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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林育南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前后给陆若冰的九封信, 反映了这一阶段党内斗争的真实情

况。时下个别/ 玩文学0的人,不懂这段历史, 把这九封信视为林育南/婚外恋0的证据而大肆渲染。纪

实文学的殿堂应该是神圣的,任何玷污这块圣地的垃圾都必须清除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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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党史研究资料61981年第 1期, 刊登了5林育南烈士书简(九件)6。这是林育南在中共六届

四中全会前后写给陆若冰女士的, 它客观地记录了这段时期党内斗争的真实情况,为中共党史、

中国现代史的教学和科研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然而,时下极个别/玩文学0的人,不了解这段历史和不理解这9封书简的真谛,便断章取义,

把这 9封书简视为林育南/婚外恋0的证据而大肆渲染。他们胡编乱造, 无中生有,既丑化了先

烈,给林育南烈士的脸上抹黑,又给陆若冰女士和林育南的亲属造成了极大的精神伤害,必须予

以澄清。

一

5林育南烈士书简(九件) 6,写于1930年 12月 15日至 1931年 1月 10日。其时,林育南为全

国苏维埃中央准备委员会秘书长。

全国苏维埃中央准备委员会是 1930年秋成立的,设立这一机构的目的旨在加紧准备全国苏

维埃代表大会各项事宜。在周恩来、瞿秋白、李维汉、任弼时、恽代英等指导下,林育南主持苏准

会秘书处草拟了5宪法6、5劳动法6、5土地法6和经济政策、外交政策、肃反政策以及联合农民士兵

群众的策略等决议草案, 圆满地完成了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之后,林育南遵

照党的指示前往江西中央苏区,参加原定 12月 11日广州暴动纪念日召开的全国苏维埃第一次

代表大会。这 9封书简,前 5封写于去江西的途中, 后 4封写于上海, 主要反映了反对李立三和

王明两次/左0倾冒险主义错误斗争的情况。

林育南之所以给陆若冰写这 9封书简,是与党的秘密斗争环境分不开的。他从 1929年春到

上海后,就一直秘密地战斗在国民党统治的心脏, 无论是负责筹备召开第五次全国劳动大会和全

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 还是参与领导全国苏维埃中央准备委员会秘书处的工作,都是在极其保

密的情况下进行的。正当全国苏维埃中央准备委员会秘书处的工作圆满完成,林育南于 1930年

12月初取道杭州,拟经衢州和赣东北苏区,进入中央苏区时, 王明/左0倾冒险主义者, 紧锣密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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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紧了篡夺党中央领导权的活动。林育南是一位党性很强的同志, 他亲自经历了反对李立三

/左0倾冒险主义的斗争, 深刻认识到/左0倾给中国革命带来的危害, 因此, 不能容忍/左0倾错误

又来重新危害党,是坚决反对王明上台的。他的这一心情, 当时既不能向党的组织写信表露, 也

不能向自己的同志和亲人写信表露,否则,就有暴露党的机关和同志、亲人的危险(他的妻子李林

贞当时仍和几位同志住在苏准会机关里)。所以, 他只好把自己的心迹向陆若冰袒露,写信告诉

陆若冰。

陆若冰和林育南同是湖北省黄冈县(现黄州市)人,她是在林育南的教育下走上革命道路的。

1922年春,陆若冰因不满封建包办婚姻从黄冈跑到武汉, 由林育南介绍到恽代英、林育英(即张

浩)等创办的武昌利群毛巾厂做工,后来走上了革命道路。大革命时期,她在黄冈领导农民运动,

搞得有声有色。大革命失败后,她在黄冈遭到国民党悬赏通缉, 于1928年初只身跑到上海,又通

过林育南与党组织接上关系。党派她到国民党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秘密从事革命工作。

林育南一直视她为亲妹妹一般。因此, 林育南向陆若冰写信,既能通过陆若冰把自己的思想反映

给党的组织,又比较安全可靠,这是不难理解的。

5林育南烈士书简(九件) 6,完全是讲的党内斗争的大事,用语比较隐讳。林育南长期从事党

的地下斗争,有丰富的斗争经验。虽然信简中有少许/言情0之语, 但绝不是/婚外恋0,而是为了

掩护革命工作, 以防止万一落入国民党特务之手而招惹麻烦。

二

大革命时期,林育南和李立三是亲密的战友。他们在武汉并肩战斗,共同领导湖北和全国的

工人运动,在 1927年 1月召开的湖北全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他俩均被选为省总工会负

