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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曲柳江千里行”之源头探秘（五）

水族出了个中共一大代表

男儿立志出乡关

1927年 4月，邓恩铭赴武汉出席中共第五次全国代
表大会，回山东后，任中共山东省执行委员会书记。
1928年春，中共青岛市委进行改组，邓恩铭任书记。

1928 年 12 月，由于叛徒告密，邓恩铭在济南被
捕。在狱中，他领导难友们同敌人进行斗争，并两次组
织越狱，让多名同志得以脱险，自己却因受刑过重，又
患有结核病，行动困难，未能逃离。

时间来到了 1931年 3月，邓恩铭知道自己时日无
多，在给母亲的最后一封家书中，他写下一首诗:

卅一年华转瞬间，壮志未酬奈何天;
不惜唯我身先死，后继频频慰九泉。
1931年 4月 5日，在山东省济南市纬八路侯家大院

刑场，邓恩铭身负镣铐，高唱《国际歌》从容就义。噩
耗传来，天地同悲，却唯独瞒住了他年迈的母亲。邓恩
铭的母亲直到去世，都不知道大儿子已经去世的消息。

邓恩铭英勇就义后，他的遗体由其堂兄弟收殓。他
们擦去烈士身上的血迹，把他安葬在济南城外——贵州
义地，以让他的英灵能回到阔别已久的故乡。

1961年 8月，曾同为中共一大代表的董必武又忆起
曾经同舟共济的邓恩铭与王尽美，挥笔写下：

四十年前会上逢，南湖泛舟语从容；
济南名士知多少，君与恩铭不老松。
1959年 2月 21日，时任国家副主席的董必武在贺

龙、聂荣臻、罗荣桓三位元帅的陪同下到广西视察，参
观了柳州沙塘镇超美人民公社，还留下了一段鼓舞人心
的题词。

此时的中国，百废待兴，全国人民都在热火朝天地
建设新中国。广西和贵州的匪患也早已经肃清，但滔滔
柳江，清清荔波水，却再也等不来本应归家省亲的水族
赤子。

在三都采访时，说起邓恩铭，每个人都会竖起大拇
指。在三都，不仅在河边小广场上立有他的雕像，在贵
州水族文化博物馆也有他生平事迹的展陈。

“他是全水族人民的英雄和骄傲。”该馆讲解员杨
俊岚说。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2015 年 9 月 2 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颁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
年”纪念章仪式上说：“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
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包括抗战英雄在
内的一切民族英雄，都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他们的事迹
和精神都是激励我们前行的强大力量。”

而作为记者的我们，对英雄的致敬最好的方式就是
不断地宣传英雄。

我们从贵州采访归来，写下这篇稿子时清明节将
近，忽然又想起在此时节邓恩铭曾写的又一封家书：植
树节快到了，朱大人家后头我们家的祖坟边，一定要多
栽柏枝树，中间杂一两株樟树，景致更加好看，千万不
要再误了……母亲的身体总要好好保养，多吃有营养的
东西，千万不可乱吃药……

正如 2011 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0 周年之
际，《贵阳日报》在题为《邓恩铭烈士：13封家书见证
风雨人生》 中所写的：（这封信） 温馨琐碎的叮咛，叠
映出一个铁血男儿的绕指柔情。

然而，由于历史原因，位于济南“贵州义地”的邓
恩铭烈士墓未遗留下任何纪念建筑标志，遗骨也无处可
寻。2004年济南革命烈士陵园收集了邓恩铭的衣冠等
遗物，在该园最高坪修建了邓恩铭衣冠冢，并于当年 9
月 30日开放供世人凭吊。他的亲密战友王尽美的墓也
与之并肩同行。

料想这位水族赤子的安息处也遍植松柏了吧，以万
古长青之色映照着他永世不朽的英名。

滔滔都江水，今日又上来。再次站在邓恩铭的雕像
前，我们又想起了他身后的这个民族——水族。

这个孕育出邓恩铭的水族从哪来，跟水有关系？三
都之水与柳江又有什么更多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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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水边的县城，以前，码头的故
事往往很多。

