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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
义鲜明地写在自己的旗帜上。马克思主义在天
津的早期传播，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
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紧
密结合，既促进天津早期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
义的坚定信念，也为中国共产党天津地方组织
的建立夯实了思想基础。

抉择
——历史的选择

马克思主义在天津的早期传播，是在国际、
国内社会历史条件的综合影响下造就的。随着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马克思主义传
入天津，先进分子开始学习研究宣传马克思主
义。作为中国最先面临西方冲击的地区之一，
天津较早接触新思想、新文化，为马克思主义在
天津早期传播奠定了基础。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

列宁主义”，让正在艰难探索中国出路的先进分
子看到了一条崭新的道路。1917年11月11日
十月革命爆发几天后，天津《益世报》就刊发了
十月革命的消息，自此，有关十月革命的消息屡
见于天津各大报刊。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中国
先进知识分子看到了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促
进了马克思主义在天津的传播。
在此基础上，天津先进知识分子研究、宣传

并接受马克思主义，逐步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
的信仰，正如毛泽东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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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天津最早进行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革命先

驱李大钊，相继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
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通过
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北洋大学、南开中学和天津
中华书局，在天津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李大
钊热情讴歌十月革命，称它“是世界革命的新纪
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使陷于彷徨之中的
天津先进知识分子看到了民族解放的新希望。

南开中学毕业后，周恩来东渡日本“初识”
马克思主义，燃起了他探求真理的希望。回到
天津后，周恩来积极投身五四运动，并应邀主办
《天津学生联合会报》，这份报纸被誉为“全国学
生联合会报之冠”，成为天津乃至全国传播马克
思主义的主要刊物之一。
就读于天津北洋大学的张太雷，发起并组建

社会改进社，提出要“变革黑暗的中国，建设一个
民主自由的、有科学文化的新中国”。天津先进
知识分子经过长期艰苦的探索和努力，不断深入
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马克思主义，鼓舞了
饱受剥削和压迫的人民群众进行坚决斗争，不断

推动着天津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走向深入。

呐喊
——报刊媒介的发声

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加速了马克思主
义在天津的广泛传播。《新青年》率先开辟马克
思主义研究专栏，专门研究马克思列宁的著作
文章，受到天津先进知识分子的欢迎。与此同
时，天津地区反映社会新思潮的报刊文章也如
雨后春笋般出现，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热
潮逐步由知识分子向整个社会扩散开来。

1919年5月6日南开学校创办的《南开日
刊》，以鲜明的反帝爱国特色在天津知识界和青
年学生中产生一定影响，先后刊发《思想革命》
等大量文章，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
的基本观点。周恩来主编的《天津学生联合会
报》宣传反帝反封建新思想，强烈抨击封建礼
教、提倡科学、民主和改革，号召青年及各界群
众与旧势力做坚决的斗争。觉悟社社刊——
《觉悟》，着重研究各种新思潮，讨论现实问题和
社会改造问题，《觉悟》的出版对促进人们解放思
想、打破精神桎梏、勇于追求真理，起到了较大的
推动作用。新生社创办《新生》杂志，主张新思想
和社会主义，这一刊物在五四运动中为团结天
津进步青年、传播真理、开展爱国斗争起了积极
的推动作用。北洋大学的《北洋日刊》、直隶第一
女子师范学校的《醒世周刊》，也都发表宣传马克
思主义和与俄国十月革命相关情况的文章。这
些报刊作为当时天津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
进步刊物，对促进天津先进知识分子认识、了解
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发挥了积极作用。

1920年10月，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
团组织面向进步青年发售《共产党》和《共产党
宣言》，并把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我的
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印成小册子，在天津先进知
识分子中发行，马克思主义在天津的传播进入
新的阶段。在这一时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刊
物大量增加，《来报》《明日》《女星》等十多种报
刊，先后发表了近百篇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
观点的文章。这些文章关于马克思主义原著的
介绍，在内容上已由对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
主义的一般介绍，深入到马克思关于政治、经
济、思想、历史、法律、社会等诸多方面的论述。

就在这一时期，一些官方报纸也加入了宣
传的热潮，从1921年3月到1922年5月，《益世
报》相继发表周恩来54篇、近20万字的旅欧通
讯，这些文章介绍了对欧洲各国工人运动状况，
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进行了积极的宣传。
天津《新民意报》副刊《星火》曾转载李大钊的
《马克思经济学说》《社会主义下的经济组织》

