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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西海岸新区是革命老区，有着光荣的
革命传统和厚重的红色文化积淀，孕育了一代
又一代优秀的共产党人，留下了一个又一个血
火交织的革命故事。在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
诞之际，本报与中共青岛西海岸新区工委党史
研究中心（区地方史志研究中心）共同梳理西海
岸红色资源，探寻红色遗址遗迹，联合推出“红
色印记”专栏，与读者一起追忆中国共产党在西
海岸风雨兼程的峥嵘岁月，缅怀先辈伟绩，继承
革命遗志，传承红色基因。

铁汉英雄
薛文英

  山东早期工运领袖、青岛西
海岸第一位共产党员———

  薛文英出生在多灾多难之秋。
1893年7月，薛家岛一带飞蝗蔽日，秫
粟被食一空。生活所迫，父亲曾想把
薛文英送人。经母亲再三哀求，他才
总算被留在了这个穷困的家。1897年
11月，德国侵占胶州湾。翌年，中德签
订《中德胶澳租借条约》。从此，胶州
湾、青岛及黄岛、薛家岛等地一起沦为
德国殖民地。
　　德国侵占胶州湾后，大肆进行经
济掠夺。在薛家岛，他们开窑厂、建码
头、设兵营，横行霸道。当地百姓只能
默默忍受，偷偷哀叹。这一切在薛文
英幼小的心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薛文英自幼性格豪爽、聪明好学、
读过私塾，后转到德国人开办的学堂
读书。这期间他耳闻目睹了德国侵略
者的掠夺与欺压，同时也体会到了乡
亲们饱尝辛酸的痛苦。18岁时，薛文
英告别了新婚妻子，投奔潍县的兄长
继续求学。1914年，不满德、日帝国主
义侵略并有切肤之痛的薛文英弃学应
招，报考津浦铁路济南机器厂。
　　入厂考试有背砂袋、扛钢轨、抡大
锤砸木桩三个项目，有一体弱工人考
试时被砂袋压倒，德国总监便命人拖
走，并骂道“东亚病夫”。薛文英看在
眼里，气在心里，甩手便走。薛文英是
应考者里唯一一个身穿大褂的书生，
德国总监本就好奇，拦下后问其会不
会写字。薛文英提笔沾墨写了“中国
人”三个行书大字，赢得大家纷纷称
赞，于是被越级录用为帮工匠。作为
一名中国人，一名有血性的年轻人，面
对侵略者和被列强欺压的国人，薛文
英的内心隐隐作痛。
　　“爷爷当时从事的是地下保密工
作，一开始家里人并不知道这段历
史。”薛文英烈士的孙女薛秀梅回忆
说，1984年左右，济南那边来人到村里
寻找爷爷的亲属和事迹，那段尘封的
故事才慢慢掀开。
　　据介绍，入厂后，薛文英被分配到
当时厂里最有技术的花车场任帮工
匠。工作中他勤奋好学，尽管师傅把
油漆配方视为秘宝，缄口不露，但师傅

的独门配漆法很快就被薛文英掌握
了。四年后，薛文英晋升为工匠。由
于他为人仗义且技术过硬，在工友中
威信极高。
　　1919年巴黎和会上，西方列强无
视中国的主权，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
转交给日本，引发了史无前例的反帝
反封建的五四运动。消息传到了济南
大槐树机厂。家乡已被德国占领多年
的薛文英听了倍加愤慨，随即和厂里
的工人，特别是胶东老乡联合起来自
发参加济南的游行集会与抗议活动。
　　同年5月22日，济南各界人民在南
门外大校场召开请愿大会。大厂的上
千名工人由薛文英、李广义等人组织
上街游行。9时许，游行队伍到达南门
外大校场。这时，十万多人云集会场，
共商收回山东主权办法。劳工界纷纷
登台演讲，薛文英更是慷慨陈词：“同
胞们！我的家乡在山东，在薛家岛，那
是我们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可是，
22年前它被德国强占了，我的父老兄
弟受尽凌辱，痛苦不堪。此为我同胞
的深仇大恨！现在，日本又要强占山
东。如果为日本人所有，痛苦更深，这
是多么不公道？我们要致电政府及其
外交代表，还我山东！还我港湾！还
我铁路！还我矿山！否则，我们工人
将以命救国！”一席话引起全场大声疾
呼：“还我青岛！”“收回山东权益！”
　　在这次运动中，薛文英得到了锻
炼，受到了洗礼，看到了产业工人在斗
争中表现出来的的坚定、勇敢、互相协
助的精神，同时也展现出了让任何敌
人都为之惧怕的力量。
　　薛文英的孙子薛瑞平曾在《我的
祖父薛文英》文章中回忆到，祖父回家
探亲期间，不管在家里住多久，只要有
机会，他总会抽空到街坊邻居中去走
走。闲谈时说起世道的不平和人间的
苦难时，他会借机向人们宣传革命思
想，介绍一些外面世界的情况。“祖父
口才好，说起话来很有感染力，他常常
结合自己在外面的所见所闻，像讲故
事一样，把些难懂的道理讲得深入浅
出、通俗易懂，大家都愿意听。”

