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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共创建时期株洲地区党员人数最多之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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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共创建时期，由于株洲地区得天独厚的地域优势和历史悠久的文化渊源的影响，进步青年外出求学、勤工俭学，
探求革命真理，积极投身并历经五四运动锻炼；毛泽东、李大钊等革命导师的指导和中共湖南支部的高度重视等因素，促成

了株洲地区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和工人代表逐步成长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从而使株洲成为中共创

建时期全国党员人数最多的地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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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近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
的客观要求和必然产物。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时

期，湖南株洲地区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和进步青年

纷纷接受和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加入了中国共产

党，成长为光荣的共产主义战士和中国革命的先

驱。据统计，至１９２３年６月党的三大召开时，全国
４２０名党员中，株洲地区就有３４名先进知识分子、
工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们是：何孟雄、李立三、

罗学瓒、李却非、贾纡青、贾鸿猷、孟湘鉴、欧阳灵

泽、汪泽楷、黄品铭、龙勰群、易树民、黄龙、朱克靖、

欧阳泰、刘义、周不论、陈伟铎、陈伟贤、朱锦棠、朱

昌炎、谭醒吾、宋乔生、耿楚南、张明生、刘绍基、谢

福初、张爱、易友文、田礼成、李仁桃、易足三、易春

庭、宁迪卿。［１］２１株洲因而成为当时全国党员人数最

多的地区之一，在中共创建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任何事情的发生发展都不是偶

然的，而是有其客观性和必然性。笔者尝试性地对

株洲在中共创建时期能成为全国党员人数发展最

多地区之一的成因，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和研究，现

归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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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得天独厚的地域优势和悠久历史文化渊
源的影响

　　株洲古称建宁，后又名槠洲，最早见于南宋有
关文集。境内湘江穿流北上，直达洞庭湖；粤汉铁

路、株萍铁路在此交汇，作为湘东门户，南北通衢，

交通要冲，战略地位重要，出行方便。往北直达武

汉北京，往南通达广州，往西可到云贵川，向东能到

江西上海，因而信息交流广而快，人们思想活跃，容

易接受新信息、新思想、新观念，这就为马克思主义

在株洲地区及株洲人民中的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

株洲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灿烂文化和光荣革

命传统的地方，是炎黄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中华民

族的始祖、农耕文化的创始人———炎帝神农氏，就

长眠在株洲境内炎陵县鹿原坡。三国时孙权定都

建业，设县建宁，羽扇纶巾的周瑜曾在这片土地上

演绎过许多动人的故事；唐代大诗人杜甫留恋湘东

美丽的风景，携家眷栖居于此，在他生命的最后两

年，老病孤舟，两次溯湘江而南，留诗十余首；奇女

子、慧眼识英雄的名姬红拂之墓在株洲境内的醴陵

西山；宋代名将岳飞率军途经茶陵时以枪尖挑禾蔸

写的“光泉”二字，赫然镌刻在高陇石壁上；大儒朱

熹两次到株洲讲学，“朱亭”因他而名；明代大旅行

家徐霞客为茶陵云阳山、灵岩寺、麻叶洞留下一篇

篇日记，记下了株洲的名山胜水；大学士李东阳，以

他为代表的“茶陵诗派”，将故乡“茶陵”的名字，永

远镌刻在中国文学史史册上。千百年来，这些悠久

灿烂的文明孕育了一代又一代株洲人民披荆斩棘、

不怕艰险、不怕牺牲的精神。特别是近一百年来，

为反抗残酷的封建剥削压迫，株洲地区人民多次自

发组织和参加武装反抗压迫的斗争，如１９０６年同
盟会领导的萍、浏、醴起义等。这些自发斗争，促进

了株洲地区人民的觉醒，为株洲地区先进知识分

子、先进工人成为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投身新

民主主义革命洪流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二　进步青年外出求学，探求革命真理，积极
投身并历经五四运动锻炼

