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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 年 2 月，陈公培、鲁
易、罗汉和李立三、王若飞、赵
世炎、任卓宣、熊自难等8人，发
起成立劳动学会。同年2月28
日，在巴黎附近蒙达尼公学补
习的蔡和森等，发起为争取“生
存权、求学权”的“求学运动”，
要求中国驻法公使馆给学生发
津贴，以使学生摆脱终日做工、
无法学习的状况。学生们的游
行请愿活动，受到了法国警察
的镇压。陈公培、鲁易、罗汉等
劳动学会成员立即发表了一个
联名宣言，抗议中国公使陈箓
勾结法国警察镇压学生，号召
勤工俭学学生团结一致，维护
整体利益。

由于劳动学会在留法学生
中的影响扩大，陈延年、陈乔
年、刘伯坚、刘伯庄、熊雄等一
批活跃分子也加入进来，李立
三便与陈公培、鲁易、罗汉等商
议，决定将劳动学会改名为勤
工俭学会，作为团结全体赴法
学生的团体，并在介绍职业及
生活方面开展互帮互助活动。

为争取“生存权、求学权”，
李立三、赵世炎、陈公培、鲁易、
罗汉等勤工俭学会成员，主动

与蔡和森、向警予等为首的旅
法新民学会，李维汉、李富春等
为首的工学世界社联系，联合
发动了争回里昂中法大学运
动。运动受到了法国武装警察
的镇压，陈公培、鲁易、罗汉等
104人被拘捕。10月14日，中
法两国反动当局以“过激党”

“宣传共产主义”的罪名，将这
104名勤工俭学学生强行遣送
回国。争回里昂中法大学运动
虽然遭到失败，但它却显示出
中国青年学生不怕军阀统治、
不受洋人欺侮、力争掌握自己
命运的宏大气魄。它使广大勤
工俭学学生的政治觉悟有了进
一步的提高，增强了他们的团
结力和组织力，使很多青年学
生从此走上了反帝反封建的革
命道路。

留在法国的赵世炎、周恩
来、李维汉、王若飞、陈延年等，
后来创建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
党和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领
导勤工俭学学生继续开展斗
争；被迫回国的蔡和森、李立
三、陈毅、陈公培、鲁易、罗汉等
则积极投身到国内的革命洪流
之中。

儋州市中和镇水井村因一口清澈甘
甜的水井得名，其地钟灵毓秀，向来文教
昌盛，人才辈出。有“儋耳硕士”之誉的
明代儋州最后一位举人曾开就是从水井
村走出去的人物。

曾开（1614年—1684年），字公实，
号泰阶，自幼资质聪慧，又得父亲曾廷策
精心栽培，学业优秀。崇祯六年（1633
年），19岁的曾开到广州应乡试，名列全
省第三，考取广东“经元”。曾开一举成
名，当时任考官的揭阳知县陈鼎新对他
十分欣赏，题写“翰苑名魁”匾额相赠，以
示称赞。

曾开科举出身，一向重视教育，他在
归居家乡期间，修建了曾公祠。祠内祀
曾氏有名望的祖先，同时也作为他施教
的场所。

曾开潜心育才，培养了不少士子。
曾公祠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一直担负着
教育功能。水井村历来不乏人才，与曾
公祠的存在密切相关。

曾开在执教曾公祠之余，为复兴儋
耳文教，他还发起重建了儋州的州学。

清代初期，兵荒频仍，儋州学失修，
年久渐圮。为复兴儋州教育，曾开一度
与州官商议州学重建事宜，但由于经费
不足等缘故，都没有下文。依靠官府暂
时无多大进展，曾开改而发动民众力量，
着手另行谋划。顺治十四年（1657年）
冬至后，在曾开的努力下，财力、物力、人
力全部到位，儋州州学正式重建。然而，
次年正月时，恰巧曾开有公车之行（赶
考），原定计划又遭旁人议论，于是工程
停止。直到四年后的顺治十八年（1661
年）春，曾开顶住各方压力，带头捐资，学
正陈祝、训导欧阳霖也各捐俸十金，同心
筹划，工程才得以继续。康熙元年（1662
年），仝元枢赴任儋州知州，他对州学的
重建也捐资支持。