　　五四运动过后，薛文英开始思索
如何解救千千万万的工友。1920年，
齐鲁书社成立，经销《共产党宣言》《俄
国革命纪实》等进步书刊。薛文英、李
广义买回一些彻夜研读，并在厂里传
播。在读了由王尽美、邓恩铭创办的

《励新》半月刊的《创刊宣言》后，薛文
英感到其说出了自己想说的话，指明
了自己想办的事。他将《创刊宣言》读
给工友们听，使大家从中看到了光明
和希望。此时，经李广义引见，薛文英
与王尽美接上联系。王尽美开始到大
厂工友中活动，介绍苏联十月革命情
况，讲解工人应当组织起来。
  1921年春，李广义、薛文英等前往
北京长辛店机厂，参观了工人俱乐部，
听了邓中夏的讲课，结识了史文彬等
先进分子。他们回到济南后，向王尽
美等报告了参观学习情况，商议了组
织工人俱乐部事宜。在红房子公所，
成立了“津浦铁路济南大槐树机厂工
人俱乐部”。薛文英任副委员长。随
后，他们请王尽美、王荷波、邓恩铭等
到工人夜校演讲。党的一大后，王尽
美到大厂宣讲大会精神，并让薛文英
写了“津浦铁路济南大槐树机厂工人
俱乐部”的牌子，挂在俱乐部门口。还
写了四个“津浦铁路济南大槐树机厂
工人夜校”的牌子分挂在红房子、中大
槐树等四处夜校。工人俱乐部、工人
夜校办得更加活跃，为全省工人运动
的开展，创造了先例。
  “薛文英在那里是一个带头人，后
来在红房子当中，教工人学文化、识
字、讲些革命道理。”原济南铁路大厂
史志工作者李成才讲述。
  随着受到一些进步思想的影响，
薛文英的觉悟不断提高。1922年6月
18日，济南大槐树机厂工会成立，薛文
英和王尽美起草了工会简章。这是山
东党组织领导下建立的山东省第一个
基层工会组织。7月26日起，薛文英等
领导向工厂主展开斗争，提出了“不准
工头打骂工人”等四项要求，遭到厂长
拒绝。薛文英等便组织工人怠工，并
组织请愿团赴天津向铁路局请愿，提

