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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在波澜壮阔的百年党史上，河北大地上的共产党人用生命

和鲜血，智慧和汗水，在这幅世纪长图上镌刻下他们的初心和

使命。这些不同年代、不同战线的先锋，有很多鲜为人

知的故事。本报今起推出系列深读报道“红旗

谱”，希望通过解析党史上一份份河北党

员名单，刻画他们的奋斗姿态，

呈现其精神之光华，汲取

前行的力量。

在此次寻找党员名单的过程中，我们还找到了
一份河北各市县第一个中共组织的名单，循着这份
名单，我们解读出河北早期基层党组织的一些
特点。

河北党组织建立早、覆盖广。
1922年春，中共唐山地方委员会成立；1922年

6月，中共张家口铁路工人小组成立；1922年 9月，
中共山海关造桥厂小组成立……到1925年，河北
东部的唐山、秦皇岛，北部的张家口、热河、察哈尔，
中部的保定、衡水、石家庄，南部的邯郸、顺德（邢台）
均有党组织分布，党组织和党员已经遍及全省主要
地区。

“河北是全国建党比较早的地区之一，因为河北
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的故乡，又毗邻
北京，在党的创建时期，李大钊便把河北作为北方党
组织的基地。”省委党史研究室编研三处处长阎丽
介绍。

早期党组织人员构成广泛。
中共唐山地方委员会由京奉路唐山制造厂工人

邓培创建，党组织成员阮章、许作彬等也是该厂工人，
随后建立的中共张家口铁路工人小组、中共山海关造
桥厂小组、中共石家庄特别支部等，成员也多是来自
河北的矿山、纺织、铁路、码头等近现代工业企业的
工人。

全国最早建立的农村党支部也出现在河北——受
李大钊的指派，在北京一所学校任教的弓仲韬回到家
乡安平县台城村后，于1923年10月，建立了中共安平
县台城村特别支部。

1925年 7月，直隶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学生王志远
秘密发展本村村民加入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博野县第
一个中共支部——小庄头村支部，支部书记由农民党
员直接担任。

此外，名单上还有很多早期基层党组织是在学校创
建的，如1924年冬建立的乐亭中学支部；1924年12月建
立的中共直隶省立第七中学支部；1925年8月建立的中
共直隶省立第十二中学支部等。

早期党组织组织领导的革命运动规模大、影响大。
开滦五矿工人大罢工和京汉铁路北段工人大罢

工，全国闻名；玉田农民暴动，在北方打响了武装反抗
军阀的第一枪；完县、磁县、灵寿、高阳、蠡县、冀南……
一次次农民暴动风起云涌，在中国北方产生了重大
影响。

在残酷的斗争环境中，河北早期党组织和党员展现
出了顽强坚决的党性和对党的事业的无限忠诚。

1927年8月，顺直省委（1930年12月改为河北省委）
在天津成立。处于白色恐怖下的省委组织，在近8年时间
内，遭到6次大破坏，经历21次调整。

河北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的扎实工作，影响深远。
自1924年建立了中共党支部，著名的“保二师”（原河
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党团员深入河北53个县的农

村，先后在29个县建立了党支部。
1931 年 8月平山县第一个中共党组织——

霍宾台支部委员会诞生，平山逐渐成为一片革
命的红色热土。这里，走出了“太行山上铁

的子弟兵”平山团；这里，孕育出革命圣地
西柏坡。

“一个党员就是一颗火种，落到哪儿
哪里就会点燃一片革命的星星之火。正
是河北早期共产党员的对党忠诚和努力
工作，才换来了河北早期党组织的发
展和壮大，使燕赵大地的革命星火呈现
燎原之势，为后来河北敌后抗日根据地
的 创 建 打 下 了 坚 实 的 基 础 。”阎 丽

表示。
文/河北日报记者 周聪聪

一个党员
就是一颗火种

记者手记

在中国共产党初期的基层建
党工作中，知识分子是一股特殊的
力量。他们深入农村，积极领导和
参与农民运动，使马克思主义迅速
实现了本地化。

创立于1923年的直隶省立第
七师范学校（后改名为“河北省立
大名师范学校”，以下简称“大名七
师”）就是其中贡献卓著的一所。

在位于今天邯郸学院大名分
院的直隶省立第七师范纪念馆，一
份珍贵的大名七师1927年7月以
前入党党员名单，就见证了大名七
师这个基层党组织从建立到发展
的艰难历程。