责人, 李立三任外交主任,林育南任宣传主任。在 6月召开的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上,他俩又都

被选为全总执行委员,在全总第四届新执委召开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 他俩又同时当选为常委,

常委分工,由林育南任秘书长,李立三为组织部长。因此,他俩当时都是在全国享有盛誉的工人

领袖。

但是,随着中国革命的深入发展, 随着大革命失败后对中国政治形势和革命任务看法的不

同,他俩在政治思想上发生了分歧,并进行了激烈的交锋。

1930年6月,党中央政治局通过了5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数省首先胜利6的决议, 表明李立

三/左0倾冒险主义错误统治了党中央的领导机关。但实际上,李立三的/左0倾冒险主义错误,早

在这年春天,就在党中央领导机关发生了作用。

李立三/左0倾冒险主义错误在党内刚刚露头,首先便遭到恽代英的抵制。林育南出于公心,

也不同意李立三的观点。

这年 3月 20日至28日, 中华全国总工会在上海召开特派员会议。李立三在会上作5政治报

告6,对当时中国革命的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认为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0, 因此提出,当前中

国职工运动的路线及中心任务/是组织政治罢工、同盟罢工0;农民运动的中心任务/是组织地方

暴动0,士兵运动的中心/是要坚决的组织兵变,反对逃跑主义。0

出席这次会议的林育南、张浩、张昆弟、罗章龙等, 不赞成李立三的观点。他们认为,大革命

失败后,国内处在/资产阶级稳定时期0,革命暂时处于低潮,但/革命高潮不可避免要到来0。在

这种形势下,党的任务是利用合法斗争,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 不应该组织那些毫无胜利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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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装暴力和同盟罢工0; 在组织政治罢工中要注意/肃清命令主义0和/纠正强迫罢工0。

林育南等人的意见, 不仅没有被李立三所接受,反而遭到了批判。李立三在会上指责他们

/右倾动摇0, /有右倾倾向0,并给戴上/右倾分子0的帽子。李立三甚至还说,党内/主要危险是右

倾0,执行策略中的最大障碍是/右倾危险0,提出必须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一个反右倾的斗争, /党

内组织指导机关,要把右倾分(子)开(除)出去0。还说: /革命前途能否胜利,就要看能否战胜右

倾的危险0¹。

嗣后,李立三更加神气起来,认为只要发动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组织工人/大干0一下,就必

然形成全国革命的高潮。于是下令解散党、团、工会各级组织,成立各级行动委员会,制定了组织

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致使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受到

严重损失,党在白区的工作也遭到极大破坏。

尽管林育南当时不可能阻止李立三的/左0倾冒险主义错误在全党的推行, 但是,他在自己的

实际工作中和职权范围内,却坚决进行了抵制。在李立三大搞所谓/暴动0时,林育南给时任北京

市委秘书长的吴化之写信,明确指出,搞飞行集会,搞暴动, /这不是一个好办法0º。他还在苏准

会秘书处发起了反对立三/左0倾冒险主义错误的/签名运动0。其时在苏准会秘书处工作的胡毓

秀回忆说, 林育南在苏准会期间开展了反对立三/左0倾冒险主义的斗争, /这个斗争是非常激烈

的。0育南同志和我们谈话时, 只要一提到立三/左0倾冒险主义对党的工作的危害, / 就非常愤

慨0。他告诉我们: /由于李立三的冒险主义, 党的许多优秀同志都成批成批地牺牲在敌人的屠刀

下,给党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01930年冬, 育南同志发起反对立三/左0倾冒险主义的签名运

动, /我们也在那张白色的纸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0»