出“年终工人分花红”的十二项条件，
也遭拒。回到济南后，薛文英等立即
组织全厂工人罢工，又组织赴天津向
铁路局请愿。罢工第七天，津浦铁路
局被迫答应十二项条件中的八项。工
会代表们流着泪说“让路局、厂长、把
头向我们工人屈服这还是第一次，工
会真是力量大！”
  1924年10月，薛文英由刘子久介
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时，厂党支
部成立。1925年2月7日，全国铁路总
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和京汉铁路总工
会恢复大会在郑州开幕。薛文英代表
津浦铁路参加了大会。1925年春夏
间，青岛日商纱厂工人爆发了反抗日
本厂主压迫、争取人权的大罢工。薛
文英率领济南大槐树机厂、鲁丰纱厂、
兴顺福铁工厂以及理发业、面粉业、人
力车等行业的工人进行集会、游行示
威，并带领募捐大队上街募捐一周，支
援青、沪工人。在反动军阀张宗昌残
酷镇压工人运动的关键时期，他始终
不折不挠，领导工人进行不屈的斗争。
  1926初，薛文英担任厂党支部书
记。同年5月，全国第三次劳动大会在
广州召开，薛文英代表津浦铁路工会
济南分会出席了大会。回到济南后，
领导发动了津浦铁路济南大槐树机厂
索取欠薪的斗争。因军阀张宗昌肆无
忌惮的镇压，薛文英等14名工运骨干
及一批工人一起被开除。
  “祖父利用这个机会回老家看望
了母亲和妻儿。见到久别的亲人，心
里自然欢喜，但济南工人运动的浪潮
和工友因失业而造成的生活艰难，使
他日夜不安。在革命者责任感的驱使
下，祖父在家里只住了几天便决定回
济南。”薛瑞平在文中回忆道，当时，年
幼的孩子正在病中，家人让他把身上
携带的十块银元留下一块为孩子看
病，他却说：“城里有成千上万的工人
因被开除而失业，没有饭吃，没有衣
穿，我们在乡下生活虽苦，但总比他们
好些，这点钱在城里能救好多工人的
命。”就这样，他辞别了亲人，回到济
南，把这十块银元救济了失业的工人。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公开背叛
革命，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收缴工
人纠察队的武器，捕杀共产党员和工
人。5月20日，张宗昌在济南实行大搜
捕，中共山东地执委机关被破坏，铁路
大厂党支部也遭破坏。工人运动暂时
处于低潮。
　　1928年3月，中共山东省委召开会议，
补选薛文英为省委常委。这时，薛文英
除继续担任铁路大厂党支部书记外，还
负责整个津浦铁路党的工作和铁路工人
运动的领导工作，经常活动在德州至峄
县沿线的各个站、段。7月，薛文英在临
城检查工作时被捕。11月，经省委营救出
狱。薛文英出狱后，着重发动了以济南
铁路大厂为中心的津浦铁路大罢工。
　　1930年1月，在泰安、临城组织力量
向敌人斗争时，由于叛徒出卖，薛文英
在临城再次被捕。被捕后，经过几次审
问，敌人一无所获。于是，敌人便用细
麻绳捆住他两手的大拇指，脱去他的上
衣吊起来，用皮鞭抽打，他忍住剧痛一
声不吭。见此情形，敌人又给他施穿铁
鞋、夹板子等酷刑，他始终坚贞不屈。
连续酷刑拷问的折磨，使他很快变得骨
瘦如柴。每当敌人审讯、侮辱共产党
时，薛文英都以满腔激情严加痛斥，并
揭露国民党的种种罪恶行径，申明自己
的世界观和对马列主义、共产主义永恒
的信仰。这样每次都会引来敌人更残
酷的刑罚，也每次都使敌人更加失望。
　　硬的不行用软的。敌人又为薛文
英准备了一间舒适的住房，一日三餐有
酒有菜。数日后，敌人的一位高官来对
薛文英说：“薛先生自古家风纯良、祖德
深厚，又是贤达之才，如果不走邪路，本
应前程无量，为薛氏先辈争光，何苦为
那看不见、摸不到的什么共产主义受
苦，甚至遭杀身之祸。”薛文英则列举许
多事实予以反驳。来人非但不生气，反
而摆了一桌酒宴，让特意从南京来的叛
徒——— 原津浦铁路总工会委员长张元
和作陪，劝说薛文英降服。
　　薛文英一见张元和，就破口大骂，
并用力把酒桌掀翻，推在张元和身上。
这一计也失败后，敌人更惨无人道地施