阅读提示

一份紧急来信
引出的党员名单

位于邯郸学院大名分院的直隶省立第七师
范纪念馆，有一份珍贵的党员名单。这个名单
上，详细记录着大名七师 1927年 7月以前加入
中国共产党的42名党员的姓名、性别、籍贯、入
党时间以及在校职务。

民国时期的河北，全省共有 16 所师范学
校。大名七师的党团组建立得并不算最早，但
这份党员名单却弥足珍贵。

“大名七师被誉为‘直南一个革命的策源
地’，她于1926年建立了中共党组织和中国社会
主义青年团组织，是直南传播马克思主义，培养
党的干部的一个重要阵地。这份党员名单，就见
证着大名七师党组织从无到有、由点到面逐步发
展壮大的艰难历程。”纪念馆副馆长王培杰介绍。

这份党员名单，源起于一封深夜紧急来信。
1926年10月的一个夜晚，3天之后将离任的

大名七师英语教师冯品毅，收到了学生赵纪彬和
刘大风一封言辞恳切的信：“如能介绍我们入党，
则生我者父母，成我者师长……”

冯品毅，大名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北京
师范大学前身）外语系毕业。曾参加“五四”爱国
运动，其后加入了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组织的“马
克思学说研究会”，1922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年夏秋之交，受大名七师校长谢台臣
邀请，26岁的冯品毅来此任教。他编写新教材，
积极宣传马列主义和共产党的主张，组织发起
读书会，吸引了一大批进步学生向党组织靠拢。

但因党组织工作安排，他即将离开这里。
读罢来信当晚，冯品毅就介绍赵纪彬和刘

大风，以及他们的同班好友李大山，加入了中国
共产党。当时，李大山只有17岁，赵纪彬和刘大
风21岁。第二天，学生成润、吴益普也入了党。

其后，在冯品毅的帮助下，大名七师接上了
组织关系，秘密建立起党团两个特别支部，刘大
风任党特别支部书记，成润任团特别支部书记，
大名七师党团组织正式诞生。

在党的领导下，大名七师党组织发展迅速，
在不到9个月的时间里，先后发展党员31名，连
同在校外加入中共党组织后到大名七师工作和
学习的党员师生，校内 1927年 7月以前入党的
中共党员共有42名。

“一所远离大城市的中等师范学校竟有42
名党员，这在当时全国并不多见。根据中国共
产党各时期人数统计表记载，到1927年大革命
失败前后，全国党员尚不足 10000 人。”王培杰
解释道。

这份党员名单的珍贵不止于此。
“到放寒假前，我们在‘七师’已发展党团员

10多名，有大名县的谢蕴山、裴志耕、曾则西；
南乐县（今属河南濮阳）的石仙洲、朱子欣、李渭
川、王师韩；长垣县（今属河南新乡）的郭仪安；
巨鹿县的李亚光；还有吕鸿安、李青阳等人……
放寒假时，我们开会布置了工作，要求党员在农
村向农民宣传和发展党的组织，我在南乐家乡
佛善村发展了刘峰同志……”针对大名七师党
组织的快速发展，刘大风曾这样回忆。

透过这段回忆，基层党组织发展的脉络清
晰显现：在这里，基层建党工作不再单纯依靠
党的精英分子，而是开始借助本土学校师生等
大批农村知识分子。正是他们深入农村，推动
马克思主义迅速实现了本地化。

北有二师（保定）、南有七师、中有八师（正
定）……在中共建党初期，燕赵大地上涌现了
很多这样的红色院校，大名七师是其中贡献卓
著的一所。

到 1930 年春，大名七师党团员师生和党
的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等成员加在一起，已
约占全校总人数三分之二以上。在校外，大名
七师党员先后在大名（含今魏县）、南乐、沙河、
磁县等 20 余县创建党的组织，点燃了直南燎
原的革命烈火。