儋州州学的重建在官民同心协力下
很快告竣，学校面貌焕然一新，奠定了有
清一代儋州最高学府的基本格局。

因对儋州教育有功，顺治年间任海
南道分巡副使兼提学的韩廷芑授予曾开

“儋耳硕士”的牌匾，表彰他在地方教育
中的贡献。后来，知州王师旦又重书此
匾。

曾开才思敏捷，写文章援笔立就。
他曾编修《儋州志》三卷，可惜早已散
佚。今天，从他留下来的《议修儋学疏
序》中，仍可窥见其为文笔力之一斑。曾
开尤擅写诗，他的诗以清新自然为主色，
作品被民国《儋县志》收录者有二百多
首。

曾开的诗，以吟咏“儋州八景”的五
律《咏儋八景》流传最广。

《咏儋八景》语言工丽，用典自然，想
象奇特，非同凡响。诗中，曾开逐一对

“八景”进行“泼墨”，以敏锐的观察与体
会，捕捉“八景”的特点，精心构思，细致
雕琢，运用形象的譬喻、瑰丽的想象和恰
当的典故，或描绘它们的秀丽风光，或缅
怀与它们有关的历史，或通过它们寄托
对儋州未来的憧憬……充分展现了“八
景”的独特之美，让人耳目一新，浮想联
翩，心驰神往。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曾开年登
七十，这一年他离开人世。曾开一生心
系乡梓，造福地方，“有功于儋”，因而备
受时人和后世推重，入祀乡贤祠，“州旧
志列儒林，府志列名贤”，《琼州府志》和
《儋州志》都将他作为乡贤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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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易留苏时的照片。
湖南省常德市鼎城区委党史

研究室 提供

陈公培（吴明）。 资料图

罗汉。 资料图

海南道分巡副使兼提学韩廷芑赠予曾
开的“儋耳硕士”牌匾，当代中国楹联泰斗马
萧萧重书。 陈有济 摄

广东揭阳知县陈鼎新赠予曾开的“翰苑
名魁”牌匾。 陈有济 摄

留法勤工俭学在五四运动后的1919年至1920
年间达到高潮，全国各地共有1600余人赴法国勤工
俭学。他们当中有一批是五四运动的骨干和积极分
子，到法国后，便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经
验，组织革命团体，积极领导勤工俭学学生和华工开
展革命斗争。

在这些人当中就有后来回国，受党组织派遣到琼
崖开展革命工作的陈公培（又名吴明）、鲁易和罗汉。

陈公培、鲁易、罗汉等到琼后，
和琼崖的先进分子结合起来，迅速
打开了工作局面。

徐成章、王器民将他们介绍给
当时琼东县民选县长王大鹏。在王
大鹏的邀请下，他们陆续到达琼东
县。琼东县的嘉积是琼崖第二重
镇，是东路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
心，历来是琼崖各派政治力量争夺
的要地，在这里进行革命活动，可迅
速影响全岛。罗汉到达琼东后，王
大鹏安排他在嘉积亭父实业公司任
职。为了开辟新的革命阵地，更好
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培养工农革命
骨干，陈公培、罗汉、王文明等人向
王大鹏建议创办一所农工职业学
校。1922年11月，学校筹建工作正
式开始，首先组成学校领导机构，设
立校董事会和校务会，王大鹏任校
董事长，罗汉任校长，王文明任教务
主任。校址选定在嘉积北门的北帝
庙。学校筹建之初，由于经费短缺，
除了向社会募捐外，1923年夏，罗
汉、王文明还亲自到新加坡、马来亚
等地发动华侨捐献支助。广大华侨
积极响应，共捐款9000元（叻币）。
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建，至1923年
底，筹建工作完成。

1924年2月，嘉积农工职业学
校正式开学。这是一所新型的革命
学校，实行半工半读，既学专业，又
学政治和军事，理论联系实际，教育
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学生接受系统
的革命理论教育，同时参加社会宣
传活动。当时，陈公培、鲁易、罗汉、
李实和王文明、符节等都给学生上
过课。