何孟雄也是坚决反对李立三/左0倾冒险主义错误的。1930年 9月 8日,他起草了5政治意见

书6, 向中央陈述了自己的意见。林育南是何孟雄的有力支持者。李立三不仅没有接受何孟雄的

批评, 反而大搞惩办主义,给何孟雄扣上/右派0、/取消派暗探0、/一贯右倾机会主义0等帽子, 并

撤销了他江苏省委后补委员的职务。林育南对李立三的这种做法极为气愤, 更激发了他反对

/左0倾冒险主义斗争的决心, 几乎将全部精力投入到这场斗争中。他一再向党中央反映意见,并

向共产国际写信,严肃批评李立三脱离群众, 不顾主客观条件一味蛮干,实行冒险政策,到处搞暴

动, /是泛暴动主义0¼。

1930年 9月,在瞿秋白、周恩来主持下, 党中央召开六届三中全会, 纠正了李立三/左0倾冒

险主义错误。会后, 反对立三/左0倾冒险主义的斗争继续进行。12月 16日, 中央政治局作出

5关于何孟雄问题的决议6,明确指出何孟雄的政治意见书一般是正确的,并指出对何孟雄的处理

/是很大的错误0, /是非布尔什维克的态度0, /是抑制自我批评的家长制度与惩办制度的具体表

现。0从而撤销了对何孟雄的处分。

以上这些, 就是林育南第一封信中所指的/校务改革0之事。他对党纠正李立三/左0倾冒险

主义错误和对何孟雄平反显然是高兴的,所以信中写道: /这些时的生活,真是难写。因为校务改

革的奋斗用尽了我一切的力量,才得到相当的成效。0信中还说明,他渴望苏区,要不是为反对李

立三的/左0倾冒险主义, 他或许早已离开上海到苏区了。/倘若不是因为校务的关系我老早就要

离开了,而且想飞快地离开0, 正是这种复杂心情的真实写照。

通过大革命失败后的生死考验和反对李立三/左0倾冒险主义的斗争, 林育南的革命意志进

一步得到磨练。他昔日的战友卢吉珊(即陆沉)大革命失败后当了可耻的叛徒。对此,林育南在

信中毫不留情地加以痛斥: /可耻呵,吉兄们竟已脱跑到暖阁里去了! 0寥寥数字,入木三分地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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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叛徒的卑鄙灵魂。同时他也坚定地表示, /此后我更当造成-山. 一般的稳定, -铁. 一样的顽

强! 0并以/铁峦0自勉,用/铁峦0作为自己的笔名。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坚强意志和革命决心,

跃然纸上。这和跑到/暖阁0里的叛徒形成多么强烈的对比!

林育南和陆沉五四时期同是互助社、共存社的成员,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先后入党,起步是同

时的,但他们的归宿却绝然相反,这是多么的耐人寻味呵!

三

12月24日, 林育南到达浙江衢州, 下榻上营冯雨记饭店。这是党的一个地下秘密联络站,

在这里写了第四封信,进一步表达了他的复杂心情。

他渴望苏区的心更急切了: /我是极想很快的到达我的目的地,得个安身立命之所。0可是,他

的心仍惦念着上海, 惦念着/校务改革0: /最近校务改革的事你知道么? 这一切都是我很关心的

事,倘若你最近来信告我,那我在千里外的途中就不胜其慰快呵!0

林育南为什么仍惦念着/校务改革0?

这是由于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及其以后的党中央,对于结束李立三的/左0倾冒险主义错误,停

止执行/左0的政策本来是起了积极作用的,全党同志本应在此基础上,团结一致,同心同德,共同

为克服李立三/左0倾冒险主义错误造成的困难而努力,以求革命事业的发展。但这时,以教条主

义为特征的王明/左0倾冒险主义者却在党内活跃起来。他们披着马列主义外衣,手里拿着/国际

路线0的虎头牌,打着/反对立三路线0、/反对调和路线0的旗号,全盘否定党的六届三中全会, 对

抗六届三中全会后的党中央, 给党造成了新的困难,其目的,就是要夺取党中央的领导权。

林育南对王明也不陌生。大革命初期,林育南在实际主持国民党汉口执行部青年部工作、从

事领导湖北武汉青年运动时, 王明是武汉一所中学的学联代表。在五卅运动中, 王明表现积极,

当年被中共湖北党组织推荐去苏联学习,林育南自然知道。王明在莫斯科的 5年情况,林育南虽

然不完全清楚, 但是,王明在中山大学搞宗派主义的活动,林育南从莫斯科回国的同志中多少有

些了解。王明回国后, 不服从党组织的分配,特别是 1930年 1月在租界被捕后, 为了活命, 竟不

惜暴露组织机关,造成恶劣的影响,这给林育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是这样的一个王明, 在共

