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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挣了一些钱都接济穷苦工人、
车马夫们了”

施洋，字伯高，1889年6月13日生于湖北省竹

山县施家湾一个书香世家。他早期并非专门学习法

律，18岁时考入郧阳府立农业学堂学习蚕科，3年后

又转入郧阳农业中学继续学习。1911年辛亥革命爆

发后，因学校停办被迫终止学业。1912年回乡后创

办了国民学校和农务会，并分别担任校长和会长。

由于同情广大劳动人民深受剥削压迫、毫无公平正

义的悲惨境地，施洋毅然决定由学农转为学法，立志

维护劳苦大众的切身利益。于是他于1915年考入

湖北法政专门学校学习法律，1917年以优异成绩毕

业后便开始在武昌从事律师职业，1919年加入武汉

法政学会并被推荐担任副会长，1922年担任武汉工

团联合会（后改为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的法律顾

问，1923年担任京汉铁路总工会法律顾问。

作为一名律师，施洋凭借自己的职业身份、社会

地位以及不菲收入，完全可以过上丰衣足食、无忧无

虑的生活，但是他并没有贪图安逸和享乐，而是一心

专注保障劳工人权，为广大劳工伸张正义。他心系

劳工，与劳工打成一片，不仅免费为他们打官司，还

无偿对贫苦劳工进行资助。施洋在被捕入狱后写给

妻子的信中说道：你问我“你一个有名的律师为啥还

这么穷？”我说：“挣了一些钱都接济穷苦工人、车马

夫们了。”施洋也因此被大家称为“劳工律师”。

立志“为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一切”
1922年6月，施洋经中共二大代表、工运领袖许

白昊和党的早期领导人项英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他在自己的入党申请书上写道：“我愿为工人运动，

为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一切乃至牺牲宝贵的生命。”施

洋不仅是这么说的，更是这么做的。他在未正式加

入中国共产党之前，就一直在积极支援、组织工人和

学生的爱国主义运动。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施

洋不遗余力地支持学生运动、开展救援活动、组织并

援助工人斗争。他利用时任武汉律师公会副会长身

份将被军警杀害的学生送法庭检验，召开紧急会议

向律师公会建议提起公诉并要求严惩凶手，连夜起

草宣言传单，组织商民罢市，支持学生爱国行动。

1920年，施洋在武汉参加了我党早期组织成立的马

克思学说研究会，有机会接触和阅读了《共产党宣

言》，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他经常深入工人群众，了

解工人困难和疾苦，倾听他们的主张与诉求。他发

起组织“平民教育社”，参与创办平民学校，宣传马克

思主义，积极从事有计划的工人运动。

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施洋先后组织或参

与领导了汉阳钢铁厂工人罢工、英美烟厂工人罢工、

汉口人力车夫罢工等数十次工人运动。特别是1923

年施洋参与领导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成为我党

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顶点。由于北洋军阀

的疯狂镇压，罢工最后以失败告终。1923年 2月7

日，施洋被北洋军阀以“煽动工潮”的罪名逮捕入

狱。在法庭上，施洋怒斥北洋军阀的滔天罪行，揭露

北洋军阀的反动本质。1923年2月15日，他被押上

刑场。面对军阀的枪口，施洋慷慨激昂、大声疾呼：

“我只希望中国的劳动者早些起来，把军阀、官僚、资

本家和你们这般替他们作走狗的人，一起都食肉寝

皮”“你们杀了一个施洋，还有千万个施洋”，在振臂

高呼“劳工万岁”中英勇就义。

“让下一代都能继承烈士的遗志”
施洋牺牲一年后，李大钊在《追悼列宁并纪念二

七》一文中写道：“施洋同志的死，在我尤为伤心”，

“他们的精神，还是像车轮——京汉火车的车轮，不

息地在工友方面转，好像指导我们后死者要不断地

前进”。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的林育南为了

纪念和缅怀施洋，于1924年 2月写下《伯高死的含

义》，指出：“伯高死了，他留给我们的革命精神是教

我们永远不会消失的”，我们“编印成这本纪念录，以

纪念他的革命精神，并序述他死的意义，以告国人”。

林育南提到的这种“革命精神”，就是施洋身上

所展现出来的一心为民的奉献精神、真挚而强烈的

爱国主义精神、为共产主义事业甘愿牺牲一切的大

无畏革命精神。施洋一心为民，全心全意为劳苦大

众服务，组织领导罢工时不顾个人安危、身先士卒、

冲锋在前，赢得了广大工人群众的拥护和爱戴，他表

示“为劳动阶级的利益，奔走呼号，这是我的职责”。

施洋有着一颗真挚和强烈的爱国之心，在敌人押送

他的过程中，他也不忘向反动军警宣传爱国救亡的

革命道理；面对敌人“为什么要参加五四爱国运动”

