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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3 年春，中国共产党根据国内形势变化和共产国际的指示，决定在孙中山

建立了革命政权的广州召开中共三大。三大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建立国共合作的革命

统一战线问题，并就此掀开了中国大革命的序幕。为此，中共中央机关也从上海迁

到了广州。1923 年 6 月 12 日至 20 日，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到会的有陈独秀、

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瞿秋白、张国焘、项英、罗章龙、何孟雄、陈潭秋、向

警予、徐梅坤、邓培、冯菊坡、阮啸仙、朱少莲等 40 人，代表了全国 420 名党员，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也参加了大会。 

 

  1949 年之前，中国共产党共举行了 7 次全国代表大会，除了中共六大是在莫

斯科召开外，其余 6 次都是在国内召开的，而且中共一大、五大、七大等会址都得

到了较好的保护和修复，而中共三大会址由于在 1938 年毁于日军飞机轰炸中，所

以，新中国成立以后很长时间里，人们都不知道中共三大会址在广州的具体方位。

直到 1972 年 10 月，一个叫徐梅坤的浙江萧山人来到广州实地勘查后，中共三大会

址才得以确定。据现在的研究来看，当年出席中共三大的代表至少有 40 人，并非

过去史学界的传统说法有 30 多名代表，徐梅坤就是当时出席三大的代表之一。那

么，徐梅坤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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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一大前后，党员成分大部分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批高级知识分子，还有

就是从法国回国的周恩来、李立三、赵世炎、蔡和森等人，及从苏联回国的瞿秋白、

刘少奇、罗亦农、任弼时等人，他们也都是知识分子。当时中央局的负责人陈独秀

对作为无产阶级的政党却没有一个工人入党而感到很是遗憾。一次偶然的机会，陈

独秀通过《民国日报》编辑部的邵力子结识了徐梅坤。 

 

  徐梅坤，1893 年农历七月初一出生于浙江萧山长山镇（今属新街镇）富星村

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10 岁时就开始到酱油店、订书作坊做工，16 岁到浙江省官

制印刷厂当学徒。因为不识字，一开始他只能学浇铅版，后来，他一边工作一边学

习识字，经过努力当上排字工。1920 年，受五四运动的影响，在浙江印刷公司当

工人的徐梅坤为了能把杭州的印刷工人组织起来，多方奔走，联络工人，终于在

1920 年七八月间，与倪忧天共同发起成立了杭州印刷工人团体——浙江印刷公司

工作互助会，徐梅坤担任互助会宣传股长。12 月，在浙江一师革命师生帮助下，

徐梅坤还创办了浙江工人的第一张报纸、全国最早的工人刊物之一《曲江工潮》，

这是一份小型的工人报刊，每月两期，公开发行，每期印数约 200 份，总共出版了

十几期。 

 

  1921 年 1 月的一天，浙江印刷公司总经理的一个亲戚无故打了一个学徒工，

引起工人们的愤慨，徐梅坤就以公司互助会的名义要求打人者向被打的学徒工道

歉，但被总经理拒绝。他便号召工人罢工。这次罢工坚持了 40 多天，最后导致印

刷公司关闭，徐梅坤遭到通缉，于是，他回到了家乡萧山。 

 

  当时，萧山地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了全国较早的农民协会，并掀起

了声势浩大的减租抗捐斗争。徐梅坤回到家乡后，积极联系周围许多乡村，用城里

工人罢工的事例鼓舞乡亲们的革命情绪。他还在乡里初步建立起有二三十人参加的

农民组织，领导农民共同抗租，交“对折租”（原租每亩一石二斗，只交六斗）。

最后，地主豪绅被迫同意了农民的要求，斗争取得了破天荒的一次大胜利，徐梅坤



也因此在家乡遭地主的嫉恨。后来，他离开家乡来到上海，在《民国日报》副刊《觉

悟》主编邵力子的帮助下，到《民国日报》当排字工。当邵力子向陈独秀介绍了徐

梅坤的情况后，陈独秀很感兴趣，就派张秋人找徐梅坤谈话。后来，在上海渔阳里

二号陈独秀的寓所，徐梅坤见到了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陈独秀。1922 年，徐梅