　　十月革命对中国思想界最大的影响，在于它提
供了一个将社会主义由理论转化为实践、由理想转

化为现实的可操作的“范式”。正如毛泽东所说：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

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

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

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

是结论。”［２］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株洲地区少

数家庭殷实、思想进步的知识青年，面对国弱民穷

的社会，怀着改造国家、变革社会的理想，冲破封建

思想的禁锢，走出闭塞的农村，外出求学，期望学有

一技之长，探求改造“同生一块地，贫富两个天”的

不平等社会。据不完全统计，株洲地区先后到北

京、长沙、上海、广州、武汉等地求学的热血青年达

数百人之多。这些青年，大多是爱国进步的青年和

先进分子，突出的有何孟雄、朱克靖、李却非等人。

１９１９年５月４日，株洲地区在北京读书的一些学
生，如炎陵县的何孟雄、郭春涛，攸县的易树民、邓

庚熙，醴陵县的李味农、朱克靖、黄品铭、欧阳灵泽、

龙协群、张伯兰，株洲县的罗学瓒、包光益等，就直

接投身到北京数千学生“五四”游行示威行列，在五

四运动潮流中历经锻炼。１９２０年３月，何孟雄在李
大钊帮助下经过串联酝酿，与邓中夏、罗章龙等１９
人秘密组织“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决心以

俄为师，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产生了进一步组

织起来开展革命斗争的强烈愿望，这就为他后来参

加早期共产党组织作了思想上的准备。１９２１年初，
何孟雄转为中共党员，成为一大召开时全国最早的

５０余名党员之一。１９２１年１１月，他介绍酃县籍学
生李却非入党；１９２２年，何孟雄介绍在北大就读的
酃县籍学生贾纡青、贾鸿猷、孟湘鉴等人加入社会

主义青年团，次年春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后来铭

刻在北大烈士纪念碑上的８３位烈士中，就有酃县
籍的何孟雄、李却非、贾纡青、贾鸿猷等 ４位烈
士［３］。另外还有不少株洲地区的进步学生在长沙、

北京、上海等地学习时，经过艰辛的探索和比较，较

早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先后加入了党组织。他们

是：刘义，醴陵人，１９２２年，在长沙自修大学由毛泽
东介绍入党；周不论，醴陵人，１９２１年考入长沙修业
中学，１９２２年入党；欧阳泰，醴陵人，１９１９年赴法勤
工俭学，为《世界工学社》成员，１９２１年被法驱逐回
国后在北京学习，１９２２年１１月在北京碧云寺陆莫
克学院学习时，由蔡和森、范鸣介绍加入中国共产

党；谭醒吾，茶陵籍，１９１９年到上海中华职业学校读
书，后入上海汽车道路专科学校学习，１９２３年夏在
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

　　三　李立三、罗学瓒、汪泽楷等赴法勤工俭学，
积极参加革命运动，义无反顾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中，还有一个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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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的渠道和重要的途径，那就是五四运动前后先进

青年知识分子赴法勤工俭学。从 １９１９年至 １９２１
年，株洲地区赴法勤工俭学的学员共有２２人，其中
李立三、罗学瓒、汪泽楷就是其中的代表。他们一

面与法国工人一起劳动、生活，一面阅读有关马克

思和俄国十月革命的一些书刊，并对工厂工人情况

作了详细的调查研究，思想情感和世界观发生了深

刻的变化。工学世界社和勤工俭学学会成为勤工

俭学学生中影响最大的组织和核心，罗学瓒是主要

发起人之一。１９２０年７月，当蔡和森在蒙达尼会议
上提出中国要激烈革命，组织共产党，走俄国十月

革命道路时，罗学瓒旗帜鲜明表示支持。１９２１年
底，因参加进占里昂大学被法国政府以“过激党”的

罪名武装押送回国后，蔡和森、陈毅与株洲地区的

李立三、罗学瓒、欧阳灵泽等就被中央批准为中共

党员。１９２２年６月３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第一
次代表会议在巴黎郊外的布罗尼森林中举行，成立

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推选赵世炎、周恩来、李

维汉３人为中央执委委员，汪泽楷是其中第一批党
员。１９２３年６月，醴陵县在法国勤工俭学的黄品
铭、龙勰群由蔡和森、汪泽楷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攸县的易树民１９２２年与李富春等参加共产主义小
组成为中共党员。

　　四　苦难农民外出做苦力，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的洗礼，得到了先进知识分子的正确引导