的审讯时，他义正词严地回答：“我为国民一分子，爱

国是国民天职”；在刑场上面对敌人执法官“要不要

写家信”的询问时，他正义凛然地回答：“中华民国就

是我的家”。施洋有着甘愿为共产主义事业抛头颅、

洒热血、牺牲一切的革命精神，他曾经在狱中说：“斗

争总是要流血的，这没有什么可怕，不过这些人为什

么要流血？要一代一代地讲下去，让下一代都能继

承烈士的遗志，争取革命的最后胜利。”

施洋

夏衍是我国近代著名文学、电影、戏剧作家和社会活动

家。作为我国上世纪30年代开始的左翼戏剧运动的先驱者和

主要领导者之一，夏衍对中国现代话剧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突出

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担任文化部副部长期间，还改

编拍摄了《林家铺子》《革命家庭》《烈火中永生》等影片。

夏衍在“文革”中饱受“四人帮”的迫害。1966年6月，

文化大革命开始，他被关押在文化部机关“大庙”内，在群众

大会上遭到批斗。12月4日凌晨1时，被红卫兵架走，7日

交解放军“监护”。直到1975年7月12日，先后被关在北京

卫戍区和秦城监狱，前后达8年7个月，并被踢断了右腿。

许多文艺界人士没有熬过“文革”10年，夏衍却熬出来

了。他靠的是什么呢？1974年夏衍在秦城监狱中偶然想

起明末清初民间流传甚广的一首剃头打油诗：“闻道头须

剃，而今尽剃头，有头皆要剃，不剃不成头，剃自由他剃，头

还是我头，请看剃头者，人亦剃其头。”

一时兴起，夏衍戏改此诗：“闻道人该整，而今尽整人，

有人皆可整，不整不成人，整自由他整，人还是我人，请看整

人者，人亦整其人。”诗末自批曰：“往事如梦，一笑可也，何

必伤神。”夏衍的诗比原诗更深刻，它告诉人们，爱整人的人

又有几个逃得脱被整的下场？揭示了“文革”中林彪、“四人

帮”整人的社会现实，反映了作者身处逆境而达观、洒脱的

心态。“四人帮”倒台后，夏衍活到95岁高龄。

■ 冯忠方 据《人民政协报》

李叔同1880年生于天津，父亲为李

鸿章同年进士，官至吏部主事。致仕后经

营盐业，兴办银行，为津门富豪。

李叔同幼年丧父后，教育培养基本靠

生母王夫人，是以奉母至孝。生母去世，

对他刺激很大，认为自己的“幸福时期已过

去”，乃东渡日本留学。他刻苦学习，勤奋创

作，其作品获得了当时日本美术界的很高评

价。这些艺术珍品在他1918年出家前寄赠

给北京美术学校作资料，可惜大多失散。

1940年，印度诗人泰戈尔邀请李叔同将他

的作品送欧洲举办的世界美术展，临时竟一

幅都找不到，只好作罢。现今保存的李叔

同画作不过十幅，但均为艺术瑰宝。

李叔同是一个坚定而执着的爱国

者。留日期间，就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

会，参与反清的革命斗争。作为激进的青

年，他不满黑暗的现实，要求改革社会，报

效国家。满腔爱国激情，化为澎湃激昂的

诗句：“双手裂开鼷鼠胆，寸金铸出民权

脑。”“男儿若论收场好，不是将军也断头。”

辛亥革命后，军阀统治使社会更加黑

暗腐败。深感苦闷和孤独的李叔同应杭

州浙江两级师范学校之聘，担任音乐、美

术教师，以实践他早年确立的“以美淑世”

“经世致用”的教育救国理想。该校师生

中英才辈出，夏丏尊是国文教师，丰子恺、

潘天寿、刘质平、吴梦非等一批负有盛名

的画家、音乐家就是该校优秀学子。

1918年，李叔同在虎跑寺皈依佛门，

法号弘一。这位渐臻于完美之境的大艺

术家，发愿精研戒律，严格依照戒律修持，

虔诚得近乎苦行僧。他出世也不忘初心，

面对日寇横行，国人生灵涂炭，1941年愤

书一幅横卷：“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

佛。”其跋语写道：“佛者，觉也。觉了真

理，乃能誓舍身命，牺牲一切，勇猛精进，

救护国家。是故救国必须念佛。”他皈依

佛门，不是“走投无路，遁入空门”，而是

痛感于众生疾苦，为了人生之根本问题

“行大丈夫事”的。

李叔同能修成一代高僧，就是大师在

这尘缘之中，让我们更多看到的是一丝一

毫不肯苟且的做人态度，是“救护国家”的

火热心肠，是对生命的无限热爱与悲悯。

■ 沈治鹏 据《人民政协报》

施洋：心系劳苦大众的“劳工律师”

施洋是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的杰出领导人、中

国首位“劳工律师”，曾领导了汉阳钢铁厂工人罢

工、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全国第一个地方总工会——武汉工团联合会的主

要发起人与实际组织者，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

党，次年被北洋军阀逮捕杀害，牺牲时年仅34岁。

毛泽东曾高度评价施洋：“施洋同志的牺牲，证明

了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自己的政党，是最保护

工人阶级利益的。” ■ 高建伟 据《学习时报》

夏衍巧改剃头诗李叔同愤书抗日横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