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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爱，原名黄正品，湖南甲种工业学校(以下简

称“甲工”)毕业后，赴京津就学，1919年的五四运动

激起了他的爱国热情，遂改名黄爱，以示时刻不忘爱

国。在天津时期加入周恩来、邓颖超等发起成立的进

步革命团体———觉悟社，并结识李大钊，后去陈独秀

在上海创办的新青年杂志社做缮写校对工作。

1920年9月，黄爱返回长沙，与“甲工”同学庞人

铨组织湖南劳工会。

1921年4月， 黄爱和庞人铨发起湖南第一纱厂

公有运动，声称“誓死反对湖南三千万人的脂膏兑来

的第一纱厂， 完全的利益都归到几个商人荷包”，反

对以极低廉价格承租的华实公司“引狼入室”招收外

股、拒绝湖南机师和职工。同时亦认为每天十小时以

上的工作制不合理，而认为应当推行“八小时工作，

八小时教育，八小时休息”。

湖南第一纱厂为民国建立之初， 湖南银行划拨

200余万元公款， 向德国购进4万纱锭的纺织设备，

在湘江西岸银盆岭 (后裕湘纱厂沿用其遗址) 建成。

1921年华实公司招商将纱厂暗中转顶给湖北买办

赵子安，1921年4月13日，黄爱、庞人铨召集工界三

千多人，渡过湘江，到第一纱厂示威，迫令华实公司

停工，并令湖北赵子安不能包办第一纱厂。赵恒惕采

取高压措施遣散了示威队伍， 而华实公司资方从此

忌恨领导工人运动的黄爱和庞人铨。

1922年春节前夕， 第一纱厂工人要求按照沪、

汉等地纱厂的规定，年终发给工人双薪，结果工方与

资方发生冲突。1月16日深夜， 赵恒惕派枪兵百人，

在落星田湖南劳工会会部逮捕参与湖南第一纱厂替

工方调停的黄爱和庞人铨，未加审判，即于次日凌晨

将黄、庞杀害在浏阳门外识字岭刑场。

周恩来悼黄爱和庞人铨《生离死别》诗：

壮烈的死，苟且的生。贪生怕死，何如重死轻生!

生别死离，最是难堪事。别了，牵肠挂肚；死了，毫无

轻重，何如做个感人的永别!没有耕耘，哪来收获?没

播革命的种子，却盼共产花开!梦想那赤色的旗儿飞

扬，却不用血来染他，天下哪有这类便宜事？坐着谈，

何如起来行？贪生的人，也悲伤别离，也随着死生，只

是他们却识不透这感人的永别，永别的感人。不用希

望人家了!生死的路，已放在各人前边，飞向光明，尽

由着你!举起那黑铁的锄儿，开辟那未耕耘的土地。

种子撒在人间，血儿滴在地上。本是别离的，以后更

会永别!生死参透了，努力为生，还要努力为死，便永

别了，又算什么？■

最早牺牲的

工运领袖

———黄爱、庞人铨

黄爱和庞人铨是我党最早牺牲的工

人运动领袖，他们的牺牲震惊全国，影响

海外，北京、上海、广州甚至日本东京均举

行黄、庞追悼会。毛泽东即在长沙船山学

社两次主持追悼会。时在德国的周恩来得

知黄、庞被害消息，写下《生离死别》一诗

悼念死者。1927年1月前后，长沙人民公葬

黄爱、庞人铨于岳麓山(即今穿石湖之南)。

周恩来写《生离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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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小时工作，八小时教育，八小时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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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的

共产党女党员

———缪伯英

缪伯英（1899-1929），湖南长沙人。出

生书香门第，自幼勤奋好学，1919年，以优

异成绩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理化

系， 不久转到北大参加工读互助团活动。

在北大，多次聆听李大钊讲授的“唯物史

观”、“工人的国际运动”等课程，潜心阅读

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书籍，逐步

成为一个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进步青年。

1920年初，缪伯英参加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

会，同年11月，加入李大钊组建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

成为中共党史上第一个女党员。入党后，缪伯英积极

为党工作，因积劳成疾，年仅30岁即英年早逝。

在父亲的教育和影响下， 缪伯英从小就喜欢读

书，并于1919年7月以长沙地区考分第一名的成绩，考

取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理化系。 不满20岁的缪伯

英，奔赴北京读书，开始走上了新的历程。

她到北京不久，就结识了正在北京大学文科政治

系学习的何孟雄。当时，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中

心，《新青年》等进步刊物广泛流传，各种社团纷纷涌

现。在何孟雄的介绍下，缪伯英对北大的活动产生了

浓厚的兴趣，经常去那里看书读报、听演讲。不久，她暂

时中断了在女师大的学习，到北大参加工读互助团活

动。

1920年3月，在李大钊的倡导下，北大进步学生邓

中夏、何孟雄、高君宇、罗章龙、李骏、朱务善等19人发

起成立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不久，缪伯英经

何孟雄介绍加入该会。在李大钊的引导下，缪伯英接

受了马克思主义， 逐渐摆脱了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成

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据当时和她在

一起学习、活动的人回忆，那时正和缪伯英恋爱的何

孟雄的无政府主义思想， 还是缪伯英受李大钊的委

托，帮助他转变过来的。

1920年9月，李大钊、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等人

在北京成立了共产主义早期组织北京共产党小组。接

着，又成立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缪伯英是最早入

团的成员之一，参加了10月间在北大学生会办公室举

行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刚诞生的北京共产党

小组，11月间经历了一次思想论战， 坚持无政府主义

观点的成员退出了小组。为了充实力量，北京共产党

小组从青年团员中吸收了缪伯英、何孟雄、高君宇、邓

中夏、李骏5人入党。缪伯英就成为当时北京地区唯一

的女共产党员，也是我国早期共产党组织中最早的一

名女党员。

在革命的道路上，她与何孟雄志合道同，结下了

深厚的友谊，并发展成为爱情。1921年秋，两人结婚。

婚后，他们住在北京景山西街的中老胡同5号寓所。这

个新家庭是北京党组织的一个联络站，陈独秀从上海

赴苏出席共产国际“四大”，取道北京时，就住在他们

家里。缪伯英、何孟雄一面读书，一面从事革命运动，

被同志们称为一对“英”、“雄”夫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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