三都水族自治县位于云贵高原的东
南斜坡，都柳江之水从独山来，沿途又
纳数条水流，水面始宽，在此汇成“一
水抱城流”之势。至此，此处河段才正
式叫都柳江。

都柳江畔，在三都大桥附近的水岸
是过去的老码头。从前，陆路未通之
时，木材、山货等此地物产就是从这个
码头沿水路运往柳州、广州等地，又从
目的地运回盐、铁等生活必需品。

如今，老码头已不复存在，只有江
边古榕依然伸展如盖。三都在老码头原

址附近建起了水族风情步行街，成为当
地老百姓休闲购物之所，延续着昔日的
热闹。

步行街口有一个小广场，靠里边立
着一座高大的汉白玉人物雕像。身后的
景墙上，一左一右都有一个红色的党
徽，尤其引人注目。

这是在纪念哪位先烈呢？
我们好奇地来到雕像前仰望，看到

这尊雕像雕的是一个朝气蓬勃的青年，
基座上刻着“邓恩铭”三个大字。

众所周知，邓恩铭是中共一大的代
表之一，他怎么会出现在三都这样的偏
僻山乡呢？

在塑像的基座上，我们读到了这样一个
故事。

为寻求革命真理，1917年 9月，年仅 16
岁的邓恩铭从贵州省荔波县城出发，到山东
济南投奔其二叔黄泽沛 （原名邓国瑾） 求
学。来到三都码头，面对滔滔东流的都柳
江，联想动荡的时局，邓恩铭心潮澎湃，借
古人之诗言志，写下了“男儿立志出乡关，
学业不成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间到
处有青山”的誓言。

“邓恩铭是水族人，他出生于荔波水浦
水族村寨，其祖坟位于三都九阡镇水昔村。
因此，可以说，他祖籍三都。”协助我们采
访的三都县融媒体中心总编辑莫如能说。

史 料 显 示 ， 邓 恩 铭 （1901 年 —1931
年），又名恩明、字仲尧，水族，中共一大代
表中唯一的少数民族代表，中国共产党创始
人之一。他因为牺牲较早，我们对他的事迹
并不是很熟悉，更不知道他与三都的渊源。

怀着对先烈的崇敬，我们决定重新去梳
理他的革命生涯与事迹。后来，我们在相关
书籍及山东、贵州等主流媒体，得到了更多
关于邓恩铭的珍贵史料和成长故事，有的还
跟柳州有关系。在位于三都的贵州水族文化
博物馆也有他的事迹陈列。

在叶永烈所著的《红色的起点——中国
共产党建党始末》一书中，我们了解到了邓
恩铭更多生活、学习细节。

邓恩铭出生在医生之家，祖父及父亲均
行医。他少时聪颖，生活在水边的他还写有
儿歌描述雨季的河水：

下大雨，
涨大河，
大水淹到白岩脚
掩住龙脑壳，
鲤鱼虾子跑不脱。
读书识字之后，看到世间种种不平，他

又编起了山歌：种田之人吃不饱，纺纱之人
穿不暖，坐轿之人唱高调，抬轿之人满地
跑。

据中共青岛市委党史研究室主编的《邓
恩铭烈士专辑》一书中的查证，这是邓恩铭
15岁时的作品。

其二叔黄泽沛当时在山东为官，爱其好
学，便让其到山东济南跟随读书。随后邓恩
铭考入了济南省立第一中学，他阅读进步刊
物，开始接触了解马克思主义等先进思想。

此时的邓恩铭虽尚年少，却志向远大。
他在 17岁时便写下《述志》一诗，表达了自
己“志在苍生”的伟大抱负。录其诗如下：

南雁北飞，
去不思归，
志在苍生，
不顾安危;
生不足惜，
死不足悲，
头颅热血，
不朽永垂。
1919 年，在五四运动风起云涌时的济

南，邓恩铭认识了王尽美。两人志同道合，
从此携手同行。

1920年，邓恩铭与王尽美等人组织成立
了励新学会并创办出版了以介绍新文化、新
思想为宗旨的 《励新》 半月刊，以此为阵
地，大力宣传马列主义，推动新文化运动。

1921年，邓恩铭与王尽美等一起在济南
创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同年 7月，邓恩
铭与王尽美作为山东代表，出席了在上海举
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时
邓恩铭只有 20岁，是 13名代表中唯一一个
少数民族代表。