1925年7月，中共广东区委选
派共产党员雷永铨、陈秋辅到校工
作，分别任校长和教务主任；同时
为纪念国民党左派廖仲恺，将嘉积
农工职业学校改名为琼崖仲恺农
工学校。他们以广州农民运动讲
习所为榜样，对学校进行全面改

进，使之成为专门培养革命骨干的
学校；改变招生制度，学校将招生
名额分配到各农会，由农会推荐，
学校考核，择优录取；把政治课作
为主课，教材有《共产党宣言》《中
国革命史》《社会发展史》和《唯物
史观》等，还将毛泽东、彭湃等有关
农民运动的言论编印发给学生；开
设军事课，以云南讲武堂的《步兵
操典》为教材，进行军事训练；学校
还组织学生到各地协助开展农民运
动和工人运动。

学校还开办了附小、女子两个
班，为各地培养了一批革命骨干，从
而为琼崖共产党组织的建立作了干
部的准备工作。

1924年和1925年，陈公培、鲁
易、罗汉陆续调回广州，到国民革命
军中任职。1926年1月，罗汉又随
军过琼讨伐军阀邓本殷，取得南讨
胜利，罗汉时任第四军党代表。2
月，中共琼崖特别支部在海口成立，
罗汉任特支书记，委员有王文明、冯
平、李爱春、何毅、符向一、柯嘉予、
陈公仁等。

琼崖特支成立后，加强马克思
主义理论宣传，迅速建立工、农、青、
妇群众团体，开展群众运动，加强党
团建设，发展党团的基层组织。至
1926年6月，全琼除感恩县和昌江
县外，12个市县都建立了党、团的
基层组织。

鉴于建立统一领导全琼革命活
动的中共地方组织的时机已经成
熟，1926年6月，中国共产党琼崖第
一次代表大会在海口举行。会上成
立了中共琼崖地方委员会，选举了
地委领导机构，王文明为地委书记，
王文明、罗汉、冯平、许侠夫、陈垂
斌、黄昌炜、罗文淹、柯嘉予、何德
裕、李爱春、陈三华（女）、周逸、陈德
华等为委员。

（作者系中共海南省委党史研
究室主任）

陈公培、鲁易、罗汉开展建团、
建党活动，发展党团员，领导工人开
展运动，促进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
动相结合，为琼崖共产党组织的建
立在组织上作了准备。

他们和琼崖的先进分子一道，
在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和革命思想
的同时，还进一步把革命理论宣传
与组织发动群众结合起来。1922
年上半年，鲁易、罗汉、李实、徐成
章、徐天柄等在海口成立了中国社
会主义青年团琼崖分团，在琼崖学
联和琼崖青年互助社中积极开展活
动，领导和发动青年联合各界，开展
了一场反对日本掠夺西沙群岛资源
的斗争。同年秋，经陈公培请示中
共中央同意，吸收罗汉、鲁易、王文
明、徐成章、徐天柄、严凤仪、王器
民、王大鹏等10多名先进分子入
党，加强了党在琼崖的活动力量。

他们除了在先进知识分子和青
年中开展工作外，还深入到工人中
去，了解工人的生活情况，开办工人
夜校，向工人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
提高工人的思想觉悟。鲁易、徐成
章在海口发动并帮助工人改组原来
的海口工人互助社，建立新的琼崖
总工会。参加工会的有店铺工人、
民船工人、鞋业工人等，约数百人。
工会成立后的工作，开始主要是关
心工人生活，尽可能帮助工人解决
困难；并举办工人夜校，通过宣传教
育，提高工人的文化，启发和提高工
人的政治觉悟，加强工人团结；同时

举办工人讲习所，培训基层工会的
骨干和青年工人积极分子，充实基
层工会的领导力量，逐步把工人引
导到反抗压迫、争取解放的政治斗
争中来。

此外，党、团员还通过学联和青
年互助社，发动广大青年学生利用
暑假、寒假，组织宣传队，深入到工
人、农民中去，创办工人、农民夜校
和中午上课的平民学校，义务教工
人、农民学习文化，向工人、农民宣
传革命理论和科学文化知识，组织
群众开展破除封建迷信活动，还帮
助文化艺术界，改革琼剧，组织改良
琼剧社，编演文明剧，宣传反帝反封
建思想。

