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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建北方革命领导中枢

大革命时期，在中共北方区委和李大钊领
导下，北方党组织蓬勃发展，革命运动风起云
涌。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
在南方掀起了屠杀共产党人的腥风血雨，猝不
及防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遭遇灭顶之灾，大
革命就此失败。而在北方地区广泛开展活动、
策应北伐战争的中共北方区委，也早已成为帝
国主义、军阀势力的眼中钉。1927年上半年，奉
系军阀张作霖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北京街头每
天都可以看到有人被捕或被杀的惨景。4月，在
帝国主义默许下，张作霖派兵突进北京使馆区，
逮捕并杀害了李大钊等20名共产党人。至此，
中共北方区委被迫停止工作。

面对反动势力的背叛和屠杀，中国共产党
人没有放弃革命理想。为继续发展革命事业，
中共中央在各地重建领导机关，恢复整顿党的
组织和党员队伍。1927年5月19日，中共中央
决定建立顺直省委领导北方革命斗争，考虑到
天津是当时北方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也是马克
思主义最早传播地区之一，革命力量较为活
跃，党在租界内开展革命活动比较容易隐蔽，
因而将北方的领导机关设在天津。1927年8月
1日，中共顺直省委在天津成立，管辖工作范围
包括河北、山西、北京、天津、察哈尔、热河、绥
远、豫北、陕北等地。

八七会议后，为进一步加强对各地党的工
作的领导，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决定成立中共
中央北方局，负责领导顺直、山西、满洲、内蒙
古、山东等北方地区党的工作，同时设立中共中
央南方局，管辖广东、广西、闽南及南洋一带特
支，设立中共中央长江局，管辖湖南、四川、陕
西、河南、湖北、江西、安徽七省。中共中央北方
局在津召开成立会议，由王荷波任书记，蔡和森
任秘书。作为党中央三大派出机构之一，北方
局的组建，对贯彻八七会议精神、恢复发展北方
党组织、纠正北方党内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团结
队伍开展革命斗争起到重要作用。

1930年12月，中共中央决定撤销北方局，
将顺直省委改建为河北省委，作为党领导北方
各级党组织的跨省区的重要省委组织，省委机
关仍然设在天津。

这一时期，党对北方工作十分重视，在天津
为复兴北方革命运动开展了艰苦的斗争。党的
领导人蔡和森、刘少奇、陈潭秋等先后来津指导
工作，特别是1928年12月，周恩来到天津主持
召开顺直省委扩大会议，通过政治任务等决议，
改组顺直省委，解决了党内问题，增强了领导力
量，使党的工作逐渐走上正轨。扩大会后，顺直
省委常委分赴各地，建立党的组织，发展党员队
伍，领导北方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共产党员在反
动当局残酷镇压下坚持斗争，推动革命运动逐
步复兴发展，天津一度成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北方革命运动的指挥中心。

□ 在白色恐怖下坚持斗争

在白色恐怖的严峻考验下，顺直省委、北方
局、河北省委在天津领导人民开展土地革命，武
装反抗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
北方党组织在极其艰苦的斗争中恢复、整顿，不
断发展壮大。

发展壮大革命队伍。随着大革命失败，北
方各地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北方党员数量由
革命高潮时的3000人锐减至不足千人。顺直省
委成立后，加紧联系北方各地党组织，整顿改造
领导机关、恢复建立基层组织、指导巡视各地工
作，积极推进北方地区革命事业发展。1930年
年初，顺直全省党员发展到 2000多人。1935
年，重建后的北方局在极端险恶的环境中，先后
恢复河北、陕北各级党组织，恢复组建山东、山
西等地党组织，并与东北、察哈尔、河南等地党
组织取得联系。1936年4月，北方局重组后，领

导重建山东省委、山西省工委和河南省临时工
委，晋鲁豫地区党的工作得到恢复和发展。在
北方局领导下，曾遭受错误打击和处理的干部
得以平反，在抗日救亡运动中表现出色的优秀
分子被吸收进党组织，一批被关押的领导干部
被成功营救，北方党的力量不断壮大。1936年
年底，北方地区党员数量由千人左右发展至
5000人左右，为北方抗日救亡运动广泛深入开
展提供了有力组织保证。

