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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济南市五龙潭公园的东南角，

有一个济南 72 名泉中喷涌水位最高的

泉——月牙泉。

泉畔西邻一座两层旧式小楼，门

牌上写着“东流水街 105 号”，字迹已模

糊不清。门匾上“中共山东省委秘书

处旧址”提醒着人们，这里曾是点燃山

东 革 命 燎 原 之 火 的 地 方 。 1925 年 至

1927 年，中共山东省领导机关曾在此

处秘密办公。

顺着公园内的路标指示，记者来

到月牙泉。只见泉水欢腾，咕咕从石

中涌出，顺势叠瀑而下，形成月牙飞瀑

的景观。池水清澈见底，艳丽的锦鲤

悠闲地游来游去。泉池的北岸有一块

大石头，上面刻着“东流水街旧址”的

字样。一座前后两进的小楼便呈现在

眼前，灰砖青瓦红墙，玻璃门窗。由东

门走进楼里，可见一处院子，院子的

东、西、南三面皆有二层楼，小院的北

面是长廊。顺东侧楼外的石梯拾阶而

上，可见墙壁黑色花岗岩上刻着“中共

山东省领导机关旧址 1925—1927”，这

里 1977 年被定为山东省级第一批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

山东省党史馆馆长王音介绍，中

共一大代表、山东党组织创始人王尽

美和邓恩铭曾在这里从事革命活动。

山东早期共产党员鲁伯峻等人曾在这

里入党宣誓。1925 年前后，中共中央

派任弼时、邓中夏、关向应等来山东

视察工作，也曾在此居住。“1985 年辟

建五龙潭公园时，拆除了周围民居，

保留此二层小楼，并维持当时面貌。”

王音说。

登上石梯，推门而入，屋子一共有

八九平方米，分成两间。外间的玻璃

展台上摆 放 着 两 个 饭 盒 。 一 个 是 王

尽美当年在此工作时用过的，另外一

个 是 邓 恩 铭 入 狱 时 使 用 的 ，都 是 原

物。此外，展品中还有当时在济南广

为传播的进步书刊。“屋内的格局、布

置都是原来的样子，没有改变过。”王

音介绍。屋内是木地板，由于时间太

久，已经变得非常脆弱，所以并不对

外开放。

据五龙潭景区工作人员介绍，这

个院子现在叫做尽园，是为了纪念王

尽 美 同 志 而 命 名 的 。 西 边 接 长 廊 的

仿古亭子，是立在古温泉水中的美铭

亭 (取 王 尽 美、邓 恩 铭 名 字 中 的“美 ”