《史学与哲学》三篇文章，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
原理做了比较全面的介绍。报刊和文章的增多
使马克思主义在天津进入更多人的视野，推动
了马克思主义在天津的早期传播进程。

阵地
——进步团体的建立和活动

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天津先进知识分子
迅速成长起来。国家积贫积弱的局面，改造中
国社会的强烈愿望，如火如荼的反帝爱国运动，
促使天津逐渐产生众多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青
年、妇女、劳工团体，这些进步社团的产生及活
动，为马克思主义在天津的早期传播提供了推
力，为天津党组织和革命事业准备了人才。

五四运动爆发后，天津青年学生立即成立
“天津学生联合会”，这是天津在五四运动中成
立的第一个学生爱国组织。大批学生走向街头
进行爱国演讲，通过游行示威等行动积极发
声。在爱国学生的影响下，天津工人和各界群
众也积极投入到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中，通
过成立工人群众组织和救国团体，天津反帝反
封建爱国运动不断高涨。1919年6月24日，五
四运动中全国成立最早的各界群众反帝爱国团
体——天津各界联合会正式成立，成员除了学、
商、教、绅界外，还包括妇女界、新闻界和宗教
界。这个组织不仅在天津爱国斗争 中发挥了
重要作用，而且对推动各地以及全国各界联合
会的成立都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由于受到封建思想的束缚，天津最初成立的
爱国团体组织只有男性成员，为此，专门组织领导
天津妇女爱国团体——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应
运而生。她们以实际行动积极践行强烈的爱国
情感，通过组织演讲队向妇女宣传爱国思想；通过
出版《醒世》（周刊），作为天津进步女性发表言论
的重要阵地，发表有关主张妇女解放、男女平等方
面的文章，唤醒天津妇女界的爱国意识，促进深受
封建思想束缚的女性的思想解放。
由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女界爱国同志会的骨

干组成的革命青年团体觉悟社，在成立之初便
邀请了李大钊到社演讲，李大钊勉励社员要探
索革命真理，为改造中国而奋斗，并称赞“觉悟
社是男女平等、社交公开的先行”。这次活动
后，觉悟社社员积极阅读李大钊发表在《新青
年》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文章。对比推
求中，觉悟社社员逐步超越和抛弃各种非马克
思主义思想，辨明和确定了改造中国社会的方
向和道路。觉悟社成立不久，另一个革命青年
团体新生社在于方舟、韩麟符等领导下成立，成
员大部分来自直隶省立第一中学校和直隶第一
女子师范学校，其创办的《新生》杂志，首次提出

在天津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这一刊物也被
誉为“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革命刊物。

1920年10月，根据李大钊指示，天津社会
主义青年团建立。青年团以研究和实现社会主
义为宗旨，通过出版《劳报》等“文献读物”，深入
天津社会，将工人、农民、学生、士兵组织起来，
积极开展宣传教育和调查发动工人群众的工
作。创办“五五书报代卖社”，向天津人民介绍
了大量的“文化和科学的书报”，在宣传文化、输
入科学、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起到了极为重要
的媒介作用，在天津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与大众
之间架起了一道桥梁。1922年年底，天津社会
主义青年团成立公开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
会（又称马氏学会），出版《明日》旬刊，并创办
“马氏通信图书馆”，用通信的办法，向有志于革
命的爱国青年宣传马克思主义，团结更多的人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改造社会。

中坚
——先进知识分子的推动

五四运动后，天津先进知识分子在反复思
考比较中，逐步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为
天津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工人运动和妇女解
放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
天津先进知识分子在斗争实践中明确认识