发动农村武装暴动。为贯彻八七会议确定
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1927年 10
月，北方党组织在群众基础较好的京东玉田县，
组建两万多人的京东人民革命军，发动秋收暴
动，解除了县政府武装，一度攻占玉田县城。山
东、河北等地先后发动陵县暴动、阳谷暴动、完县
五里岗暴动等多起农民暴动。在1931年7月举
行的平定起义中，诞生了华北第一支红军——中
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四军，同时创建了华北第一
个苏维埃政权——中华苏维埃阜平县政府。
1932年，河北省委先后发动高蠡暴动、灵寿暴
动、磁县暴动等农民暴动。尽管由于敌我力量
悬殊，这些暴动相继失败，但党在天津领导的北
方革命斗争，策应了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和革
命根据地的创建，成为实践农村包围城市、武装
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的重要探索。

坚持开展工人运动。在新旧军阀压迫和资
本家剥削下，工人群众生活难以为继。为改善
工人待遇，更广泛地团结无产阶级力量，党在严
峻复杂的斗争环境中坚持开展工人运动，建立
秘密工会组织，领导罢工斗争，争取工人群众权
益。傅茂公（彭真）等天津党组织的领导人秘密
深入到工人群众中，通过举办“国术馆”等方式
广泛联系群众，发展壮大工人力量。北平人力
车工人斗争、天津地毯工人斗争、唐山华新纱厂
工人斗争、临城矿工斗争、赵县轧花工人斗争、
山海关铁路工人斗争……在党的发动领导下，
北方各地工人斗争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崛起，工
人群众为争取改善待遇、谋求自身解放的斗争
热情不断提高。仅1928年7月至1930年6月，
短短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天津的铁路、纺织、电
车等多个行业爆发约90起较大规模的工人斗
争，给反动当局以沉重打击。

拓展文化战线斗争。在周恩来提议下，毛
泽民等携带全套印刷设备来津设立印刷厂，秘
密印制《红旗》《北方红旗》等党中央和顺直省委
的刊物、文件和一些革命理论书籍，北方宣传工
作更加活跃起来。在顺直省委支持下，《工人话
报》《士兵呼声》《青工小报》《好报》等进步刊物
在天津出版发行，这些刊物向北方各地宣传党
的方针政策和无产阶级革命学说，揭露镇压开
滦五矿罢工、蒋日勾结等黑幕，在社会各个阶层
产生广泛影响。1929年年底，党组织在天津领
导筹建北方书店，该书店于1930年1月1日正式
开业，出售马列主义著作和进步学术文艺书刊，
积极向群众传播革命思想，同时还发挥了情报
机关和地下联络站的作用。同年，在北方局支
持下，以进步青年文学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北方
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北平、天津、河北、山东、山
西等地左翼文化组织也相继成立，左翼文化运
动开始在北方蓬勃兴起和发展。左翼文化工作
者积极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揭露帝国

主义侵略本性，抨击国民党政府反动腐朽统治，
推动抗日救亡运动发展，如同一股清流，冲破了
国民党白色恐怖和文化专制的桎梏。

这一时期，尽管“左”倾路线的错误给白区
革命力量造成严重损失，顺直省委、河北省委及
其领导的天津党组织多次遭到敌人破坏，但北
方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共产党员在极其艰苦的环
境中，以坚定的革命信念进行英勇顽强的斗争，
党的政治影响力在人民群众中不断扩大。

□ 掀起抗日救亡运动高潮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对中
国的侵略步伐。面对日益加剧的民族危机，北
方局和河北省委在党中央领导下，高举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旗帜，团结北方各阶层人民开展了
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

奋起反抗日本侵略。针对日军侵占我国东
北暴行，中共中央多次发表宣言、作出决议，号
召工农红军和被压迫民众发动民族革命战争，
将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河北省委于1931
年10月3日和6日相继通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进兵占据满蒙的工作决议》和《河北省委为反对
日本帝国主义出兵占领满洲的决议》，要求各级
党组织动员党员深入群众领导开展反日斗争。
在党组织领导下，天津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成
立，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以纾国难”；北
平学生组织抗日救国示威团赴南京，向国民党
政府施压，要求其作出对日作战的决议；天津
工人举行抗日反蒋罢工，成立“天津各业工会
救国联合会”，发表抗日救亡宣言，组织动员工
人进行抗日活动；各大城市开展反对日本经济
侵略行动，各爱国团体向商会施压要求抵制日
货，1931年 9月至12月，日本对华输出比上年
同期减少63.8％，给日本的经济侵略以很大打
击。为促进抗日武装发展，1932年河北省委和
北方局先后派刘澜波等多名党员协助东北抗
日义勇军总指挥黄显声改造部队，通过开展爱
国主义教育、严肃军队纪律，极大提高了队伍战
斗力。

