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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末

从 1898年起修建的中东铁路，始于殖
民者强权和掠夺，背负着屈辱与血泪，更孕
育了被压迫者的奋起抗争。“在马克思主义
改变中国命运的前夜，中东铁路沿线的产
业工人是当时中国较早接受社会主义思潮
和十月革命影响的一支队伍。”哈尔滨市委
史志研究室党史编研处副处长边清山向笔
者介绍说。

据史料记载，1905年 11月，俄国社会
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在哈尔滨成立了“俄
国社会民主工党哈尔滨工人团”，派舒米雅
茨基在中东铁路哈尔滨临时总工厂（东省
铁路哈尔滨总工厂前身）以车工身份作掩
护，开展革命活动。布尔什维克组织不仅
对哈尔滨临时总工厂工作的300多名中国
工人有很大的影响，而影响也波及到松花
江的航运工人和哈尔滨的面粉工人。

时间拨回到 1907年 5月 14日（俄历 5
月1日），这一天，午休的汽笛声一响，中俄
工人潮水般地涌出厂门，向松花江边汇聚，
他们中间不仅有中东铁路哈尔滨临时总工
厂及机务段上的铁路工人，也有印刷工人、
面粉工人和装卸工人，形成3000多人声势
浩大的队伍，工人们高举旗帜，发表讲演，
反对剥削压迫，要求改善待遇。

在松北区冰峰街全国总工会哈尔滨劳
模技能交流基地院内，矗立着“中国工人首
次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纪念地”雕塑，再
现了这次中俄工人为工人阶级的利益和理
想斗争的场景。

“这是中国工人第一次庆祝自己的节
日——‘五一’劳动节，这一壮举是中国工
人阶级崛起的象征。”边清山说。

中东铁路沿线的铁路工人最早得到十
月革命胜利消息，他们为之热烈欢呼庆
祝。从1918年到1920年间，中俄工人为反
对盘踞在中东铁路的沙俄残余势力和白匪
军，以及外国干涉者，掀起了全线四次大罢
工，在国际工人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
页。

“史料显示，哈尔滨是马列主义向中国
传播最早的前沿阵地。这一传播最先是由
无产阶级政党俄国布尔什维克组织领导
的，之后是旅俄华人和先进知识分子。”哈
尔滨党史专家张伟向记者讲述，“旅俄华工
联合会”陆续派人回国宣传俄国十月革命，
数万华工冲破当时北京政府的阻挠，通过
中东铁路回国，他们带回了《旅俄华工大同
报》《华工醒世报》《社会警钟》等报刊和大
量宣传十月革命的书籍，并将目睹和亲历
的俄国革命情况，介绍给周围的人。

“工人运动的风起云涌和马克思主义
的传播，形成了阶级基础和思想基础，哈尔
滨才可能成为东北地区党组织建立最早的
地方。”他说。

中东铁路以哈尔滨为中心枢纽，北至
满洲里，东至绥芬河，与西伯利亚铁路相连
接，横贯吉林、黑龙江两省，哈尔滨正处于

“丁”字形铁路的交汇点。中国早期革命志
士经由中东铁路奔赴苏联，形成了一条通
往苏联和共产国际的“红色之路”，李大钊、
陈独秀、李立三、瞿秋白、张太雷、罗章龙等
人都曾踏上中东铁路，为中华民族的解放
寻找出路。

1920年的哈尔滨风云涌动，中国共产
党早期领导人之一瞿秋白以北京《晨报》特
派记者身份赴苏俄考察采访。由于铁路受
阻，他在哈尔滨一住就是 50多天。然而，
让瞿秋白意想不到的收获是“先得共产党

的空气……”
瞿秋白参加了哈尔滨庆祝十月革命三

周年大会，他在《饿乡纪程》中这样写道：只
见“坛下挤满了的人，宣布开会时大家都高
呼‘乌拉’，这时全体到会者哄然起立唱《国
际歌》，声调雄壮得很。这是我第一次听见
《国际歌》。”

哈尔滨道外区靖宇大街 23号是教育
家、社会活动家邓洁民的旧居，这里也是周
恩来 1917年和 1920年两次来哈尔滨从事
革命活动居住的地方。

眼下这栋“历史遗存”抢救修复工程已
经启动，当笔者赶到这里，整个楼体被灰色
外壳遮盖，完成修缮后，这栋砖混结构的二
层楼房将成为“活教材”，引领更多的“后
浪”了解历史，感受中国早期革命者的热血
青春。