坤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历史上较早的工人党员。 

 

  徐梅坤入党之后，就向陈独秀建议：印刷工人有知识、不是文盲，比较容易开

展工作，应该先在印刷工人中筹建工会。陈独秀同意了他的建议。他又主动向陈独

秀提出去商务印书馆开展工作。经陈独秀介绍，徐梅坤到商务印书馆编辑所工作，

并在那里认识了沈雁冰（茅盾），后又由沈雁冰介绍进入了印刷厂。不久，徐梅坤

动员一个照相制版工和一个绘图工加入了青年团，继而又发展、吸收商务编辑所的

一名工人入了党。此后，上海的四大书局：商务、中华、世界、大东都先后有了中

共秘密组织。随后，徐梅坤又发起成立了以印刷工人为主体的工人群众团体“旅沪

工人同乡会”，有 400 多人参加，他担任了该会的理事长，会址设在浙江北路华兴

坊 24 号。他还前后发展了王梅庆、陈宝延、蔡林生（蔡和森的哥哥）等 8 名基层

工人入党。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他还介绍了两位女工入党，其中一名叫王根英的

女工后来与陈赓结婚，她也是我党早期少有的女工党员之一。1922 年底，有 2000

多名印刷工人参加的上海印刷工人联合会成立，徐梅坤被推选为印刷工会主任。

1922 年，刘少奇从莫斯科回国，在上海与徐梅坤联系后，还暂留上海一段时间帮

助他搞工运工作。此后，徐梅坤与其他同志组织了上海邮政局、金银行和英美烟草

公司罢工。他不仅脚踏实地地抓好上海的工人运动，还曾专程去杭州建立党组织，

任杭州党小组小组长。除了杭州外，徐梅坤又到浙江绍兴、宁波活动，经他发展的

党员中有印刷工人、纺织工人、中小学教师，还有大学生，为后来中共浙江省委的

成立奠定了基础。 

 

  中共二大后，党中央在全国改设了 4 个区委员会：北方区、两湖（湖南、湖北）

区、广东区、江浙区（兼上海）。徐梅坤被推选为江浙区兼上海地委第一任书记。



此时，他的公开职业是上海光明印刷厂的排字工人。借此机会，他还兼管中共中央

机关刊物《向导》的印刷出版工作。他通过贿买光明印刷所的老板，操纵印刷，然

后将成捆的印刷品交付“民信局”运往各地，从而越过邮政检查。当时，《向导》

的编辑工作由陈独秀、蔡和森负责，撰稿人有李大钊、张太雷、高君宇、张国焘、

刘仁静等，后来，毛泽东、杨开慧夫妇带着儿子毛岸英避居在上海，寄居在蔡和森、

向警予家，也为《向导》撰稿。徐梅坤每次去蔡和森、向警予家取稿件时，常常见

到毛泽东夫妇。后来，徐梅坤在回忆录中写道：“当时杨开慧每晚要去小沙渡工人

夜校上课，因为路不熟，都是由我顺路陪她去，到 10 点左右我工作结束再陪她回

家。有时我就住在毛泽东家里，晚上同毛泽东杨开慧夫妇谈个没完，很愉快，他们

各方面尤其是在思想文化和政治上对我的帮助不小。” 

参加中共三大，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1923 年 6 月，党的三大在广州召开，徐梅坤以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兼区执行委员会书

记的身份，偕同王振一代表江浙区出席会议。他从上海乘英国轮船“怡和”号前往广州，同船

的还有李大钊、陈潭秋、邓培、孙云鹏、王峻等人。在途中，徐梅坤常到李大钊的舱位里跟

他交谈。当时的船不能直接从上海到达广州，途中还要在香港停留一天。船到广州后，广东

党组织派人在长堤码头接他们。 
 
  三大的主旨是讨论国共合作问题，徐梅坤在中共三大上也发了言，他提出应该重视农民

革命问题，瞿秋白、毛泽东同意他的观点。但国际代表马林对农民问题却不感兴趣。徐梅坤

还在大会上直率地批评了张国焘搞小动作拉帮结派的行为。最后在选举中，陈独秀、毛泽东、

蔡和森、李大钊、谭平山等 9 人被选为中央委员，邓中夏、李汉俊、徐梅坤等 5 人为候补委

员。 
 
  三大后，徐梅坤奉命在上海组织了中共第一个秘密特工小组，专门惩治工贼及叛徒。他

们从外滩的洋水兵那里买来了 4 支手枪，加上几柄消防队用的小斧头作为武器。大革命失败

后，这个特工小组被交给周恩来改建成“红队”，俗称“打狗队”，也就是大家熟悉的中共特科。

1925 年，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爆发，当时，徐梅坤正因病住在宝隆医院，他知道要游行

