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909
>>2024年10月8日 星期二

主编 胡敏 视觉 胡颖 朱兴羽 校审 罗文宇 曹珂 特约

1 他是四川首个团组织发起人之一

1899年冬，钟善辅出生在四川涪陵（现重庆市涪陵区）
罗云坝一个农民家庭。父亲钟相池早年就读于四川成都蚕
丝学校，崇拜康、梁维新，向往实业救国，后回乡务农，希望
儿子钟善辅能好好学习，长大后也为救国救民贡献力量。

钟善辅自幼勤奋，聪颖好学，幼年在家乡罗云坝就读私
塾。家中兄弟姊妹多，生计日益困难，钟善辅总是抢着帮家
里干一些农活。17岁那年春天，他告别双亲，长途跋涉，来
到重庆一家纱厂当学徒。19岁时，在父亲鼓励下，经他在成
都高等师范学校读书的长兄钟伯良的帮助，钟善辅报考了
四川蚕丝学校，落榜后考入成都公立警监专门学校。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新文化运动在成都很活跃，
一些进步刊物如《星期日》《四川学生潮》等纷纷创刊，劳工
组织也建立起来。由于钟伯良是四川学联的活跃分子和
《四川学生潮》编辑之一，钟善辅因此得以和四川新文化运
动的一些领袖人物接触。在这一时间
段，钟善辅广览各种进步书刊，思想
为之一新。

1920年秋，钟善辅在成都
加入了王右木创办的马克思
主义读书会和平民夜校教
学活动，思想更为活跃。
1921年冬，在王右木组织
领导下，成都正式成立四
川第一个团组织——中
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四川支
部，钟善辅为团支部的发
起人之一。1922年春，王
右木创办《人声》周刊，邀钟
善辅为编辑之一。当年10月
15日，经团中央同意，成立中国
社会主义青年团成都地方执行委
员会，钟善辅被选为候补委员，负责工
人运动。此后，在成都团组织的5次改选中，钟善辅
均当选，由候补委员到执行委员。

团组织成立后，钟善辅在王右木的领导下，
深入“长机帮”的织锦工人群众中访贫问苦，做
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然后开办工人夜校，讲
授《千字平民识字课本》，宣传马克思的阶级
斗争学说，发动和领导工人争取改善生活待
遇等斗争，使党的工作在工人群体中扎根，为
四川工人运动的发展，奠定了思想上和组织
上的基础。

2 他是四川早期工人运动领袖

1923年2月，“二七惨案”发生后，成都市劳工
群众举行声援“二七”罢工大会，钟善辅在会上慷慨
陈词，痛斥军阀吴佩孚勾结帝国主义屠杀工人的
罪行，会后举行总罢工。钟善辅与孟本斋等发动
二十多个行帮的工人成立工会，会员总数超过万
人。5月，成都劳工联合会正式成立，钟善辅被选
为副会长。1923年秋，中国共产党成都独立小组
(支部)成立，钟善辅由王右木介绍，在成都秘密加
入了中国共产党。

入党后，钟善辅以共产党员的高标准严格
要求自己，更加活跃在成都工人运动的舞台
上。当年冬和次年春，他先后领导了生绉工人
和长机工人为改善生活、提高工资待遇而举行
的两次大罢工，并取得了局部胜利。在此期
间，他和孟本斋还成功领导了“长机帮”工人
“反朱尺”的斗争。

当时，织锦工人每天劳动十多个小时，资
本家还嫌不够，制定出比市尺长3%的朱尺作
为行业标准尺，榨取工人血汗。钟善辅带领
工人罢工，取得了胜利，不仅废掉了“朱尺”，
工人工资还增加了30%。同时，钟善辅还参
加和领导了成都学运、四川民权运动大同盟、
“五卅”惨案成都国民后援会等工作。

1925年冬，在白色恐怖下，钟善辅同高
思伯、李宗林等深入人力车工人群众中组
织工会。次年1月初，成都人力车夫工会
成立，会后举行数千人力车工人的罢工游
行，要求增加工资，取消重租金、高押金。
车主以停止租车相对抗，钟善辅为此领导
工会连续发表4个《宣言》，博得社会舆论
的同情和支持，钟善辅以成都劳工联合
会名义，号召市郊全部人力车停驶，阻绝
交通，迫使当局采取措施，令车主作出

让步。这次斗争持续月余，终于取得了最后胜利。
随着工运蓬勃发展，钟善辅在工人群众中的威望也与

日俱增。1927年春，他出任中共成都特支工运委员；9月至
10月初，万县惨案成都国民雪耻会及其所领导的罢工委员
会相继成立，钟善辅任主任委员；这期间，42个基层工会联
合成立成都市工会，钟善辅以全票当选为副会长。市工会
成立前后，钟善辅还运用和依靠华西大学等4校退学团、中
国服务英侨工人罢工团、成都市民对英经济绝交等3个“铁
拳头”，沉重打击了英帝国主义在成都地区的势力和嚣张
气焰，斗争取得了胜利。

