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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着春天的朝阳，记者寻访到位于沈阳市和
平区中山路58号的老精华眼镜店。这是一栋两
层青砖小楼。在小楼东侧，一块褐色标志牌写
着：“沈阳市历史建筑——中共奉天市委旧址”。

“在中共奉天市委旧址小楼建起一座纪念
馆，意义非凡。”辽宁省工商联文化创意产业商
会会长陈建伟，是政协辽宁省十二届四次会议

“建立中共奉天市委旧址纪念馆”提案的起草
人。他告诉记者，建设中共奉天市委旧址纪念
馆，是用好党史资源、传承红色基因、践行初心
使命的实际行动，对沈阳发展红色文化旅游具

有战略引领和标志意义。
今年62岁的杜肇杰是老精华眼镜店第六任

经理，他将眼镜店的往事制作成展板挂在墙上，
每逢有参观者来这里探访，便做起义务讲解员。

史料记载，1927年2月，中共大连地委组织部
部长杨志云调到奉天工作，他找到这栋小楼的主
人、老同学、精华眼镜公司经理仲肇发，说准备报
考满洲医科大学，要和同学任国桢一同在此复习
功课。于是杨、任二人便租住在老精华眼镜店二
楼的一间小屋里。从此，任国桢和杨志云经常组
织进步青年来这里开会，并时常向眼镜店员工宣

讲革命道理。
提起任国桢（1898年—1931年），沈阳市委党

史研究室宣教部部长钱樾雷告诉记者，任国桢出
生在丹东市西郊一个小村庄，1918年，考入北京
大学俄文系。任国桢读大学二年级时，北京爆发
了五四运动。任国桢和同学们加入游行队伍，并
参加了围攻曹汝霖住宅、痛打章宗祥的斗争。

经过五四运动的锻炼，任国桢更加自觉地把
个人前途同国家命运联系起来，更加坚定了改变
中国现状、投身革命洪流的意志。1924年秋，任
国桢加入中国共产党。

政协提案：中共奉天市委旧址建纪念馆

1925年春，受中共北方（京）区委负责人李
大钊派遣，任国桢来到奉天进行党的创建工
作。他最先寄居在大南门里，常去距住处不远
的奉天基督教青年会看书看报。在这里，他结
识了苏子元、阎宝航、高子升、吴竹村、巩天民等
一批进步青年。

1925 年五卅惨案在全国激起了反帝斗争
浪潮，任国桢、吴晓天等人立刻组织奉天的学生
声援五卅运动。6月10日，奉天19所大中学校
的2000多名学生来到省公署请愿，向省长王永
江提出“向全国发电声援五卅运动”“抗议英、日
帝国主义残杀我同胞”“发起募捐活动，慰问被
难家属，支援罢工工人”等5项要求。当局答应
了学生要求。待学生回校后，当局下令学校全
部停课，提前一个月放暑假。

面对这种形势，任国桢和吴晓天建议，利用
放暑假办夏令营的惯例，以奉天基督教青年会
为基地，开办暑期学校，组织进步青年学习社会
主义理论。暑期学校从 6 月下旬开学，由基督
教青年会学生部干事阎宝航担任校长，任国桢、
吴晓天等为主讲教员。来参加学习的主要是

“奉天学联总会”的积极分子，还有“社会主义研
究小组”的成员、小学教员、店员和职员等共40
余人，每天下午5点至7点上课。

任国桢主讲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系统
介绍社会发展史，阐明实现共产主义是人类社
会发展必然趋势的道理。吴晓天讲学生运动、
社会科学、现代政治和妇女问题。为了掩人耳
目，还请在日本留学回国的国民党员陈日新、民
报编辑安怀音和苏尚达讲一些新闻学、财经理
论等。通过在暑期学校的学习，许多进步青年
接受了马列主义和共产党的主张。

