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坝巷里
他探索救国救民之路

成都市青羊区体育场路北
侧，在新中国成立之前，这里有
条路名为大坝巷。这条已隐匿
在历史中的街巷，常常因为一
位革命志士被人提起。他就是
四川马克思主义运动先驱王右
木。

王右木，原名王丕昌，又名
王 燧 ，四 川 江 油 武 都 镇 人 。
1914 年被成都通省师范学堂
选拔为官费生到日本留学，
1918 年从明治大学毕业后回
到家乡江油。“回国后，心怀救
国之志的他，并不愿意走上大
哥王初龄为自己安排的省议员
参选之路。两兄弟争吵后，王
右木搬家到位于成都的大坝巷
5 号。”四川省民俗专家刘孝昌
说。

1919 年，王右木任职于成
都高等师范学校学监兼教授。
看着因为军阀拥兵干政克扣教
育经费，王右木痛心立国之本
被祸及，于是奔走疾呼，争取经
费，同时印发传单抨击军阀。

刘孝昌告诉记者，王右木
同曾参与过四川“五四”运动的
袁诗荛一起创办了《新四川旬
刊》，宣传“自治”的同时对军阀

“痛下攻讦”，《新四川旬刊》的
社址就选在大坝巷5号。可不
久后，该刊就被停刊，所宣扬的

“自治”也宣告失败。
但这并不是王右木为生民

立命上下求索的终点。
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及

“五四”运动的爆发，带来了中
国空前的思想大解放，激起了
中国人民探求改造社会、追求
真理的愿望。以陈独秀为首的

“新青年社”，与以张东荪为代
表的“改造社”之间，为中国应
不应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掀起
大辩论，引起王右木的注意。
通过了解两社之间辩论的内
容，再加上查阅了相关马克思
主义的资料，王右木得出结论：
社会主义可免却压迫，可减轻
人民的痛苦，也能够让人民的
精神物质生活逐渐稳定。

“今后的新生命。”王右木
如此形容马克思主义。

创办报刊
他让革命之光照亮四川

在认识到马克思主义能救
中国后，王右木开始积极地向

进步学生、知识分子、工人以及
学校教师等，传播相关理论知
识，进行革命活动。

1920 年，他组织进步青年
成立了马克思读书会，以理论
丰富和指导实践，培养肯战斗
能战斗的革命骨干力量。读书
会不仅是一个学习团体，一定
程度上还发挥了政治组织的作
用。随着读书会的不断发展，
王右木决定创办一个专门刊
物，用以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影
响，动员更多群众投入到革命
运动中来。正是在这样的大环
境下，王右木自筹经费创办的

《人声》报得以筹备面世。
“1922 年 2 月 7 日”，成都

市档案馆珍藏的这份报纸顶部
清楚地标注了它的创办日期。
创办人、社长兼主笔为王右木，
编辑发行处设在成都大坝巷 5
号，由“成都探源公司”代为印
刷。

之所以将该刊命名为《人
声》，据王右木解释，这个刊物

“应鼓动人民起来大声疾呼，提
出人民的意愿和要求，也就是
说使这个刊物能代表人民的呼
声。”

在创刊号《本报刊缘起》

中，王右木这样写道：本报决心
向人类均等幸福之坦道上，呼
倡前去，绝无无的放矢旁皇道
左之态度。为人民谋福利的理
想和信念，体现得淋漓尽致。

“王右木创办的《人声》报，
在四川起到了革命播种机的作
用，为人民的革命斗争提供了
强有力的思想武器，它代表着
人民的声音，像春雷震惊西南
大地，促成巴蜀同胞觉醒，并将
大批进步青年团结起来开展革
命斗争，为四川地区团组织和
党组织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
和组织基础。”成都市档案馆工
作人员介绍，这份近百年前的