　　帝国主义的入侵，破坏了中国封建经济的基
础，同时也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造就

了它的对立面无产阶级。日本、德国帝国主义利用

不平等条约攫取的特权，于１９０６年在株洲近邻江
西萍乡开办了“萍乡煤矿”，在湖南常宁开办了“水

口山矿务局”。萍乡煤矿靠近株洲的醴陵和攸县，

醴陵、攸县的不少破产农民跑到萍乡挖煤，成了“黑

炭子”，这一队伍与日俱增，不断发展壮大。１９０６
年株洲至萍乡安源的“株萍铁路”建成通车后，与

“萍乡煤矿”合称为“安源路矿”。１９０８年，萍乡煤
矿同日、德帝国主义在湖北开办的“汉阳铁厂”、

“大冶铁矿”合组为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为“汉冶萍公司”）。１９１０年６月，粤汉铁路
还没有全线修通，汉冶萍公司运输所在株洲成立了

一个转运局，从株洲、醴陵、湘潭招收了６００多个破
产农民作运煤工人，专门负责将火车运来的煤炭转

运到停泊在湘江边上的轮船，运往汉阳。

萍乡煤矿的开办、株萍铁路的修筑和转运局的

设立，是日、德帝国主义对中国经济侵略的结果，相

反也为株洲造就了第一代无产阶级———近代产业

工人。株洲的产业工人队伍成长于半殖民地半封

建社会，她一诞生就深受帝国主义、封建地主阶级

与反动势力的剥削与压迫。汉冶萍公司采用中国

“把头制”的方式，所有工人由“工头”“棚头”监管

控制与驱使，以各种苛暴条例压迫、苛待工人。工

人们在夏天似火炉、冬天似冰窖的“炭围子”运煤，

每天劳动１０多个小时，微薄收入还要被工头、棚头
们克扣４０％以上（运送一石煤７个缗线，工头棚头
要拿走３个），人身权利毫无保障，过着牛马不如的
生活。株洲产业工人的恶劣工作生活状况，迫使工

人强烈要求组织起来进行反抗，争人格求生存。

“五四”运动开始，中国产业工人作为一个阶级登上

政治舞台。

当时，江西尚无中共组织，开辟安源工运、组织

领导安源工人的责任落到中共湖南支部身上。

１９２１年冬，毛泽东第一次去安源考察。１２月中旬，
毛泽东派李立三、蒋先云组织安源路矿工人俱乐

部，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１９２２年１月，李立三在
平民学校内设立工人补习学校，向工人进行马克思

主义教育，启发阶级觉悟。朱锦棠、朱昌炎、陈伟

铎、陈伟贤等一批株洲籍工人参加了学习，从中得

到了教育和启发，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洗礼，阶级

觉悟大大提高。在安源地方党组织的教育引导下，

株洲籍工人同安源工人一道积极参加安源路矿工

人大罢工，在斗争中得到锻炼成长。１９２２年２月，
李立三介绍株洲县籍朱锦棠入党。５月，在安源由
李立三等分别介绍入党的有攸县籍工人陈伟铎、陈

伟贤兄弟和株洲县籍工人朱昌炎。同时，中共湖南

支部还派蒋先云在水口山从事工人运动和党组织

发展工作，株洲的宋乔生、宋年生、耿楚南等一些先

进工人成为蒋先云发展和组织的对象。正是由于

先进知识分子的引导帮助，使得一批株洲籍先进工

人纷纷加入党的组织，由此使株洲成为当时全国党

员人数最多的地区之一。

　　五　毛泽东、李大钊等对株洲籍同学的思想引
导及毛泽东领导的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对株洲地

区发展党组织的帮助与指导

　　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与株洲籍的罗
学瓒、罗哲等为同窗。读书期间，毛泽东与罗学瓒、

罗哲等有志之士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经常在

一起“开怀天下事，不言家与身。”积极探讨救国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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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创建“为社会谋改革”的事业。毛泽东同他们经