示威的信息后，就偷偷溜出病房，带病加入了上海大学的游行队，只隔了一天，他又抱病参

加了上海总工会成立大会。 
 
  1925 年 12 月，中共江浙区委以罗亦农为区委书记，汪寿华为工人部长，加上赵世炎、

徐梅坤等 4 人组成核心小组，这就是传说中的所谓“四大金刚”。因为徐梅坤的年龄比罗、赵、

汪恰好都大了 8 岁，所以，徐梅坤又被称为“小老头”。1926 年到 1927 年，罗亦农、赵世炎、

周恩来等人组织指挥了上海的三次工人武装起义。1927 年 7 月，徐梅坤奉命到宁波、余姚、

定海等地组织武装斗争，不料，在搭乘浙江余姚至绍兴的汽车时被暗探跟上，在萧山家中被

捕，关押进浙江省陆军监狱。他先被国民党当局判处无期徒刑，后经邵力子等营救改判为有

期徒刑 10 年。由于徐梅坤的被捕，其萧山的老家也被洗劫一空，家里的房子也被贴上封条，



他的父亲和二弟徐照坤被抓走，他的母亲和弟媳被赶出家门，沦为街头乞丐。 
 
  徐梅坤被捕后，上海党组织和党内许多同志通过各种关系设法营救，但均没有成功。徐

梅坤在狱中被关了 7 年零 7 个月，后来因病获保外就医。出狱时，他瘦骨嶙峋，已经不能走

路了，是乡亲们用担架把他从狱中抬回萧山的。出狱后的徐梅坤依然被国民党特务机关秘密

监视着，从此也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而脱党。后来，受沈雁冰的委托，徐梅坤在上海的大弟

弟徐经坤回乡，偷偷地用船把徐梅坤接到了上海。到上海后，徐梅坤继续干自己的印刷老本

行，印刷出版了当时上海的党报《解放周报》和《共产党宣言》、《什么是马克思主义？》、

《什么是列宁主义？》以及一些抗日宣传品。 
 
  抗日战争时期，徐梅坤于 1939 年在重庆见到了周恩来，他把自己在狱中的一些情况如

实地向党做了汇报，表示希望尽快回到党组织里来。周恩来当即对他说：“你暂且不回到党

里来，在党外多做些工作，也很好，我相信你有一天能回到党内来。”后来，徐梅坤按照周

恩来的指示继续留在党外，一直为党工作着。杭州解放前夕，国民党决定炸毁杭州钱塘江大

桥及其他一些重要设施，为此，国民党当局还逮捕了不愿意破坏城市的三名官员，调周岩任

国民党浙江省主席。为了阻止周岩对杭州的破坏行动，徐梅坤通过关系找到了周岩的父亲周

宪达，又找到了国民党杭州市政府秘书长徐雄飞的朋友分别做工作。最后，促使周岩把炸药

包埋在离大桥主梁稍远的第五孔处，炸药包爆炸后破坏性不大，事后经过三天的修复就通车

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徐梅坤来到北京，周恩来、陈云等人对他的生活工作都十分关

心。1952 年 9 月 22 日，徐梅坤收到由周恩来签发的任命通知书，任命他为政务院人民监察

委员会参事。1955 年 2 月 8 日，徐梅坤被任命为国务院参事室参事。1954 年，徐梅坤多次

给党中央写信要求恢复党籍，党组织曾对他的历史进行全面的调查，由于种种原因，他的愿

望一直没有实现。1981 年 6 月 8 日，经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已 88 岁高龄的徐梅坤老人，

重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党龄从 1954 年算起。1997 年 1 月 17 日，徐梅坤在北京病逝，享

年 104 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