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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尘 不 染 的 长 袍 ，油 亮 整 齐 的 头
发，浓密的胡须掩盖不住坚毅的面庞，
这是马丽颖脑海中祖父马骏永远的青
春形象。

他有至真至纯的深情和忠诚；
他有烈火般燃烧的执着和激情；
他，是在吉林开展革命活动的第一

位共产党员；
他一生都在为救亡图存奔走呼号；
他英勇就义时年仅 33岁。
65 岁的马丽颖，一生都在收集祖父

的各种资料。许多的故事，把我们的思
绪拉回到百年前，去见证这位共产党员
风华正茂的青春。

我要牵着你的手

马骏出生在吉林宁安（今黑龙江省
宁安市）一个回族家庭。他热爱读书，
关心国家大事，父亲带回宣传十月革命
的俄文小册子，让马骏逐步接触到新思
想。他和杨秀蓉结为夫妻后，不论走到
哪，都紧紧牵着杨秀蓉的手。

“奶奶常常讲起这件事。她说，虽
然难为情，但心里更多的是对爷爷的信
任和依赖。”马丽颖说。

不仅执意要牵手，就连杨秀蓉这个
名字，都是马骏起的。那时，许多妇女
随夫姓，杨秀蓉曾被唤作“马杨氏”。

被新思想洗礼的马骏，看不惯这
样的习俗，不仅给妻子起了名字，家
里 的 女 眷 都 被 他 重 新 拟 了 正 式 的 名
字。“男女平等，我们要尊重女性。”
马骏说。

1922 年，马骏回到家乡，组建了东
北地区第一个中共党组织“宁安党小
组”，从事地下工作。夫妻聚少离多，天
津、北京、吉林……远赴各地开展革命
活动的马骏，常常是悄无声息地离家、
归来，如此往复。

即便是短暂的欢聚，也难掩这位共
产党员对孩子的爱。留着大胡子的马
骏，每次回来都要抱着孩子亲昵好久，
硬硬的胡茬总会惹哭孩子。“奶奶和我
讲，爷爷看见孩子，‘死稀罕死稀罕’。”
马丽颖温情地说。

革命比生命更重要

1919 年 ，五 四 运 动 的 消 息 传 至 天
津，学生们立刻组织起来。正在天津南
开学校求学的马骏，凭借出色的组织能
力成为学生运动的重要领导人。

正值“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
市”运动如火如荼之际，本来已经同意
罢市的天津商会，迫于政府压力临时反
悔。马骏听到这一消息，迅速赶到商
会，要求他们履行承诺。

会堂里，一位张姓商人接连质问马
骏：“马同学家在天津否？在天津有财
产否？在天津有家眷否？”马骏均回答：

“没有。”张姓商人又问：“马同学家不在
天津，在天津也没有财产，可知道罢市
给我们商人带来的损失？”

听到如此挑衅之言，马骏反问张姓
商人：生命和财产哪个重要？张姓商人
回答：当然是生命。马骏激昂地说：“马
骏在天津既无家眷也无财产，但有生命
在此。今天我就用我的一条命换你的
财产！”

言罢，马骏一头撞向室内的一个大
木柱，当场头破血流，晕死过去。在场
的商人们大惊失色，深受感动，会长当
即表示立即恢复罢市。天津的革命运
动掀起新的高潮。

让我和他们“骨碌”

1927 年 ， 白 色 恐 怖 笼 罩 大 江 南
北，中共北方区组织被严重破坏。正
在莫斯科学习的马骏奉调回到北京，
负责恢复党组织工作。当年 12 月，由
于叛徒出卖，马骏不幸被捕。消息被
秘密传到宁安，杨秀蓉带着刚满 3 岁的
小女儿，当掉所有家当，急匆匆赶往
北京。

正是寒风刺骨的时节，北京一个胡

同外，一位女子用尽全身力气，把一个
小女孩托举到高高的铁窗前。“看得到
吗？”杨秀蓉在外面喊。“看得到。”阴暗
的监牢传来马骏嘶哑的声音，却难掩开
心。

“下回你申请特殊接见，这样咱俩
就能在屋里见面，我也能抱抱孩子。”马
骏隔着一道墙和杨秀蓉大声说。

第二次探监，马骏如愿以偿。短暂
的团聚，让阴冷的监牢里多了些温暖，
马骏抱着孩子亲了又亲。当杨秀蓉提
出用钱“疏通”把马骏赎出去时，可没想
到，这一提议被他严词拒绝。

“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孩子们
今后能过上好日子。”马骏说，“你要好
好教育孩子，不要乱花钱，别管我，让我
和他们‘骨碌’（纠缠的意思）。”句句叮
嘱，在杨秀蓉听来，却是锥心之痛。她
知道，这一别，也许就是永远。

1928 年 2 月 15 日，马骏英勇就义。
被押赴刑场的路上，马骏还在用洪钟一
样 的 声 音 不 停 高 喊 ：“ 中 国 共 产 党 万
岁！”长长的胡须随风飘舞，他正义凛
然，面无惧色。

“ 爷 爷 的 一 生 是 短 暂 而 光 辉 的 一
生，为了人民，他不惜牺牲生命。”马丽
颖说，“他的精神，我们会一直传承下
去，勇敢前进！”

（新华社长春1月25日电）

来 生 再 牵 你 的 手
——忆黑土地上的播“火”者马骏

新华社记者 段 续 徐子恒

1926 年七八月间，中共太原地委
组织部部长王鸿钧与山西省立二中

（位于运城）的乔子甲，在猗氏县西张
岳与安邑县东张岳等村开展党的工
作，在安邑县北相一带发展了相瑞生
等几名农民党员，并在相瑞生家里建
立了党的工作联络点。

1926 年下半年，中共北相特别支
部在安邑县北相镇建立，书记李尔明，
党员有相瑞生等，特别支部上属太原
地委领导。

1927 年 5 月，在王鸿钧及省委特
派员郭巨才的指导下，在山西省立二
中、省立二师入党的安邑籍邵掌业、郭
溪等人，建立了中共安邑支部，上属山
西省委领导。

1927 年 7 月，随着安邑县党员数
量的不断增加，活动范围的逐渐扩大，
在郭巨才的指导下，建立了中共安邑

县委，下辖中共北相农民支部和中共安
邑支部，共有党员 27名。

李 尔 明 ，男 ，1907 年 生 ，安 邑 县 北
相镇张村人，山西省立二中毕业，1926
年下半年由王鸿钧介绍入党。1927 年
7 月 ，党 组 织 建 立 了 运 城 第 一 个县委
——中共安邑县委，李尔明任安邑县委
书记。

1927 年，李尔明发动全县农民，在
安邑八蚱庙召开大会，斗争贪官县长郑
裕孚。同年 12 月，他组织领导安邑小商
贩与安邑商会开展斗争。

1928 年 10 月，李尔明领导了安邑县
农民抗代捐斗争。他派中共安邑县委组
织部部长牛守仁参加在解县十里铺由中
共河东特委领导的同盐警的斗争，发动
饥民捞盐度荒。

李尔明机智地与敌周旋斗争，敌人多
次抓他均扑空，后因病去世，终年22岁。

运城第一个县委——

中共安邑县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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