学校领导班子
几乎都是党员

在邯郸学院大名分院的校园里，矗立着一
方汉白玉纪念碑。石碑所纪念的，是大名七师
第一任校长谢台臣。刘邓大军南下路过大名
时，刘伯承、邓小平等曾专门凭吊过这方石碑，
称赞谢台臣是一位“革命教育家”。

在大名七师 1927 年 7 月以前入党党员名
单上，谢台臣的入党时间不是最早的，但他却
是大名七师红色历史上不能不说的一个人。

谢台臣，生于 1884 年，1902 年考中秀才，
1912 年从直隶省保定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
曾在保定、大名、天津等地教书，1921 年当选
为直隶省议会参议员，后被委任为大名七师首
任校长。

在这里，他致力于教育改革，十分重视延
揽进步人才，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并提出了“以
作为学”“师生打成一片”等一系列进步的教育
主张。在他的倡导下，《独秀文存》《呐喊》等进
步书籍成为大名七师师生的必读之物，对师生
思想觉悟的提高具有重要的启蒙意义。

而他本人也在此过程中，完成了由具有朴
素爱国主义思想的开明知识分子向共产党人
的转变。

1927年初，在国共合作的背景下，大名七
师教师、当时的中共大名特支书记李素若向谢
台臣提出了一个建议：不直接发展本校教职员
加入共产党，而是请谢台臣等德高望重的教师
先加入国民党，再行过渡。

谢台臣当即明确告诉李素若：“我革命半
辈子了，要加入就加入共产党，我的目标是在
中国实现共产主义！”

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
政变，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中共党
员数量从大革命高潮时的近六万人骤减到一
万多人。

正是在腥风血雨的 1927 年 4 月，43 岁的
谢台臣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与校长谢台臣同时毅然入党的，不仅有年
轻的学生，还有大名七师的几乎整个领导班
子——教务主任晁哲甫、训育主任王振华、总
务主任高韶亭……

从此，党掌握了学校领导权，为大名七师
成为直南革命的一个策源地铺平了道路。

其后，大名七师又从北大、北师大、燕京大
学、辅仁大学邀请20多位中共党员、进步知识
分子来校任教，他们中，有1925年入党的李梦
龄、王冶秋、原政庭，有1927年入党的张苏、张
友渔……在白色恐怖的阴影笼罩之下，大名七
师党组织非但没有被扼杀，反而日益壮大。

1926年10月入党的学生吴益普，1927年1
月入党的职员谢蕴山……在 1927 年 7月以前
入党的大名七师42人名单上，有4位党员在后
来的革命斗争中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这其中，还有冯品毅直接发展的第一批党
员李大山。

自1926年入党，李大山不仅参与了中共大

名县特别支部和大名中心县委的创建，
还奉上级党组织指示，以参谋和秘书的身
份打入当地农民民团组织“红枪会”内部，
做争取和联络工作，并先后在河南濮阳
以及井店、温邢固等十几个村庄建立了
夜校，创办了农民协会，并建立了党支部。

大革命失败后，李大山两度被捕，牢
狱生活使他患上了严重的肺结核病，但
他仍在狱中坚持写下了3万余字的理论
文章，由大名七师地下党油印，在进步师
生中广为流传。1938年，年仅29岁的李
大山因病去世。在直南早期革命的岁月
里，同样献出生命的还有李大山的同胞
兄弟李亚山，牺牲时年仅24岁。

从42名党员到
200多位职业革命者

自大名七师党团组织正式诞生，革命
的力量迅速在大名七师校内外积蓄壮大。

在校内，到 1930 年上半年，全校师
生员工中，有100多人成为中共党员、共
青团员，连同“反帝大同盟”等党的外围
组织，革命力量占全校总人数的三分之
二以上。

在校外，从大名七师走出来的中共
党员深入各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组织发动
群众，先后在大名（含今魏县）、馆陶、成安、巨
鹿、南和、沙河、磁县等20余县创建党的组织，
掀起各种不同规模、不同形式的农民、盐民、工
人（矿业、瓷业）斗争。