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米夫的支持下, 抛出5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6,鼓吹一套比李立三更

/左0的冒险主义,居然要来领导中国共产党, 指导中国革命。这怎么不使林育南担忧呢? 他在去

中央苏区前,就对王明的活动有所警惕, 尖锐地指出, 王明没有实际斗争经验, 比李立三差得远,

李立三领导过工人运动, 王明行吗? 王明上台,是要亡党的。/中国革命如果让王明这伙-挂羊头

卖狗肉. 的人来领导,前途将不堪设想。0½

林育南在衢州停留几天,派人打探交通, 积极准备从这里进入中央苏区,但因/路上不靖0而

未能如愿。此时,蒋介石正纠集十万兵力向中央苏区发动第一次围剿, 通往江西的路均被封锁。

林育南即于12月 30日返回上海。这时,王明更加紧活动。林育南顾不得旅途疲劳,立即投入反

王明的战斗。这从第六封信看得很清楚。信中说: /现在校务很有新的发展,而有待吾人之努力

者更切,因此,这些时我得更要费力参加。0

1931年1月 7日,在米夫的直接操纵和支持下, 王明通过党的六届四中全会(扩大) ,取得了

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

林育南被剥夺了参加这次会议的资格。第二天, 他到张金保处了解到会议的情况后气愤地

75

正确理解5林育南烈士书简(九件)6



说: /怎么开成这样的结果? 真糟糕!0张金保无可奈何地回答: /会是开得窝囊, 但有什么办法,他

们是多数,我们是少数! 0林育南接着说: /什么你们是少数, 他们是多数,王明不是中央委员,根本

就没有表决权, 有什么资格争多数?0张金保恍然大悟: /哎呀,怎么搞的,当时我们都被气糊涂了,

怎么没想起这个问题,真傻! 0林育南望着这位由纺织工人成长起来的中央委员, 语重心长地说:

/金保呀, 你是中央委员, 受党和人民的重托, 那个会怎么能这样开呢?0张金保对林育南的批评心

悦诚服,急切地问: /现已铸成大错,怎么办?0林育南坚定地说: /会是开过了,但中国革命绝不能

让王明糟踏。我们要团结党内的同志, 坚持斗争。0¾

林育南旋即找何孟雄、李求实、龙大道、欧阳立安以及罗章龙等工会和江苏省委机关负责人

开会, 坚决反对王明上台。在他们的发动下, 反对王明的人越来越多,声势也越来越大。林育南

并作好了长期与王明斗争的准备, 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这场斗争。在 1月 10日写的第七封信中