“铭”二字)。

为什么当年王尽美、邓恩铭等早

期 共 产 党 员 选 择 在 东 流 水 街 办 公 ？

对此，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这

里地处城门之外，且街巷错综复杂，

易 于 行 动 且 便 于 隐 蔽 。 另 外 一 种 说

法 是 ，东 流 水 街 ，泉 清 水 净 ，交 通 方

便，环境优美，为生产提供了得天独

厚 的 条 件 。 这 里 是 济 南 近 代 民 族 资

本主义工业的发祥地，阿胶、染织、造

纸、电力、面粉等行业最早的生产厂

家 都 设 在 这 条 街 上 。 在 这 些 民 族 工

业的工厂里有大批的产业工人，而这

些 工 人 正 是 我 党 早 期 开 展 运 动 的 主

力军，所以我党选择在这里办公。

中共济南党组织成立之后，把组

织 工 人 运 动 当 作 一 项 重 要 工 作 。 深

入 到 工 厂 ，进 行 宣 传 、教 育 活 动 。

1922 年 ，王 尽 美 主 编的《山东劳动周

刊》创刊，号召工人团结起来，为争取

自己的利益而斗争。1924 年在丰年面

粉厂开展秘密活动，成立工会。1925

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工人自愿节

衣缩食支援上海阶级兄弟。同时开展

向资本家要求增加工资、减少工时的

斗争。选定在东流水街 105 号赵树堂

阿胶庄楼上作 为 办 公 地 点 。 为 避 免

引起注意，王尽美、邓恩铭二人分别

以 小 学 教 师 和 商 人 的 身 份 进 出 这 座

小楼，他们草拟文稿、油印报刊，秘密

进行革命工作。

1925 年，王尽美因病逝世。1927

年下半年，邓恩铭回到山东任中共山

东 省 委 书 记 ，经 常 在 这 座 小 楼 里 办

公、开会，并与全省各地的党组织保

持秘密联系，推动全省革命工作的开

展。

在省委机关旧址北侧，鲜花松柏

间 矗 立 着 王 尽 美 和 邓 恩 铭 的 雕 像 。

1991 年，省委机关旧址南侧，建立了

中共山东省党史陈列馆，馆名由老一

辈革命家彭真题写。如今，这座小楼

与雕像、党史馆三位一体，成为山东

省 和 济 南 市 首 批 爱 国 主 义 教 育 基 地

及党员教育基地。

东 流 水 街 已 随 着 五 龙 潭 公 园 的

建设不复存 在 ，只 有 泉 畔 的 二 层 老

楼 和 烈 士 的 遗 物 ，成 为 古 街 和 那 段

红 色 历 史 的 见 证 。 在 那 段 阴 霾 的 岁

月，这座小楼的灯光犹如灯塔，给山

东 人 民 指 明 了 前 进 的 方 向 ，对 济 南

及 山 东 的 历 史 产 生 了 重 大 而 深 远 的

影响。

19211921年年，，中共一大召开中共一大召开，，党的先躯者在浙江嘉兴南湖点燃了共产主义火炬党的先躯者在浙江嘉兴南湖点燃了共产主义火炬。。这其中包括两名山东的党代表这其中包括两名山东的党代表———王尽美和邓恩铭—王尽美和邓恩铭。。济济

南是全国最早建立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地区之一南是全国最早建立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地区之一，，是山东共产党组织的发祥地是山东共产党组织的发祥地。。19211921 年春年春，，王尽美王尽美、、邓恩铭等人创建了济南共产主义小邓恩铭等人创建了济南共产主义小

组组。。两人对于山东共产党组织创建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两人对于山东共产党组织创建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早期共产党人的探索之路早期共产党人的探索之路，，对当下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对当下党的群众路线教育

实践活动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实践活动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山东一大代表王尽美、邓恩铭的革命往事
在济南五龙潭公园，苍翠的柏树之中矗立着中国共产党创始