1922年 1月，邓恩铭远赴莫斯科参加远
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
受到列宁的接见。回国后，他在山东从事
工人运动。1925 年 2 月 8 日，在邓恩铭等
指导下，胶济铁路工会领导工人举行大罢
工。

大罢工期间，邓恩铭不仅提出要改善工
人待遇，还要求提高工人的政治权益。他时
时能审时度势，并不急功冒进，追求有理有
序实现工人的权益，获得了广大工人的拥护
与支持。自此在山东，一种新的思想大旗被
举起，一种觉悟的步伐越来越清晰地凸显出
来。邓恩铭也在革命运动的历练中，逐渐成
长为山东党组织杰出的领导者。1925 年 8
月，他被任命为中共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书
记。

正在这一年的中秋时节，一封来自柳州
的家书打乱了他的心绪，让他再次感受到乱
世给人民带来的灾难与痛苦。

邓恩铭自 16岁离家到 30岁牺牲，便一直没有回过家
乡荔波，平时的亲情维系主要靠书信往来。我们从山东
博物馆等权威渠道看到了他部分家书的内容，对他的思
想、生活和家庭境遇也有了更深的了解。

在一封他从益都 （今青州市） 发出写给荔波家中老
父的家书里，我们读到了那封柳州来信的内容。

在学者潘广珠发表于 2020 年 12 月 25 日 《潍坊日
报·今日青州》 的一篇研究文章 《邓恩铭写于益都的一
封家书》里，我们看到了这封家书的照片和内容。

这封落款日期写着“八月十六日”的家书，根据潘
广珠的推断写于1925年农历八月十六，中秋节后。

他在信中写道：父亲，我昨天回来此地过中秋节，
本想来团聚快乐，那 （哪） 晓得刚进门，李婶即送来印
弟从柳州寄来一信，惊悉我那和平老实的四叔被匪害
了！呵！四叔！八年前一见竟成了最后一次，此后永远
不得相见了！呵！苍天！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信中，“印弟”是他的堂弟，即其堂叔黄泽沛之子黄
幼云，字印寿，此时正旅居柳州。亲人无端遭遇匪害无
疑让邓恩铭对黑暗混乱的旧社会更加憎恨，而坚定自己
革命到底的决心。为此，他甘于过着清贫的生活，并将
自己置身于随时为党的事业牺牲一切的险境中。

此时的荔波，正遭受旱灾，米价飞涨，他的六弟写
信给他，希望他能给家里寄点钱，帮助家人渡过难关，

然而他在回信中说：我从济南回到青州，就知道家乡米
贵，但是我分文没有汇出……弟弟们啊，你们要原谅
我……无力顾家，这实在是不得已的事情，不是我心无
家庭。

歉疚之情，溢于言表。此时，邓恩铭已经是中共的
高官，却常常一贫如洗。有一次，他的姑父要回贵州
老家，为了不让家人知道他的窘境，他写信恳求姑父
为其保密：困苦命运使然，幸勿为家人道，恐明合家
增忧也。山东情形及家叔经过情形，望姑丈择佳者而
道之……

这一切，都是为了一个词——理想。为了理想，他
无畏清贫。

离家多年，他也有乡愁。他在另一封给父亲的家书
中写道：刚起回家的念头，广西又乱起来了 （报上载
有）。唉！这一乱恐怕不知哪年才能回家了。

可见，当时他要回到荔波，必须经过广西，沿着柳
江坐船溯流而上才能回贵州。

在这些书信里，我们看到了邓恩铭作为一名革命者
的真实生活和亲情牵绊。在家事与国事不能两全的形势
中，他急切地渴望通过完成“国事”——在共产党的领
导下，建立理想的新中国来彻底改变“家事”——家乡
贫穷落后、匪乱横行的处境。但这一切他又不能在信中
明说，只能恳请亲人的原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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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恩铭写给父亲的家书。（山东博物馆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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