1927年2月，钟善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驻川职工运动
指导专员。1927年4月，钟善辅到武汉出席党的第五次全
国代表大会。此后不久，钟善辅又出席全国劳动大会。会
后返川，任中共川西特委委员。

3 被捕前在茶盘背后刻下凌云诗句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成都市工会被反动当
局封禁，孟本斋被杀害。钟善辅受到成都三军联合办

事处的通缉，地下党组织将钟善辅转移到灌县、邛
崃、嘉定、五通桥等地，秘密进行农运、工运和军
运工作。此间，他也作过最坏的准备：曾在成
都总工会的印盒上镌刻下“生做坚强士，死为
精忠魂”的誓言。

在成都领导工运期间的1926年春，钟
善辅受成都特支书记刘愿庵的派遣，秘密
回到家乡涪陵罗云坝发动革命斗争，创建
农村党组织。钟善辅回到罗云坝才几天，就
在文昌宫办起了农民夜校，宣传发动农民开
展革命运动，迎接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钟

善辅吸收当地进步青年李焕堂、刘伏洋、尹觐
阳等加入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川东第一个农村支
部中共罗云支部，由李焕堂任中共罗云支部书记。

1928年，成都“二一六”事件后，钟
善辅又奉命在罗云组织春荒暴

动。经过深入发动和引导，罗
云党组织领导的“土地会”很
快发展壮大，组织了声震川
东的罗云土地会农民武装
起义，公审和枪毙了20多
个罪大恶极的恶霸地主。
此后，钟善辅又组织成立
了农民赤卫军，作好了成
立四川红军第二路游击队
的准备工作。

1929年，钟善辅在中共川
东特委（驻重庆）军委工作。同

年秋，出任中共江巴县委书记，化名
钟明。1930年初，钟善辅担任中共丰都

县委书记，他偕夫人李竹筼（1922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
年团）来到丰都县适存女中，以任教员为掩护，开展地下斗
争。在中共四川省委军委书记李鸣珂的领导下，钟善辅全
面负责丰都的军运工作，为建立四川红军第二路游击队作
最后的准备。

1930年春，四川红军第二路游击队在涪陵罗云坝成
立，钟善辅担任后勤、策应工作。当年4月下旬，钟善辅准
备“五一”节在丰都举行大规模学生示威游行，以牵制国民
党当局对四川红军第二路游击队的围剿。不慎被泄密，钟
善辅果断决定取消游行活动，并立即转移党团员骨干，以
保存实力。

面对险恶的处境，钟善辅镇定自若，坚信革命事业终
将胜利，在留给妻子的茶盘背面，亲手刻下了“马列能救
国，共产始成业，强暴皆不惧，恶妖得消灭”的诗句。

1930年4月30日下午，钟善辅所在的丰都县适存女
中放“五一”假，校园显得格外寂静，并没发现什么意外迹
象。当夜，没来得及转移的钟善辅悄悄潜入丰都县中学，
在煤油灯下与团县委书记熊达士共商下一步工作至次日
晨。突然，一百多名全副武装的军警包围了学校，二人不
幸被捕。

在狱中的三天三夜，敌人先用煤油灌进钟善辅嘴里，
再用铁丝穿过两个大拇指头把他吊起来，拇指关节折断
了，又上夹板吊打。钟善辅受尽酷刑，被敌人折磨得死去
活来，但穷凶极恶的敌人却只得到他斩钉截铁的回答：“砍
断我的头颅，也休想从我身上得到你们需要的片言只字!”
5月4日，无可奈何的敌人在丰都商业场街口将钟善辅和熊
达士杀害，钟善辅牺牲时年仅31岁。

1957年2月，由毛主席签署的烈士光荣证书，寄到了钟
善辅家属手中，证书高度赞扬钟善辅“在革命斗争中光荣
牺牲，丰功伟绩，永垂不朽！”

（作者单位：重庆市涪陵区委党史研究室 图片由作
者提供）

钟善辅是中共五大代表，牺牲时年仅31岁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为他签署烈士光荣证书

被捕前他在茶盘背面刻下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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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涪陵罗云坝
走出来的四川工运
领袖钟善辅曾是中
共五大代表，他在

涪陵建立了川东第一个农村
党支部，组织土地会暴动，
成立农民赤卫军，组建四川
红军第二路游击队。1930
年5月4日，钟善辅在丰都
商业场街口被敌人杀害，牺
牲时年仅31岁。

1949 年新中国成立
后，毛泽东主席亲笔签署
的光荣证书送到烈士家属
手中，证书高度赞扬钟善
辅“在革命斗争中光荣牺
牲，丰功伟绩，永垂不
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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