支援察哈尔抗战。1933年，在党组织支持
下，吉鸿昌毁家纾难、购置军火，赴张家口参与
领导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在河北省委领
导下，抗日同盟军成立前线工作委员会和党的
基层组织，党员达到300人。在冯玉祥、吉鸿昌
等指挥下，抗日同盟军先后收复沽源、宝昌、康
保、多伦等察东四县，成为九一八事变后中国
军队首次从日伪军手中收复失地的壮举。然
而，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在国民党军队与日本军
队的联合进攻下最终失败。吉鸿昌返回天津
后，一方面秘密筹备旧部兵变，组建抗日义勇
军，开辟西北抗日根据地；另一方面联络原西
北军中具有反蒋抗日决心的爱国旧军官来天
津，接受党组织训练后，派往西北各省以及豫
南、豫西、安徽等地组建抗日武装。吉鸿昌开
展的抗日活动引起国民党当局极大恐慌。
1934年11月9日晚，吉鸿昌遭国民党特务刺伤
后，被法租界工部局逮捕，24日在北平英勇就
义。吉鸿昌就义前写道：“恨不抗日死，留作今

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表现出共产
党人崇高的爱国气节。

领导抗日救亡运动。1935年，日本侵略者
突破长城防线，华北门户洞开，平津形势危急。
北方局和河北省委在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
下，根据形势变化，逐渐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
抗日救亡斗争上来。1935年12月9日，在北方
局和河北省委支持下，北平地下党组织发动数
千名学生走上街头，高喊“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口号，向国民党当局请
愿，举行示威游行。一二·九运动爆发后，为声
援北平学生爱国行动，天津党组织在12月18日
发动全市大中学生举行抗日救亡示威游行，成
立“天津市学生联合会”，发表“停止内战，一致
对外”通电，开展全市学生大罢课，抗议日本帝
国主义侵略中国。按照北方局和河北省委指
示，平津两地爱国学生组建“平津学生联合会”，
组织南下扩大宣传团，深入河北农村开展抗日
救亡宣传，成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投身日益
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

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5年12月，顺
应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日趋尖锐、国内
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兴起的形势，中共中央确定
了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任务。
1936年春，党中央委派刘少奇主持北方局工作，
系统批判国民党统治区工作中的“左”倾关门主
义和冒险主义错误，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的理论和政策。在北方局和刘少奇领导
下，北方地区党组织不断发展壮大，北方党的工
作有了基本转变。为了更广泛的团结抗日爱国
力量，北方局还开展了对地方实力派宋哲元及
其所部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官兵的争取工
作，引导青年学生喊出“拥护宋委员长抗日”“拥
护二十九军抗日”等口号，要求共产党员、民先
队队员利用军训等机会同第二十九军官兵交朋
友，对他们进行爱国主义宣传，并组织学联、民
先队、妇女救国会团体开展慰问活动，通过座谈
会、联欢会、文艺演出等形式启发其爱国思想。
经过多方共同努力，1937年1月，宋哲元公开声
明，要尽军人之职，维护国家主权，保护土地和
人民，表达出反对日本侵略的强硬态度，标志着
华北地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局面初步形成。

这一时期，北方党组织紧紧团结各方爱国
力量，动员学生、工人、商人、军人等各界群体，
奋起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促进了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胜利作出重要贡献。

□ 铸就共产党人精神丰碑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
强权和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枪口，北方党组织领
导广大共产党员始终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初心
使命，为人民利益英勇斗争，彰显了崇高的共产
主义信仰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在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征程上树立起永远的精神丰碑。

在风暴中坚守理想信念。面对国民党反动
当局的残酷镇压和血腥屠杀，广大共产党员始
终坚持真理，坚守理想，高举土地革命和武装反
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旗帜，带领北方革命群众同
敌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大革命失败后，
奉系军阀疯狂镇压共产党，北方地区的党、团组
织遭受严重破坏，1927年8月，顺直省委所属党
员 2600 名，到了 12月，党员数量锐减到 1204
名。在革命低潮中，北方党组织和共产党员始
终坚定共产主义信仰，坚守马克思主义真理，身
处黑暗，仰望光明。李铁夫等同志因抵制王明
“左”倾路线，遭到错误批判处理，仍然坚守革命
理想，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坚持为党工作，展现
出共产党人为真理而献身的崇高精神。