《人声》报创刊号，实实在在记
载了一段历史，犹如一缕星光，
虽然力量微小，却让革命之光
照亮了整个四川大地。今天仍
能从这份档案中感受到这份能
量。

坚持革命
为办报刊自掏腰包变卖家产

因为在《人声》报上宣扬马
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在当
时王右木自然就成了当局的

“眼中钉”。
刘孝昌讲述，创刊后王右

木常常被传唤和威胁，甚至被
查禁，他只有选择更巧妙地发
声。“一次《人声》旬刊遭查禁
后，他就在不久后的《国民公

报》上发布启事。其中写道‘本
报第三号业由警厅命令停止出
版，谓‘本号言论纯为鼓吹社会
主义而作’，谨向爱读本报诸君
道歉，已订报者准于次期出版
时补送。”刘孝昌说，这看似客
观陈述事实，字里行间却是“无
声”的抗议，同时也宣扬了报刊
的理念。

除 了 要 与 当 局“ 斗 智 斗
勇”，王右木还要想尽办法辛苦
维持报刊的运作。因为《人声》
初面世时，很多人还不曾了解
甚至未听说过马克思主义，所
以报纸销量较少，很多都是赠
阅。王右木不得不自掏腰包，
填补亏空。

工资不够，他就把在日本
留学买的珍贵纪念品变卖。生
活变得拮据，一日三餐都没有
一点油水。日子过得艰苦，好
在有家人的支持。他的妻子变
卖了老家陪嫁的房屋和首饰，
交给王右木用于办报。妻子有
时候舍不得王右木太辛苦，他
便宽慰妻子：“等革命成功了，
劳苦大众的日子变好了，我们
的生活也会跟着幸福。”

除了战斗在宣传阵地，王
右木还在具体的革命运动和群
众斗争中尝试建立共产主义组
织。例如，1922年6月，他组织
并领导了四川革命史上最著名
的教育经费独立运动。他以教
育经费独立为主张，要求教育
经费专款专用，反对军阀挪
用。他组织和发动川内大规模
的群众运动，得到了全国舆论
的声援。

1921 年，中国共产党正式
成立，王右木深受鼓舞。在他
和一批马克思主义爱国者的不
懈努力下，人民意识逐渐觉醒，
人民革命运动蓬勃开展，四川
建党条件基本成熟。1923 年，
党中央批准了王右木申请在四
川建党的请求。

1924 年春，王右木前往上
海、广州，参加党的重要会议。
几个月后，王右木从广州启程
返川，为节约路费，他决定徒步
回成都，沿途作一次实地考
察。不想到了贵州土城后，王
右木却失去音讯，有消息称他
在当地宣传革命时被反动武装
杀害，年仅37岁。

部分参考文献：《四川近现
代人物传》（四川人民出版社出
版）

相关资料和《人声》报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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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香不再“初心”犹存
这张百年前的报纸，印刻着共产党人的“使命”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杨晨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66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位于成都市天仁路260号的成都市档案馆内，一份近百年前的报纸， 作为镇馆之宝被小心珍藏着。
每每凝望，仿佛历史就在眼前。这是四川地区第一份全新的、公开系统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社会主义运动的革命刊物——《人声》报。而馆内的这

一份，是创办后发行的创刊号。《人声》报发行时间短、刊发数量有限，这一份，是全国范围内仅存的孤本。
历经岁月沧桑，尽管纸页泛黄墨香飘散，但印刷的文字依然清晰可见，无声地传递着当年的呐喊，回荡于天地间。1922年，四川马克思主义运动先驱王右木创办

《人声》报并发出宣言：我们的最终目的——为全人类谋均等幸福。为了实现这个“初心”，他奔走疾呼、投身革命，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并领导群众运动，艰苦斗争。
百年过去，换了天地。但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始终如一。那些和王右木一样，在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

放的伟大斗争中涌现的革命志士和先锋脊梁，依然激励着新时代的每一位共产党人，续写践行初心使命的新篇章。

▲
《人声》报创刊号。

成都市档案馆藏

◀
王右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