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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早期领导人邓中夏被王明排挤到沪东

爱因斯坦在杨浦获悉自己获得诺贝尔奖何孟雄任沪东区委书记时
抵制“左倾路线”

人物事件｜

林家两兄弟曾在杨浦
任区（部）委书记

林育英（张浩） 林育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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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尚·悦读

1930 年 8 月，周恩来、瞿秋白从
苏联回国后，听说在沪东地区担任中
共区委书记的恽代英被捕，非常着

急，立即设法组织营救。
1930年3月下旬，恽代英调任中

共沪东区委书记，组织上要求他成立
沪东区行动委员会，动员工人罢工，
准备建立工人武装队伍。这段时间
恽代英冒着生命危险出没于街头和
工厂，宣传群众、组织群众。5 月 6
日，恽代英带着一包传单在杨树浦路
老怡和纱厂门前等人联系工作，突遇
巡捕搜查，因躲避不及被作为共产党
疑犯押到巡捕房毒打逼供。恽代英
机智毁容，并称自己是武汉失业工人
王作霖，是来上海找工作的。第二天
他被引渡关押到警备司令部看守所，
后被判刑5年，解往南京中央军人监
狱。就在周恩来、瞿秋白营救之下出
狱有望的时候，顾顺章叛变，密告王
作霖就是恽代英。蒋介石派人劝降，
恽代英“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
蒋介石一怒之下命令就地枪决。
1931年4月29日，恽代英英勇就义。

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何孟
雄，在1929年8月至1930年1月期间
任中共沪东区委书记。

何孟雄早年在长沙求学期间，与毛
泽东、蔡和森、邓中夏等交往密切，建立

了革命友谊。1920年3月，在李大钊的
指导和帮助下，他加入了中国第一个马
克思主义学说研究团体——北京大学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11月加入北京
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北京共产党早期组
织。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何
孟雄是全国最早的50余名党员之一。

他在任沪东区委书记期间，对中
共江苏省委在白色恐怖极其严重的
情况下要求各区委不断组织游行示
威以及下指标突击发展党员等“左”
的做法均有所抵制，并运用巧妙策略
领导工人运动，力求避免损失、争取
胜利，以维护工人的最大利益。

毛泽东对何孟雄同李立三、王明
为代表的“左”倾路线的斗争给予高
度评价，在党的七大的小组讨论会上
说：“何孟雄两次挺身而出反对‘左’
倾路线，谁敢反？立三是有权的，王
明还有个米夫，反他们是很不容易
的。”号召全党向何孟雄学习。

1931年因叛徒告密，何孟雄在上
海被捕，龙华就义时年仅32岁。

“九·一八”事变后，沪江大学
第一任中国籍校长刘湛恩多次疾

呼要救亡图存，出国时向国际友
人、海外侨胞揭露日寇侵华暴行，
呼吁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一·二
八”事变后，他积极参加上海各界
人民抗敌后援会工作，支持十九路
军抗日。中国的抗日战争全面爆
发，他被推选为上海各界救亡协会
理事、上海各大学抗日联合会负责
人，中国基督教难民救济委员会主
席、国际红十字会副会长，全力以
赴开展慰劳伤兵、救济难民、安抚
流亡学生等工作。上海、南京失守
后，汉奸们准备成立“维新政府”，
多次想拉拢刘湛恩参加伪政权，
遭到他的严词拒绝；利诱不成，日
寇、汉奸又连续不断威胁、恫吓。
面对这一切，刘湛恩毫无畏惧、泰
然处之。1938 年 4 月的一天早晨，
刘湛恩在静安寺路、大华路（今南
京西路、南汇路）车站候车，突遭
日伪特务枪击，当场壮烈牺牲，遗
体入殓时上海各团体同赠挽幛：

“为国牺牲”。

2009年4月28日，南京医科大学
举办了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暨建团
87周年座谈会。南医大第一届团委
委员，现任基础医学院微生物、免疫
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姚堃回忆了当初
在杨浦加入共青团的峥嵘岁月。

新中国成立前夕，1949 年 9 月，
姚堃参加了杨浦团区委组织的入团
宣誓仪式，主持宣誓的是时任杨浦区
党委委员、共青团区委书记的钱其
琛。那时确立团的方针是听党的话、
跟党走，做好党的后备军，所以当时

的青年团员都是积极要求入党的先
进分子。

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
副总理钱其琛，曾于 1951 年下半年
至1952年底，任中共杨浦区委委员、
青年团杨浦区工作委员会书记。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下辖只有三
个师，分别是115师、120师、129师。林
彪（林育蓉）任115师师长，林育英任129
师政委。毛泽东与林彪开玩笑说：假如
林育南还在，干脆八路军这三个师都由
你们林家包了。其中林育英和林育南
兄弟二人曾在杨浦任区委书记。

湖北黄冈县林家大湾白羊山有早
期参加革命的“林氏三兄弟”，他们是
林育英（张浩）、林育南、林育蓉（林彪），
林彪的两个堂兄都比他大十岁。林育
英于1925年10月至1926年4月任杨
树浦部委书记，当时名叫张浩；林育南
于1928年1月至4月任沪东区委书记。

邓中夏是中共最早一批党员、
党 和 工 人 运 动 早 期 领 导 人 之 一 。
1922 年担任中国劳动组合部书记，
先后领导了长辛店和京汉铁路大罢
工、开滦煤矿大罢工、上海日商纱厂
二月大罢工、省港大罢工等。党的

“八七”会议上邓中夏当选为临时中
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又先后任中共
江苏和广东省委书记。王明上台
后，推行“左”倾教条主义，给中国革
命造成很大的危害，邓中夏对王明
提出了批评。

王明不但不接受，反而对邓中
夏进行打击报复，于 1931 年夏撤掉
邓中夏全部职务，1931 年冬将邓中

夏调回上海，不给他分配适当工作，
1932 年 3 月至 5 月只让他在沪东区
委宣传部做些抄抄写写、刻刻钢板
之类的杂事，后来又叫他和匡亚明
一起办一份名叫《前线》的油印小
报。当时王明一伙不发给邓中夏生
活费，他只能依靠妻子李惠馨在工厂
做工的微薄工资勉强维持艰苦生
活。但是即使在这种含冤忍辱、一贫
如洗的逆境中，邓中夏对党的事业仍
是忠心耿耿，《前线》小报办得很出
色。同年 11 月起邓中夏任中国革命
互济会全国总会主任兼党团书记。
1933年5月在上海法租界被捕，9月在
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

1922 年 11 月 12 日上午 10 点，
杨浦第一次迎来科学巨人。爱因
斯坦偕夫人爱尔莎赴日本讲学，途
经上海汇山码头，也就是今天的秦
皇岛码头，受到德国和瑞典总领
事、中国学者、日本改造社代表、犹

太 人 和 一 批 中 外 新 闻 记 者 的 欢
迎。就在这一刻爱因斯坦在第一
时间获悉自己获得了 1921 年度诺
贝尔物理学奖。尔后 1922 年 12 月
30 日，爱因斯坦再次莅沪，在上海
市工部局礼堂讲演相对论，也许是

他的相对论过于深奥，听讲者大都是
西方人，华人听讲者只有四五人。以
至于在 1923 年 1 月 3 日的《民国日
报》对“观者漠然”的现象，发出了“研
究哲学，非有科学根底，不能窥其门
径”的忠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