在强权前站稳人民立场。在大革命失败
后，为了党的事业和人民利益，北方党组织和广
大共产党员坚决贯彻中央精神，在白色恐怖下
坚持城市斗争，深入农村开展武装暴动和土地
革命运动，组织工农群众为维护切身权益同资
本家和封建地主进行斗争。1929年3月，天津
铁路工人举行了抗议集会、罢工等活动，天津其
他行业工人也相继开展罢工；1926年、1933年，
河北石家庄大兴纱厂爆发工潮；1935年至1937
年，山西阳泉保晋公司二、四矿厂的工人多次举
行大罢工。1928年春季，天津党组织带领农民
开展同地主恶霸李荩臣的斗争；同年秋，唐山滦
县和丰润县的党组织领导农民斗争，枪毙了恶
霸李殿杞、李殿桓；1929年年底，磁县党组织带
领农民发动反封建反压迫斗争，迫使当地国民
政府和地主取消了“插耧应差”等苛捐杂税。这
些斗争运动使广大工农看到了团结的力量和胜
利的曙光。

在逆境中发扬斗争精神。在革命斗争的严
酷环境和复杂局面下，北方党组织和广大共产
党员始终在逆境中坚持斗争，摸索前行。党组
织遭到破坏后，彭真等一大批共产党员被关押
在河北省第三监狱。面对监狱当局的虐待和
迫害，狱中党员成立监狱党支部，开展集体绝
食抗议，对军警说服教育，向记者揭露狱中残
酷境况，迫使监狱改善了政治犯待遇，一系列
狱中斗争淬炼了共产党员的革命意志。红军
长征开始后，北方党组织同党中央失去联系，
活动经费极度紧缺，甚至面临挨饿、缺衣、受
冻、疾病等困难的严峻考验，然而党组织屡遭
破坏后仍重新奋起，坚韧地进行战斗与生存，
河北省委成为十年内战时期党在白区省委组
织中的硕果仅存者。
天津作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北方革命的领

导中枢和指挥中心所在地，对坚持和发展北方
革命运动起着关键性作用。这里燃烧着革命星
火，照亮奋进者的前行之路；这里矗立着英雄身
影，成为激励后来人的不朽丰碑。这座城市所
承载的革命精神与英雄业绩，如同永恒的烙印，
永远镌刻在人民心中。

作者系中共天津市委党校（中共天津市委党

史研究室）地方党史资料征集处工作人员、天津

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天津党史 名片红色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北方革命运动指挥中心所在地

白琳 刘昂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内政治形势急剧变化，中国革命转入

低潮。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进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艰苦

阶段。中共中央相继在天津建立中共顺直省委、中共中央北方局、

中共河北省委等领导中枢，领导北方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团结

带领人民群众，同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不屈

不挠的英勇斗争。天津作为土地革命时期党在北方开展革命运动

的指挥中心所在地，在中国革命历史上谱写了重要篇章。

■中共顺直省委机关
旧址 ■中共中央北方局旧址

■天津商会抵制日货的公函

春秋时，乐羊被魏文侯任命为将军，领兵

攻打中山国。攻城正急之时，忽然城头上悬挂

起一个人，守城的士兵喊道：“乐将军，你看看这

是谁？如果你不退兵，我们就煮了他做肉羹。”

乐羊抬头一看，那个悬挂的人，正是他曾经

在中山国做官的儿子乐舒。进攻停止了，整个世

界在那个时刻都安静下来，人们把目光都转向了

这个魏军统帅。不料乐将军十分淡定，大声说：

“好啊，做好了肉羹别忘了给我一杯啊！”