常书信和促膝谈心，在书信来往和交谈中，毛泽东

同他们谈论国家与个人的前途，认为时局太危急

了，有急需结成团体的必要。在毛泽东的引导下，

罗学瓒、罗哲等的思想进步很大，如罗学瓒在给他

祖父的信中说：“组合同志，结成团体，为中国做一

些有意的事，以谋中国之富强，为中国百姓开一条

谋生之路，以图异之起死回生……此我出身之志愿

一也。”［４］这说明，罗学瓒等株洲籍进步青年已把国

家之命运，与身家之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了。他们

思想的觉醒，为以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共产主义事

业奋斗终身打下了思想基础。罗学瓒在法国勤工俭

学时，经常同毛泽东保持书信来往，与毛泽东谈心谈

思想。毛泽东要他考察西欧工厂情况，他欣然接受

并随即考察了法国的克鲁佐工厂，写了长达近２万
字的《法兰西工人》一文，载入《少年世界》刊物。

何孟雄在成长过程中，亦得到了李大钊的教育

指导，从而开始逐步抛弃无政府主义思想，转而信

仰马克思主义。１９２０年１１月，在李大钊发起成立
的北京共产党组织领导下，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成

立，何孟雄和高君吾、邓中夏、缪伯英（长沙籍，何孟

雄夫人）等４０人成为首批团员。同月，北京党组织
从青年团的先进分子中吸收了何孟雄、邓中夏、高

君吾、缪伯英等人入党，党员人数达到１１人。从这
时起，何孟雄便从一个爱国的先进知识分子，转变

成为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成为中国共产党最

早的党员之一，实际上已经开始了职业革命的生

涯，逐步成长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忠诚的

共产主义战士。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派遣干部到醴陵以教书为

掩护，有计划、有组织地传播马克思主义，播下共产

主义种子。１９２１年１２月李立三被法国军警遣送回
国后，毛泽东派李立三以办“平民教育”的名义在江

西安源从事工人运动，指示李立三要把邻近安源的

醴陵作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点地区。１９２２年春，
毛泽东派中共党员陈章甫、潘昌江分别到醴陵甲种

师范讲习所和攸县乙种师范讲习所任教。醴陵甲

种师范讲习所成为中共湘区委员会在湘东建立的

第一个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基地。１９２２年９月毛泽
东去安源视察工人罢工准备工作时，由李立三陪同

来到讲习所，“毛泽东在讲习所深入浅出的演讲，对

马克思主义在醴陵的传播，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

响，对在株洲地区活动的进步青年以后加入中国共

产党并走上革命道路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１］２２

毛泽东领导的中共湘区委员会和安源地区执委

及工人俱乐部的指导帮助，对在株洲发展党员和建

立党组织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１９２２年７月，安源
路矿工人俱乐部主任李立三（中共安源支部书记，

１９２３年１月改为中共安源地委书记），受毛泽东委
托，来到株洲考察工人状况。随后，运煤、起木、运木

工会相继成立，一起统称“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株洲

分部。”１９２３年初，在中共安源地委领导下，株洲转运
局工人为期一个月零三天的罢工斗争，取得了重大

胜利。１９２３年８月，中共安源地委派共产党员黄静
源来株洲，组建“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株洲办事处”

（简称“办事处”），开办工人补习学校。黄静源聘请

共产党员刘士奇任教员。经过黄静源和刘士奇的工

作，发展了袁文俊、谭明德、王福生、张桂秋、易茂林、

汪泉益等６人入党，于１９２３年１２月２３日建立了株
洲第一个中共地方组织———中共株洲转运局支部，

也叫第一个工人党支部，由黄静源任书记，隶属中共

安源地委领导。［１］３２－３３

总之，五四运动及其新文化运动为湖南株洲打

开了一个崭新的世界，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

的传播启发和引领株洲籍先进知识分子和先进工

人代表逐步成长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使株洲地

区在党的创建时期有如此多的优秀儿女加入中国

共产党，继而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发展起到了很

好的促进作用，同时也促进了株洲地区马克思主义

的传播和党组织的建立，推动了株洲工人运动、大

革命运动等革命活动的蓬勃发展。历史的车轮虽

碾过了９０年，但中共创建时期株洲地区成为全国
党员人数最多的地区之一这一具有特殊意义的史

实，将永远镌刻在中共创建史的丰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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