说: /我这些时真是忙呵? 每天总要到处跑, 个人的许多事都放着,为的是要将校务彻底改造一

番,虽然我们的努力已有相当的成效,然去(距)我们的期望尚远得很,这是要长期的努力奋斗,当

然不是马上可以成功的。0

囿于党内反王明的势力越来越大, 四中全会后不几天, 由米夫出面召集了/反对派0的代表会

议。罗章龙教授回忆,这次会议是在当时英租界沪西的一栋花园洋房开的,故称/花园会议0。米

夫在会上说,王明是个马列主义水平很高的布尔什维克, 要信任他的领导, 中国党才能实行新路

线。还说, 国际指示是绝对正确的, 四中全会体现了国际路线。米夫本想通过这次会议说服/反

对派0,但他的讲话不能折服人。/反对派0慷慨陈词,据理反驳, 要求国际代表以中国革命利益为

重,收回四中全会决议成命,定期召开党的七大或紧急会议,以解决党内争端。米夫理屈词穷,给

与会者施加政治压力,说什么反对四中全会, 就是反党、反共产国际,要给予纪律处分。会后, 以

王明为首的临时中央开除了林育南、何孟雄、罗章龙等的党籍(林、何等因不久被国民党逮捕而未

作出书面决议) ,还处分了一批/反对派0¿。

这场短兵相接的尖锐斗争,比起在阵地上向敌人开火还要残酷。第八封信正反映了这场斗

争的残酷性: /我太忙了, 几乎-废寝忘餐. 。敌人与朋友之分者-几稀. ,这比拿着枪在阵地上开火

还要残酷,-阶级的生活. 决定要我如此。0

林育南、何孟雄等没有被米夫、王明的残酷斗争所吓倒,他们一面向共产国际写信,要求撤换

米夫,一面继续照常工作。

1月 17日,正当林育南等 7同志在东方旅社 31号房间开会,继续研究反对王明/左0倾冒险

主义问题时,下午 1点 40分,由于交通唐禹叛变告密,突遭公共租界捕房探捕与国民党上海市警

察局组成的联合行动队包围, 林育南等与会同志全部被捕。第九封信,是在上海龙华国民党淞沪

警务司令部看守所写的, 报告了他们被捕的时间及近况: /兹接友函,谓贵同乡李君À于十七日被

累,二十三日转龙华司令部,现在生活平安,请勿念。0这封信, 正是通过陆若冰转告党组织, 党组

织才知道林育南等被捕的具体情况的。

林育南等在敌人的监狱中英勇不屈, 2月 7日夜,被国民党秘密杀害。

四

党的地下工作性质, 决定了林育南的工作地点及组织关系都是保密的。

第五次全国劳动大会和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是在繁华的英租界卡德路(现石门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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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爱文义路(现北京西路)交叉口的一栋坐北朝南的三层楼房(现北京西路 690号至 696号)筹备

和召开的。林育南化装成南洋华侨,与刚从济南第一监狱脱险来沪的张文秋同志结成假夫妻,夜

以继日地在这里忘我工作。当时别说陆若冰不清楚,就连林育南的妻子李林贞也不知道。全国

苏维埃中央准备委员会秘书处先设在上海玉佛寺槟榔路(今安源路)附近的德馨里德馨小学内,

后迁到上海愚园路庆云里 31号(现15号)。为了掩护革命,林育南和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实行/机

关家庭化0。他和妻子李林贞是这家的户主。李圣悦(即李平心)和他的妻子胡毓秀与李林贞以

姑嫂相称。家庭成员还有左翼作家的冯铿。秘书处的工作虽然十分繁重, 但连林育南秘书长在

内,全部工作人员只有这 5位。

个别/玩文学0的人不顾上述事实, 为了将林育南/婚外恋0的故事编得完美,大谈林育南的两

次婚姻如何不幸,于是出现了第三者陆若冰。还说陆若冰/与林育南在上海共事期间,常见他们

夫妻吵架0, /陆若冰在上海期间,给林育南做助手0。还说, 林育南给陆若冰的这些信, /使他们的

感情升华了。他们都感到:两人志同道合,而且谁也离不开谁。0真是无稽之谈!

陆若冰在上海什么时候与林育南/共过事0,又是在什么时候/做过林育南的助手0?

早在 1979年 8月 13日,笔者在北京访问林育南的战友张金保老人时,老人便说: /林育南是

一位很正派的同志0Á。

党的领袖人物是人不是神,他们和常人一样, 也有婚姻家庭的问题。纪实文学应该是以客观

反映历史真实的/纪实0为前提的文学, 客观地描写他们生活的这一方面是可以的,但不能故意猎

奇和渲染,更不能凭空杜撰。/纪实文学0的殿堂应该是神圣的,任何玷污这块圣地的垃圾, 都必

须清除干净。

注释:

¹见5中华全国总工会特派员会议文件6 ,李立三:5政治报告6。转引自5中国工会历史文献6 ( 2) ,中国工人

出版社 1958年出版 ,第 525、528页。

º½1979年 8 月 11日访问吴化之同志记录。

»胡毓秀:5在苏维埃准备委员会工作时期6, 原件存中共一大纪念馆。

¼¿1978年 7 月 31日访问罗章龙教授记录。

¾Á1979年 8 月 13日访问张金保同志记录。

À林育南当时化名李敬堂。

(本文作者  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武汉  430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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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理解5林育南烈士书简(九件)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