到，只有抛弃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目标和社
会改良的幻想，才能从爱国民主主义者成长为
共产主义者。《新生命》第二号发表的《评现代女
子觉悟之不彻底》一文指出：“彻底的觉悟一定
要在推翻现在社会组织上边着想”，而不能“仍
用几千年来补东糊西的老套子来改革”，表明了
作者鲜明的革命立场。《南开日刊》在停刊纪念
号上发表了题为《今后中国劳动家应当怎样去
做？》的文章，指出：“百年大计，还得吾辈劳动家
奋兴起来，扑灭了资本家大地主同他们的仗腰
杆子的专讲强权不顾人道的物，直接行动，改造
社会，所有各种困难问题，就可以全解决了。”
《南开校风》第131期发表的《社会主义与中国》
明确指出：“农工阶级起来革命走社会主义道
路，实现人民的幸福，是我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趋
势，我并坚信消灭剥削制度、实行按劳分配，给
全体人民以共同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一定会实
现。”此时，赴法勤工俭学的周恩来通过对马克
思主义的学习以及欧洲各国的实地考察，最终
确立共产主义信念，他的通信及为《益世报》撰
写的通讯，对其他觉悟社成员和先进知识分子
的思想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于方舟、安幸生、邓颖超等天津地区早期传

播马克思主义先驱们，围绕马克思主义理论进
行学习、宣传，运用马克思主义反帝爱国思想，

促进知识分子阶层的觉醒，带动天津爱国青年
积极投身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运用马克思
主义妇女解放思想，促进饱受旧伦理纲常压迫
的妇女大众的觉醒，带动广大妇女群众打破自
身的枷锁，追求男女平等；运用马克思主义工人
运动思想，促进处在社会底层的无产阶级工人
的觉醒，引导工人阶级争取自身的正当权益。
这表明天津先进知识分子已从纷繁复杂的新思
潮中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确定了改
造中国社会的方向和道路。

觉醒
——与工人运动相结合

在学习、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
天津先进知识分子深刻认识到工人阶级的历史
作用和强大力量，他们积极深入工人群众中宣
传马克思主义，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天津广泛
而深入地传播，也为中共天津地方组织的建立
奠定了比较好的基础。
作为马克思主义与工农运动紧密结合的主

要地区之一，五四运动以来，周恩来、张太雷和
于方舟等先进知识分子认识到理论只有被广大
人民群众掌握，才能真正成为改造世界的强大
力量，他们特别注重舆论宣传与工人实际斗争
结合。李大钊和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其他成
员多次来天津指导工作，帮助开展工人运动。
众多进步青年走向社会开办平民夜校、工人补
习学校等，并深入到塘沽工人区和天津郊县等
地开展工农教育。1920年8月，觉悟社邀集北
京少年中国学会等四个团体在陶然亭举行座谈
会，听取李大钊关于知识分子深入工农开展革
命运动的主张，决定成立名为“改造联合”的组
织，宣布“本联合结合各地革新团体，本分工互
助的精神，以实行社会改造”，并提出“到民间
去”的口号。这一口号的提出，对于促成工人运
动与科学社会主义的结合，具有强烈的现实意
义，加速了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进程。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马克思主义与天津工
人运动相结合的重要举措之一就是天津工余补
习学校的建立。1921年9月11日，在李大钊的
指导下，天津法政专门学校教员于树德、安体诚
等创办了天津第一所工人学校——天津工余补
习学校。学校以普及劳工教育和促进其思想觉
悟为宗旨，在推动天津工人运动开展方面发挥
了重要作用。补习学校存在一年多的时间里，
培养了一大批开展工人运动的骨干力量，与补
习学校发生联系的工人不下数百人之多。此
后，各种平民学校应运而生，至1924年，天津平
民学校已经发展到30多所。

1922年7月，为加强对天津工人运动的领
导，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指定安幸生
和李培良为天津特派员，建立中国劳动组合书
记部天津支部。天津支部联合其他团体，积极
开展维护工人权益的劳动立法运动。在其影响
下，京奉铁路工会天津分会成立，天津印刷工会
得到巩固和发展，在天津形成一支开展工人运
动的主力军。天津工人和各界群众积极声援并
以实际行动援助长辛店工人政治大罢工，随后
又发起为开滦矿工捐款运动，使罢工持续20天
之久，充分彰显了工人阶级团结互助的伟大力
量，同时也表明马克思主义在天津的传播进入
到运用理论指导革命的阶段。伴随着马克思主
义同天津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国共产党天
津地方执行委员会于1924年9月正式建立，马
克思主义终于在天津开花结果。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
大会上强调：“在人类思想史上，没有一种思想
理论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人类产生了如此广泛
而深刻的影响。”天津早期共产主义先驱将马克
思主义理论的“火种”播撒到津沽大地，集聚并
培育了一大批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为天津党团
组织的成立创造了条件，在与工人运动相结合
的实践中，展现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
实践伟力。