以酷刑，把薛文英的两腿打得皮开肉
绽，撒上食盐，再用绳子捆住，让其两腿
的肉粘在一起。他被折磨得死去活来。
苏醒后，敌人再次审讯，问他说不说？
他横眉冷对，用鄙视的目光看着敌人，
说：“你们的手段快用完了吧！只剩下
砍头这一手了。告诉你们，你们对共产
党员有三怕：一怕共产党员的笔，因为
他们用笔写文章宣传马列主义，写文章
揭露你们强抢掳虐、欺人霸物、官场腐
败、卖国求荣等天地和人民不容的罪
恶；二怕共产党员的口，因为他们要宣
传推翻国民党，要宣传马列主义、共产
主义必胜。政权暂时在你们手里，对这
两条你们都有办法对付，你们可以砍掉
共产党员的手臂，割掉共产党员的舌
头，不让写，不让说，甚至可以割下共产
党员的脑袋。但你们记住，共产党员是
杀不完的。你们最害怕的一条，也是永
远消灭不了的，就是共产党员对共产主
义理想的信念。把我杀了，我的信念永
存。我活着是中国共产党人，就是死了
也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
　　1930年夏，党组织多方努力将薛文
英营救出狱，送到青岛治疗。但他因受
刑过重、无法医治，被送回家乡薛家岛
的北庄村。“听奶奶说，当时上边来了六
个人把爷爷送下来。回来没几天，连口
水都没喝，人就走了。”薛秀梅说道。
　　“最初只知道爷爷是地下党，直到
1984年左右，济南来人找到了当时已经
九十多岁的奶奶，我们才知道爷爷的这
些英勇事迹。后来没过多久，奶奶也去
世了。”薛秀梅默默地擦拭着眼角的泪，
摩挲着书上薛文英烈士的画像说，“记
得小时候，家里还保存有一张爷爷和同
事的照片，身穿长褂，头戴帽子，可惜现
在照片也没有了。”
　　据中共青岛西海岸新区工委党史
研究中心一级调研员刘洪亮介绍，薛文
英牺牲后，中共济南党组织和许多共产
党员、工友，冒着被敌人围捕的危险，在
济南西郊的一片玉米地里秘密举行了
追悼会。薛文英为中国革命英勇献身
的精神和对党无限忠诚的品德，激励着
人们继续着他未竟的事业，直至胜利。

　　□本报记者 谭宁

　　4月9日清晨，天气晴朗，朝阳初升。薛文英烈
士的外曾孙薛海清头一天晚上就开始忙活，他与其
他几位亲戚作为代表，将薛文英原先建在村里的墓
碑迁移到青岛西海岸烈士陵园里。
　　当天，烈士陵园的工作人员与薛文英的亲属们
一起向烈士墓鞠躬默哀，敬献鲜花，表达对革命先
烈的深切缅怀和无限哀思。
　　“这里安葬的都是革命道路上的‘战友们’，亲
人的墓碑搬进烈士陵园长眠于此，我们感到很欣
慰。”薛海清对记者说。
　　历史，赋予不同时代的人以不同的使命。20世
纪初的人，承担的使命格外沉重。在内忧外患的社
会里，一批批仁人志士和共产党人，不惜抛家舍业
舍命，投身到救国救民的事业之中。其中，薛文英，
这个从青岛胶州湾走出来的青年，在山东早期工人
运动的历史上，留下了一个又一个可歌可泣的
故事。
　　薛文英，1892年8月出生于胶州北庄村（今西
海岸新区薛家岛街道北庄一社区）一个农民家庭。
在家乡读过私塾、蒙养学堂，在潍县读过中学。
1914年考入津浦铁路济南机器厂（现中车山东机
车车辆有限公司，当时济南人简称大厂）。1920年
开始接受马列主义思想，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曾任厂党支部书记、山东省委常委等职。曾组织成
立了山东省第一家工会——— 大槐树津浦铁路机厂
工会，领导了多次罢工斗争。曾两度入狱，1930年
夏党组织将他从狱中营救出时，他已被敌人折磨得
奄奄一息，不久牺牲，年仅38岁。据中共青岛西海
岸新区工委党史研究中心（区地方史志研究中心）
资料记载，薛文英是青岛西海岸第一位共产党员。

参与爱国运动反抗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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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领工人点燃革命火种 生死都是中国共产党人

④① ② ③

 ①1921年5、6月间，津浦铁路济
南大槐树机厂工人俱乐部成立，图
为俱乐部旧址。
 ②1922年7月26日起，薛文英等
人领导津浦铁路济南大槐树机厂
工人进行罢工，向军阀、工厂主展
开斗争。
 ③津浦铁路济南大槐树机厂党
支部旧址。
 ④1926年5月1日，薛文英代表济
南参加在广州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劳
动大会，图为全国劳动大会会刊。

济南机车工厂、黄岛区及薛家岛街道领导看望薛文英后代时的合影。 薛文英故居。 薛文英革命烈士证明。 薛秀梅正在翻看爷爷薛文英的英雄事迹。□记者 谭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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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栏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