人、中共一大代表、山东党组织最早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王尽美、邓恩

铭二人的雕像。“四十年前会上逢，南湖舟泛语从容。济南名士知多

少，君与恩铭不老松。”1961年，董必武同志南下途经济南时写下这

首《忆王尽美同志》。至今，来景区游览的人都会来此瞻仰。

王 尽 美 ，原 名 瑞 俊 ，又 名 烬 美 、烬

梅，字灼斋。1898 年，出生在诸城县、莒

县、日照三县交界处的北杏村。他家境

贫寒，长大懂事后，曾问母亲：“这个世

道为什么不平等？”王尽美幼年在地主

家陪读，后于诸城县枳沟高小毕业。他

勤奋好学，酷爱进步书刊，关心国家大

事，很早就萌发了民主主义与救国救民

的思想。1918 年考入山东省立第一师

范学校。

邓恩铭，又名恩明，字仲尧，贵州荔

波人，水族，1901 年出生在一个贫寒的

家 庭 。 6 岁 时 ，他 入 私 塾 读 书 。 1911

年，进入荔波县模范高等小学堂读书。

高小快毕业时，邓恩铭家里的日子愈发

艰难，他无法继续读书。困窘之时，在

老 师 高 煌 的 帮 助 下 来 到 山 东 济 南 求

学。1918 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取山东

省立一中。

1919 年 五 四 运 动 爆 发 ，山 东 各 界

积极响应，为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行

为 ，取 消 日 本 强 加 给 中 国 的“ 二 十 一

条”，王尽美走出书斋，积极联络济南

其他学校的学生，建立反日爱国组织，

成为当时山东学生界杰出的领袖。

山东 地 处 京 、沪 交 通 要 冲 ，新 文

化 运 动 的 思 潮 通 过 各 种 渠 道 传 播 到

齐鲁大地。五四运动以后，由进步知

识 分 子 王 乐 平 等 在 济 南 府 前 大 街 创

办 的 齐 鲁 通 讯 社 及 售 书 部 ，与 上 海 、

北京、广州等地的进步团体和出版界

建立了密切的联系，经销全国各地出

版发行的书刊。王尽美、邓恩铭等学

生 领 袖 常 到 售 书 部 并 一 起 参 加 了

“ 齐 鲁 书 社 ”的 活 动 。 他 们 以 书 社

为 据 点 ，联 络 各 方 面 的 知 识 分 子 和

青 年 学 生 ，宣 传 和 介 绍 马 克 思 主 义

的读物。

出身贫寒 向往光明

1920 年 9 月，王尽美、邓恩铭和济南

育英中学进步教师王翔千在济南成立

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和北京马克思

学 说 研 究 会 负 责 人 李 大 钊 建 立 了 联

系。同年 11 月，发起组织“励新学会”，

创办《励新》半月刊，以“研究学理，促进

文化”为宗旨，不断开展各种学术活动，

宣 传 新 文 化 、新 思 想 ，传 播 马 克 思 主

中共一大召开前后的很长一段时

间，党的主要任务就是向广大群众宣传

马克思主义。王尽美和邓恩铭把这一

时期的宣传工作搞得有声有色。

在王尽美短暂而又光辉的一生中,他

不断创办进步报刊,撰写文章,探索和传

播革命思想。1920 年 11 月,王尽美联络

邓恩铭等人，组建了进步学术团体——

励新会，并出版《励新》半月刊，由王尽

美任编辑主任。1922 年 7 月，王尽美创

办了《山东劳动周刊》，这是中国劳动组

合书记部山东支部的机关刊物，由他亲

自担任主编。1923 年之后，他又参与主

办了《晨钟报》、《现代青年》、《十日》等

报刊。在这些报刊中，他亲自撰写了许

多重要文章和社论。他的文章论理正

确深刻,文笔生动清新，严厉揭露了黑暗

势力的各种罪行及其伪善面目，唤醒了

沉睡的人民群众，极大鼓舞了工人阶级

和广大劳动群众同反动派进行殊死斗

争的勇气。

文 献 记 载 ，王 、邓 两 人 都 多 才 多

艺。除了写一手 好 文 章 ，王 尽 美 还 是

一位作歌谱曲的能手，为了宣传革命

道 理 ，教 育 人 民 群 众 ，王 尽 美 编 写 了

适 合 不 同 阶 级 的 歌 谣 。 当 时 在 工 人

群 众 中 流 传 着 这 样 一 首 歌 谣 ：“ 工 人

白劳动，厂主吸血虫；工人无政权，世

道 太 不 公 ；工 人 站 起 来 ，革 命 打 先

锋 。”他 为 农 民 群 众 编 写 的 歌 谣 是 ：

“ 穷 汉 白 劳 动,财 主 寄 生 虫 ；贫 穷 并 非

命，世道太不公；农民擦亮眼，革命天

才 明!”这 些 歌 谣 思 想 明 确 ，道 理 深 入