作者系中共天津市委党校（中共天津市委

党史研究室）地方党史研究处四级调研员、天津

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周恩来：给运动员“敬菜”

1961年4月，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

北京举行，我国代表队一举夺得男子团体和男

女单打三项冠军。比赛结束后，周恩来在西花

厅特意设家宴招待他们。

4月21日这天，运动员们整整坐了两大桌，

总理安排获得男女单打冠军的庄则栋和邱钟惠

坐在他身边。等菜上齐了，总理起身对大家说：

“我今天不能向你们敬酒，就敬菜。这几个菜是

我特意让厨师做的，是我们淮安的家乡菜。尤

其是这盘‘狮子头’最有代表性，也是我最爱吃

的菜，我还会做，就是没时间，不然我一定亲自

为你们做。”说着把一只“狮子头”用筷子夹成四

瓣，把其中一瓣夹到邱钟惠碗里。

《海录》：
中国第一本介绍世界地理历史的著作
谢清高是已知的鸦片战争之前的清代人中

走得最远、最广，且给后人留下著作的第一人。

在他之前，康熙年间樊守义（1682—1735年)曾

出游西方12年并写成《身见录》一书，但是此书

直到1937年才被人发现，对近代中国未产生太

大影响。谢清高18岁时便随外国商船游历欧

洲，其航海生涯大致在1782年到1795年，后因

双目失明，只得返回澳门定居。

嘉庆二十五年（1820），谢清高请嘉应举

人杨炳南将自己的经历记录整理成《海录》一

书。这是中国第一本介绍世界地理、历史及

风土人情的著作，全书约25000字，记述了世

界上9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情况。欧美部分

记载最详的是大西洋国（葡萄牙）、荷兰国和

英吉利国。正如吕调阳重刻《海录》序文中所

说：“中国人著书谈海事，远及大西洋外，自谢

清高始。”

“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
学者有新注解

历代专家对《木兰辞》都做过很多注释和研

究，然而其中有的语句仍比较令人费解，比如其

中的“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学者史金波

通过对西夏军籍文书的研究认为，这里的“军

书”应理解成军籍文书。

中国古代对军籍的登记有不同的时间规

定，有的每两三年登记一次。汉文史书中并不

乏对军籍的记载，但过去未发现过古代的军籍

样本，对军籍的具体形式和内容语焉不详。而

史金波对西夏军籍文书的发现为解释这句话提

供了新的思路。

西夏法典规定，西夏对军人和装备的大型

登录、检校是每三年一次。北朝时期实行府兵

制，若每三年登记一次军籍，登录十二次的军

籍卷册中每册都有木兰父亲的名字。木兰父

亲从达到士兵的成年年龄，再经过十二次登

录，经过了30多年，年纪应在50开外，已不适

于参军作战，又无成年长子，才有了木兰代父

从军的故事。

钱惟演，吴越王钱俶之子，随父纳土归宋
后，历任直秘阁、知制诰、翰林学士、太子宾客、
工部尚书等，官至枢密使。

钱惟演聪明好学，才华卓绝。有一次，宋真
宗召集朝会，临时安排钱惟演起草诏令，他当即
在朝笏上起草，迅即而就，而且文理俱佳，让宋
真宗以及满朝文武赞不绝口。

钱惟演像当时许多有才华的士大夫一样，
把“致君尧舜上”作为自己的毕生理想，希望成
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为此，不断攀附权
贵。丁谓任宰相，他与丁谓联姻；丁谓失势，他
转身趋附寇准；刘太后“垂帘听政”，他想方设法
与刘太后攀亲。尽管他后来也的确权倾一时，
但他攀龙附凤、朝秦暮楚的品格，颇为时论所鄙
薄，在士大夫间声誉不佳。

不过，这样一个口碑甚差的人，却有一个让
士大夫非常钦佩的爱好，那就是爱读书、爱藏
书、爱编书、爱写书，近乎痴狂。《宋史·钱惟演
传》记载他“于书无所不读，家储文籍侔秘府。
尤喜奖厉后进”，高度概括了他的三个特点。
“于书无所不读”，说明他涉猎书籍之多，阅