中山人够狠，把人家儿子当作人体盾牌，

而乐将军更狠，不仅不救他的儿子，反而要求

分一杯羹。中山人索性狠到底，真的把乐舒

煮了，然后把一杯肉羹端到了乐羊的面前。

更让人想不到的是，乐羊从容地端起杯，把肉

羹一点不剩地全喝了。

中山人肝颤了，面对“没有最狠，只有更

狠”，他们知道遇到的是一个心如铁石的将

军，无奈之下，只得选择了投降。

乐羊得胜回国，魏文侯赞叹说：“乐羊为

了我，竟然吃了儿子的肉，真是忠臣啊！”这

时，一个人小声在他耳边说：“他连自己的儿

子都敢吃，还有谁不敢吃呢？”魏文侯的心一

颤，脸上的笑容立刻僵住了。

于是，魏文侯给乐羊加官晋爵，赐给金钱

美女、良田美宅，却再也不敢把兵权交给他。

鲁国的王族孟孙喜欢打猎，有一天外出

狩猎，时间不长便捉到一只小鹿。孟孙非常

高兴，虽然吃点儿喝点儿对他来说算不得什

么，但品尝自己亲手捕获的猎物还是觉得格

外美味。孟孙吩咐臣子秦西巴把小鹿送回

家，准备好好打一打牙祭。

秦西巴牵着小鹿往回走，感觉后边有些

动静，回头一看，一只母鹿远远地跟在他的后

边。他想，那一定是小鹿的妈妈吧，便停下了

脚步。母鹿悲伤地鸣叫着，眼里噙满了泪

水。秦西巴看着这对可怜的母子，内心涌起

一股柔软的情感，忍不住解开了手里的绳

索。小鹿欢快地向母亲跑去，母子俩很快就

消失在茫茫的林海里。秦西巴如释重负，心

里轻松了许多。

到了晚上，孟孙回到王宫，巴望着后厨早

点端上鹿肉来，可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

一问才知道秦西巴把鹿放了，哪儿还有什么

鹿肉呢？他不由得大怒，立刻将秦西巴开除，

让他卷铺盖走人。

过了一年，孟孙要给自己的儿子请老师，

谁也想不到，他请的老师居然是曾经被他逐

走的秦西巴。身边人的脑袋短路了，怎么也

想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儿，便问他说：“去年秦

西巴曾因私放猎物而得罪了您，现在为什么

又请他做公子的老师呢？”

孟孙笑着回答说：“秦西巴对一只小鹿都

能施以仁爱之心，何况是对人呢？”

乐羊因为战功而被怀疑，秦西巴却因为有

罪而被更加信任，是什么让他们得而又失、失

而又得呢？当年老子看着掉在地上依然坚硬

的牙齿，又摸了摸犹然健在的柔软的舌头，感

慨地说：“柔弱胜刚强啊。”的确如此，真正的力

量常常不在强硬而在柔软之中。有时候，一颗

柔软的心，恰恰是打开这个坚硬世界的钥匙。

古老的中国相术认为，根据额头两眉之间

的部位，可以判断一个人的祸福吉凶，比如印

堂发亮、印堂有黑气、印堂端正等症候。相术

术语将这个部位称作“印堂”。为什么会有这

样的称谓呢？“印堂”跟“印”又有什么关系呢？

其实，“印堂”的称谓跟古代中国的一项刑

罚密切相关。这项刑罚即五刑之一的黥，又叫

墨刑，在犯人的额上刻字作为标记，再用墨涂

黑。东汉学者郑玄在为《周礼》所作的注中解

释说：“墨，黥也。先刻其面，以墨窒之。”唐代学

者孔颖达在为《尚书》所作的注疏中进一步解

释说：“言刻额为疮，以墨塞疮孔，令变色也。”这

项刑罚的用意在于使犯人终身带有耻辱性的

标记，强制从事各种劳役的时候不会逃跑。

《水浒传》第八回《林教头刺配沧州道 鲁

智深大闹野猪林》中写道：“原来宋时但是犯

人徒流迁徙的，都脸上刺字，怕人恨怪，只唤

做‘打金印’。”“打金印”之名当然是避讳的说

法，但也可看出“印”这个字乃是墨刑的遗

制。“印”字的甲骨文字形就是用“爪”紧紧地

按住一个人的头部，正是施以墨刑的如实写

照。而印堂处恰恰是犯人刺墨之处。

“堂”是“高显貌”，二人一照面，第一眼看

到的就是最为高显的额头，此为“印堂”之

“堂”的由来；而犯人刺墨之处最为显眼，观察

此处的气色即可判定犯人的身体状况，此为

“印堂”之“印”的由来。这才是“印堂”一词的

真正语源。

“印堂”的称谓出自元代名医王国瑞所著

《扁鹊神应针灸玉龙经》一书，在书中的《一百二

十穴玉龙歌》中，王国瑞写道：“印堂，在两眉间

宛宛中。”并称其为“通神之穴也”。后来这个称

谓被相术借去，也称作“命宫”，意思是人一生命

运的聚总处。从此人们只知相术的“印堂”之

称，却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个称谓了。

拥有一颗柔软的心
清风慕竹

“印堂”为何指两眉之间
许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