邓洁民是哈尔滨宾县人，他在哈尔滨
创办了被誉为“第二南开”的东华学校，学
校从 1918年至 1922年仅开办了 4年，却以
宣传五四精神、宣传共产主义思想闻名，并
一度成为红色交通线上中国共产党赴苏人
员的中转站和落脚处。

在东华学校的神秘客人当中，出生在
宁安的马骏也是邓洁民的南开校友，上个
世纪 20年代他曾在哈尔滨、宁安、吉林从
事革命活动。

“中东铁路这条红色交通线，见证了中
国共产党人伟大初心的孕育”。马骏的孙
女、原中国民族贸易促进会副会长马丽颖
通过电话接受笔者采访，她表示，“爷爷为
救亡图存奔走呼号向死而生，就义时年仅
33岁，为改变中国的贫穷落后，无惧荆棘
艰险。今天，对先辈最好的敬意，就是不断
赓续传承这片星火。”

1923年 10月，中共哈尔滨组成立，这
是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地区最早建立的党组
织，以中共哈尔滨组成立为开端，党在辽
宁、吉林、中东铁路沿线的主要城镇迅速建
立了党的基层组织，或派党员开展活动，东
北大地从此遍撒革命的火种。

横道河子是中东铁路东线上重要节
点，1926年 10月，横道河子七里地村建立
了牡丹江地区第一个党支部，吸收了 8名
铁路工人光荣入党。

如今，人们走进七里地村党支部旧址，
透过一件件承载着厚重历史的展品和图
片，依稀感受着百年前的余温。近年来，这
间传奇木刻楞房子已成为常学常新的生动
课堂，越来越多的党员来此重温入党誓
词。站在新发展阶段起点上，用坚定的理
想信念激励自己，跑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的“接力赛”，不负时代所托。

东省铁路哈尔滨总工厂遗址东省铁路哈尔滨总工厂遗址。。

坐落于哈尔滨松北区的“中国工人首
次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纪念地”雕塑。

横道河子七里地村党支部旧址。

原东省铁路哈尔滨总工厂锻造分厂，1903年动工修建，1907年建成。

在小兴安岭，松鸦
有个好记的绰号叫“山
和尚”，因为它东飞西
落，总是独来独往，就像

“独行侠”。说起山和
尚，会想起另一个同样
不雅的俗名 ：“ 黑寡
妇”。黑寡妇也是山林
中喜欢形影相吊的鸟
儿，它身着一袭漆黑外
罩，头顶有缕红缨，特征
明显。它们看起来都是
性情怪僻的“孤家寡
人”，偶尔在林中碰上也
互不理睬。

松鸦块头不大，但
嗓门特高，整天叫嚷不
休。它最大的长项是能
够模仿一些鸟儿的叫
声，有时这种高超的口
技表演也能达到以假乱
真的地步。但大多时
候，它只是本能地发出
难听的噪音。

松鸦从不储备食
物，啥时饿啥时寻觅些
昆虫、草子果腹。在冬
天食物短缺时，松鸦常
进入山边的村屯，到庄
稼地和田园里找些人们
丢弃的苞米等食物，因
而常被人们用夹子捕
捉。由于缺乏远虑，松
鸦的生存能力很差，只
有金秋松塔成熟，才能
过上一段好日子。它们
喜吃坚果却不懂得储
藏，吃饱便忘乎所以地
大喊大叫。

有时你若听到一只松鸦叼着枚
松塔落在石块或倒木上，旁若无人
地边蹭嘴边叫嚷，你疾跑上去大吼
一声，它就顾不上嘴边的美味，惊慌
失措地飞上树去了。拾起松塔，看
着树枝上松鸦气呼呼的模样，感觉
特别好笑。这时候它开始使出浑身
解数变换腔调，那鹦鹉学舌般的怪
嗓门，颇为滑稽，其实，它极有可能
是用一种你听不懂的语言在骂你这
个半路劫食的“强盗”。

爱叫的鸟儿没心眼儿，太过张
扬同样容易给自己惹祸。松鸦习惯
整天大喊大叫，常暴露自己，引来山
猫、鹰等天敌，将自己置于危险境
地。啄木鸟则从不做无聊的聒噪，
很低调，总是有条不紊地默默干自
己的事。它们将窝建在高高的枯树
洞内，温暖且安全，窝内浆果干果等
食物储藏丰富。但啄木鸟并不坐吃
山空，天气好时还外出觅食，它用利
喙啄击树木的声音，四季不停地回
响在森林里。那当当当的声音像是
为森林驱赶寂寞，更像给虫类敲响
丧钟，其实，那声音还包含一个很重
要的信息，就是只有勤劳，才不会饿
肚子。

（本文图片均为本报资料片）

啄木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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