读范围之广，非一般士大夫仅为一纸进士“文
凭”而读书的狭窄与浅薄可比拟。据欧阳修的
《归田录》记载：“钱思公（钱惟演谥号文思）虽生
长富贵，而少所嗜好。在西洛（宋代西京洛阳，

今河南洛阳）时，尝语僚属言：‘平生惟好读书，
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阅小辞，盖未
尝顷刻释卷也。’”钱惟演出身富贵之家，平生嗜
好不多，惟钟情读书，他的理由是：“学士备顾
问，不可不赅博。”要当好皇帝的参谋，学问不能
不渊博，因此，他坐着时读经史，躺着时读先秦
百家和历代杂记，连蹲在厕所里都要吟诵几首
小令，到了逢书必读、手不释卷的程度。

钱惟演不但爱读书，更爱藏书。他家藏书
极富，堪与秘阁即皇家藏书相比，是历史上有名
的藏书家。他曾参与“宋四大书”之一《册府元
龟》的编修，为这一史学巨著的完成奠定了基
础。钱惟演平生著述较多，著有诗歌集《典懿
集》三十卷，还有《枢庭拥旄前后集》《伊川汉上
集》《金坡遗事》等一系列散文随笔集。

钱惟演尊重人才，提携后进，曾不遗余力帮
助欧阳修、梅尧臣、尹洙等一批青年才俊。他在
西京洛阳任使相期间，欧阳修是他的部下。一
天，欧阳修与同僚畅游嵩山，到达龙门时突然下
起了雪，正不知如何是好之际，却发现有人冒着
风雪渡过伊水而至，原来是钱惟演派来的厨子
和歌伎。钱惟演让厨子和歌伎转告他们，府里
公事简易，用不着急忙赶回去，派来厨师和歌
伎，为他们赏雪助兴。钱惟演这一无微不至的
关心，让欧阳修一行感动不已。如果说，作为领

导，对部下的关心爱护体现了一种责任的话，那
么对读书人的惺惺相惜，以培养读书种子为己
任，促成读书种子薪火相传，便是一种精神了，
难能可贵。所以，不论人们对钱惟演的评价如
何，欧阳修一直把钱惟演当成自己的恩师，对其
知遇之情毕生不忘。

爱书之人，即使是对书桌上的文具，都爱得
痴狂。《归田录》还记载了这样一则趣事：钱惟演
有一个珊瑚笔架，平素置于案头，十分珍惜。他
治家严格，持家节俭，孩子们平时不能多花一分
钱。为此，孩子们想出了一个馊主意，“有欲钱
者，辄窃而藏之”，缺钱花的时候，就把父亲的笔
架藏起来。钱惟演发现笔架丢了，心急如焚，无
奈之下，“乃榜于家庭，以钱十千赎之”，在家里贴
出寻物启事，悬赏十千钱（相当于十两银子）找寻
笔架。藏笔架的孩子故意拖延两天，然后佯装找
出来了，把笔架送还他，他“欣然以十千赐之”，如
数兑现赏金。于是，这成了一条生财之道，谁缺
钱花，就藏笔架，一年总有那么五七回，孩子们乐
此不疲，而且屡试不爽，钱惟演始终没有觉察到
这是个“圈套”。说完，欧阳修还信誓旦旦地说：
“余官西都，在公幕亲见之。”可见此事千真万确。

钱惟演去世后，朝廷为给他赠谥号争论不
休。开始，根据《谥法》“敏而好学曰‘文’，贪而
败官曰‘墨’”的规定，拟谥号“文墨”，颇有鄙夷；
后来改成“文思”，有所改进；宋仁宗庆历年间
（1041—1048年），再改为“文僖”，充满尊敬。谥
号越改越好，是影响越来越大、地位越来越高的
表现，这说明，士大夫渐渐忘却了攀龙附凤的钱
惟演，而记住了勤勉好学的钱惟演。

爱书如痴，也能名垂青史，这或许是钱惟演
当初没有想到的。

2024年是中共天津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100周年。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天津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

奋进新时代新征程，留下了光辉的奋斗足迹，取得了辉煌的历史成就，

熔铸了鲜明的红色精神。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用好红色

资源、赓续红色血脉的重要论述精神，本报今起陆续刊发中共天津市委

党校（中共天津市委党史研究室）组织撰写的“天津党史红色名片”系列

文章，宣传普及党史知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群众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天津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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