“荮货钱一吊，双扣底二百六，银元又多算
一吊多，剩下十来吊钱……血汗挣来几个钱，
却被他们强取豪夺，没法子才叫咱们把车
搁……”这是磁县小车社编发的第一份传单

《敬告民众书》。
1932年彭城（原属磁县，现属邯郸市峰峰

矿区）大旱，运瓷工人激增，窑主和瓷商趁机盘
剥运瓷工。在直南党组织的领导下，当地群众
成立了小车社，制定了行动纲领，并印发了《敬
告民众书》，进行了长达4个月的罢工，终获胜
利。这次斗争的胜利，直接影响并推动了六河
沟、西佐、峰峰煤矿工人，彭城瓷业工人和农村
抗租、抗债、抗捐、抗税斗争以及秋收斗争，也
使当地党组织有了新的发展。

大名七师毕业生王维纲，就是这次罢工的
主要领导人之一。

王维纲，1923 年考入大名七师，1930 年 5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直南党史上，这是一位
颇为传奇的人物。

从大名七师毕业后，王维纲在磁县一带积
极开展党的活动，1932 年 8 月，他担任磁县暴
动总指挥，因计划泄露当场被捕，被关押在磁
县和北平监狱内四年之久。虽然当局三次判
他死刑，王维纲却始终坚贞不屈，在积极提起
上诉的同时，还在狱内发展党组织，为越狱争
取时间和机会。

1936年7月27日中午，就在当局将要对他
执行死刑的前一天，王维纲在中共北平市委的
关怀和狱内同志的支持下，从监狱三楼平台纵
身跳至隔壁的洋行汽车房房顶，越狱成功。国
民党报纸曾用特大标题报道了这个罕见事件，
并向全国下达了通缉令，悬赏捉拿王维纲。陈
赓曾夸赞王维纲是“越狱大王”。

“王维纲的成长轨迹正是大名七师党组织
向直南大地扩散延伸的一个缩影。”邯郸市委
党史研究室编研处处长成少丽指出。

直南党组织的创建，从区域上讲，大体有四
条主线，即大名、磁县、邢台、隆平（后与尧山县
合并为今隆尧县），在邢台中心县委成立之前，
这些地区各为党的活动中心，区域联系较弱。

“大名七师党员学生和党组织的活动，加强了这
些区域之间的党组织联系，成为直南中共党组
织在极其艰难环境下仍能发展和壮大的最直接
原因。”成少丽解释。

濮阳沙区的革命斗争、磁县运瓷工人的革
命斗争、濮阳盐民的革命斗争、魏县蔡小庄农
民暴动……从大革命失败到抗战爆发，在直南
农民革命运动中，到处活跃着大名七师学生党
员的身影。

“七七”事变后，大名七师毁于日寇战火，
学校不复存在，然而大批爱国师生却从七师踏
上了革命战争的新征程。

冯品毅直接发展的第一批学生党员刘大
风，大革命时期曾受党组织委派到武汉农民运
动讲习所学习，直接聆听毛泽东同志讲授《湖
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抗战初期，正是他亲
手建立了我党领导下的直南第一支革命武装，
初步开创了直南豫北抗日游击的新局面。

教务主任晁哲甫，回到家乡河南清丰发起
组织“抗日救国会”等抗日团体，将全县 1200
多人的民团改造成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后
来成为冀鲁豫抗日根据地领导人之一。

1927年1月入党的谢蕴山，积极组织抗日
救亡团体，于 1938 年建立了大名县第四区抗
日自卫大队和抗日民主区政府，并先后任魏县
县长兼大队长，冀南一专署专员等职。1943
年牺牲在反扫荡斗争中，时年38岁。

越狱成功后赴延安学习的王维纲，被中央
派遣回直南开辟抗日根据地，他组建了八路军
先遣队，粉碎了日军对太行根据地的九路围攻
的战役战斗，对创建冀豫边根据地作出了重要
贡献。

王从吾、平杰三、裴志耕、铁瑛、刘汉生、成
润、白映秋、刘镜西……

从 1923 年到 1937 年，大名七师共招收 20
个班次、915名学生，在他们中先后产生了200
多位职业革命者，有 40 余人为革命事业献出
了生命。

◀直隶省立第七师范校门。
直隶省立第七师范纪念馆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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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名七师1927年7月以前入党的党员名单。
王培杰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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