立了中

共中央直属山东区支部。支部有党员10余人；由王尽美任支

部书记，邓恩铭任支部委员：．．i、 s 、一．
。： ：。

中共山东区支部建立后，遵照党中央的指示，·积极歼展

了党的宣传、；组织工作和职工运动。在王尽美、邓恩铭的领

导和带头工作卞．，党员们很快在工厂：学校，‘’印刷业，。理发

业中打开了局面。．如：党支部领导济南理发业工人争取提高

工资的罢工斗争取得胜利；建党工作沿胶济铁路两旁的工

．矿。学校发展，+深入；并逐渐地向两旁的农村发展。。、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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