浅出，文字通俗易懂，朗朗上口，在群

众中流传颇广，发挥了有利的宣传作

用。在宣传革命时，邓恩铭用漫画为

一大归来 建立组织

以笔为火 启发民智

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东流水街105号与早期山东革命
本报驻山东记者 宁昊然

追求真理 一生为民

义。1921 年春天，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

即济南共产主义小组成立，济南共产主

义小组也就成了中国共产党 8 个早期组

织之一。

同年 6 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可

尔斯基来到上海，建议召开党的全国代

表大会，随后由李达、李汉俊给各地的

共产主义小组写信，通知各派两名代表

到上海参加会议。济南共产主义小组

经过讨论，推举王尽美、邓恩铭赴上海

参加会议。一大期间，王尽美、邓恩铭

汇报了济南的政治形势、建立党组织的

情况，还介绍了济南共产主义小组在宣传

马克思主义和开展工人运动方面所做的

工作。中共一大闭幕以后，王尽美、邓恩

铭回到山东，正式建立了中国共产党

山 东 支 部 ，党 员 有 10 余 人 ，王 尽 美 任

书记。

“一 大 ”会 后 王 尽 美 作 了《肇 在 造

化--赠友人》一诗,“贫富阶级见疆场,尽

美尽善唯解放。潍水泥沙统入海,乔有

麓下看沧桑。”抒发了自己为解放全人

类实现尽善尽美共产主义崇高理想的

激情,并将名字改为“尽美”。

武 器 ，充 分 地 揭 露 敌 人 的 反 动 本

质 。 王 、邓 两 人 都 擅 长 演 奏 各 种 乐

器，1922 年 1 月，他们参加了在莫斯

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

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联欢晚

会 上 ，王 尽 美 弹 三 弦 ，邓 恩 铭 吹 笛

子，二人合作演奏的《梅花三弄》和

《高山流水》，震惊全场。



王尽美 邓恩铭

1925年济南地区部分党团员合影 王尽美主编的部分早期进步报刊

中共山东省委旧址 王尽美、邓恩铭雕像

中共山东省委秘书处旧址

从 1922 年秋至 1923 年 2 月，王尽

美以劳动组合书记总部特派员的身

份，到山海关、秦皇岛等地领导工人

运动。首先组织领导了京奉铁路山

海关铁工厂工人大罢工，并取得了斗

争的胜利。随后又参与领导了秦皇

岛码头工人和开滦五矿工人的罢工

斗争。

1925 年 2 月，中共山东地方执行

委员会在济南成立，王尽美任委员，

负责组织工作。在这段时间里，王尽

美奔走于齐鲁大地，在他的领导和帮

助下，青岛、青州、潍县、寿光、广饶等

城市和农村相继建立起中共支部和

小组。王尽美以极大的政治热情和

忘我工作的态度，夜以继日，奔走呼

号，促进了山东地方党组织的发展。

山东党组织、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称

王尽美为：马克思主义在山东的传播

者、山东工人运动的组织领导者，山

东党组织创始人之一。

长期过度劳累使王尽美染上重

病，1925 年 7 月，他住进青岛的医院。

病榻之上让他牵挂的不是自己的家

人，而是战友和未竟的革命事业。在

病房里，王尽美忍着病痛，把养病期

间思考的问题、总结的经验教训一一

告知邓恩铭。

1925 年 8 月 19 日 ，年 仅 27 岁 的

王尽美走完了短暂的人生之路。临

终前，王尽美委托中共青岛支部的负

责同志笔录了他口授的遗嘱：“全体

同志要好好工作。为无产阶级和全

人类的解放和共产主义的彻底实现

而奋斗到底！”他的遗嘱里面完全没

有提到自己的母亲妻儿，而是把劳苦

大众的解放置于最高位置。王尽美

逝后葬于家乡北杏村。1959 年 7 月，

山东省委将其遗骨迁至济南英雄山

烈士陵园，建墓立碑，供人瞻仰。

1929年，由于叛徒的出卖，邓恩铭

被捕。临终之际，他给母亲写了一首

诗《诀别》：“卅一年华转瞬间，壮志未

酬奈何天；不惜惟我身先死，后继频频

慰九泉。”1931年 4月 5日，邓恩铭英勇

就义，年仅 30 岁。邓恩铭死后，他的

叔父买了一口棺材，将其安葬在济南

城外千佛山下的贵州义地，墓前有一

块小石碑，写着“邓恩铭之墓”。一代

革命赤子就这样为共产主义事业献

出了宝贵的生命。

（本报驻山东记者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