在他们的积极宣传和发动下，
琼崖工人的思想觉悟有了很大的提
高。1925年至1926年，为支援五
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琼崖工人、学
生和各界联合发动全琼的罢工、罢
课和罢市斗争，并举行声势浩大的
示威游行，高呼反帝口号，散发传
单、张贴标语，愤怒声讨帝国主义屠
杀中国人民的滔天罪行，还成立了
琼崖各界五卅惨案暨省港罢工后援
会及琼崖援助省港罢工委员会，开
展宣传、募捐等各项活动，支援省港
大罢工。琼崖人民支援省港大罢工
的斗争，坚持了9个月，直到罢工胜
利。琼崖工人和各界人民群众在斗
争中，进一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
工人运动的结合，为琼崖共产党组
织的建立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1921年11月，被遣返回国
的勤工俭学学生在香港登岸。
对今后的行动，大家约定：由陈
公培（104 人中唯一的中共党
员）领着李立三、蔡和森去上海
寻找陈独秀，鲁易、罗汉等在广
州等候，一俟他们与国内的党
组织接上关系，便回来召集大
家一起投入革命斗争。

1921年底至1922年秋，青
年团员罗汉、鲁易和共产党员
陈公培受党组织派遣，先后来
到海南岛，开展革命工作。他
们到琼后，在琼山、海口、琼东
等地学校以教书掩护地下工
作，很快同已在琼崖的共产党
员毛孟屏和琼崖先进分子徐成
章、徐天柄、王器民、王大鹏等
结合起来，大力宣传马克思主
义，发展党团员，领导开展工人
运动，创办农工学校培养革命
人才，为琼崖中共党组织的建
立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他们以学校、报刊为阵地，
宣传马克思主义，为琼崖共产
党组织的建立在思想上作了准
备。陈公培、罗汉、鲁易分别到
广东省立第六师范学校（今琼
台师范学院）、琼山中学等府海
地区学校，深入到青年学生中
去，和学生们交朋友，向学生们
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革命思
想，提高青年学生的思想觉悟。

陈公培、鲁易、罗汉积极参
与编辑由徐成章、冯平、王器民
等人于1920年在海口筹办的
《琼岛日报》和《琼崖旬报》，宣
传新文化、新思想。罗汉、鲁易
皆担任过《琼崖旬报》的主编。

他们以《琼崖旬报》为阵地，积
极介绍“新潮流的文化”、马克
思的《资本论》和“欧洲社会主
义学说”，“鼓吹革命，反对封
建，反对土豪欺凌贫苦百姓，宣
传破除迷信，提倡男女平等，婚
姻自由”。《琼崖旬报》坚持了将
近3年，后由于军阀邓本殷的查
禁而停刊，但却在群众中产生
了积极的影响。

同时，他们还和琼崖的先进
分子徐成章、徐天柄、王器民、王
大鹏等，在海口等地举办书报巡
回阅览社，把革命书刊送到广大
群众中去；在嘉积镇建立文化书
局和开办平民书店，经销宣传马
克思主义和其他进步思想的书
报，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和新文化
的宣传。正是在他们的积极工
作下，许多青年学生开始接受马
克思主义，走上革命的道路。

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革命思
想在琼崖的传播，引起了反动军
阀邓本殷的恐惧。1923年下半
年，邓本殷下令取缔学生运动，
强迫解散琼崖学联，迫害进步教
师和学生。许多先进青年纷纷
离琼到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寻
求发展。这些先进青年在各地
经过更深入地学习马克思主义
理论，思想觉悟进一步提高，并
先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杨善
集、冯平、徐天柄被党中央选送
苏联留学。杨善集回国后，成为
广东青年运动的领袖。他们在
各地广泛地团结琼崖革命青年，
成立革命团体，创办革命刊物，
进一步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和
革命思想。

留法期间 争取“生存权、求学权”

被遣回国 投身琼崖革命宣传

发展琼崖党员 领导工人运动

创办农工学校 培养革命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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