暑期学校结束后，任国桢和吴晓天又以暑
期学校同学会的名义，在奉天医专成立了党的
外围组织“革命同志会”，并从中发展了首批党
员，有高子升、吴竹村、巩天民等，其间加入共青
团的有周东郊、张景珍、王纯一、苏子元等。

在中共满洲省委旧址纪念馆，一幅幅老照
片再现了当年的峥嵘岁月。纪念馆研究员张璐
向记者介绍，1925年9月，中国共产党在沈阳的
第一个地方党支部——中共奉天支部正式成
立，隶属于中共北方（京）区委领导，任国桢任支
部书记，同时，成立了共青团奉天特别支部，吴
晓天任团支部书记，从此沈阳的反帝反封建斗
争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

1926年9月，中共奉天支部改为中共奉天
特别支部，由中共中央直接领导。同时，中共奉
天特别支部又根据中共中央将共青团员转为共
产党员的指示，将一批早期加入共青团的团员
转为中共党员，张景珍、周东郊等都在这时转为
中共党员，此时的党员人数，由原来的 15 人增
加到22人。

“党员人数的增加，使基层党组织开始健全
起来。”张璐说，这一时期，党的基层组织有奉天
医专党小组、银行（满洲银行、志诚银行、东三省
官银号）党小组、兵工厂党小组、学校（满洲医
大、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女子师范学校、省立第
一中学、第四小学等）党小组。至 1927年 7月，
已发展40余名党员。

举办暑期学校：发展首批中共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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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2月，杨志云来到奉天工作，和任国
桢共同租住在精华眼镜公司楼上，秘密开展党
的工作。3 月，国民党奉天省党部被统治当局
破获，为免遭牵连，中共地下组织将一批在国民
党奉天省党部备案的跨党党员转移到外地，至
此，中共奉天特别支部的党员骤然减少。经上
级党组织同意，任国桢和杨志云重新组建了中
共奉天特别支部，由任国桢任支部书记，杨志云
为组织委员，高子升为宣传委员。

与此同时，任国桢派周东郊去营口从事秘
密建党工作，周东郊到营口后，找到任国桢推荐
的联系人，很快打开了工作局面，并于当年6月
在营口建立了当地第一个党组织——中共奉天
特别支部营口小组。

1927年6月，中共奉天特别支部改建为中共
奉天市委，由任国桢担任书记。

钱樾雷告诉记者，奉天支部、奉天特支、奉
天市委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发展奉天地方党组

织，宣传马列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主张，开
展工人运动，组织大众进行经济和政治斗争。
任国桢和杨志云经常接触工人，了解群众的生
活状况及思想情绪。

在奉天党组织领导的工人运动中，以奉天
制麻株式会社工人罢工斗争影响最大。奉天制
麻株式会社是日本人经营的企业，工人劳动时
间长、劳动强度大，却没有劳动保护设施，经常
发生人身伤亡事故。而且日本资本家对中国工
人剥削甚重，工资定额很低。工人不仅得不到
任何奖励，甚至连基本工资也挣不到，经常遭受
罚款和体罚。

1927年5月2日，制麻株式会社300多名工
人举行了大罢工，第二天罢工人数增加到 600
人。任国桢立即派杨志云与工人代表接头，帮
助罢工工人研究斗争策略，制定了不许打骂工
人、工厂有事要与工人代表协商、不许随意克扣
工资等复工条件。二人还提议，开展募捐活动，

安排独身工人食宿，救济困难工人。由于党的
组织领导，这次的罢工坚持了 27 天，日本人接
受了工人的条件，并释放了罢工领袖。

罢工胜利后，任国桢拟订了把罢工斗争扩
大到其他日本企业的计划，被日本警方察觉，他
们派出特务，探知罢工与任国桢有关。

6月29日，敌人首先逮捕了杨志云，随后将
老精华眼镜店团团包围，逮捕了任国桢、眼镜店
经理仲肇发及 6 个伙计。由于找不到证据，不
得不把仲肇发和伙计放掉。任国桢和杨志云在
狱中受尽了酷刑，但他们对党的机密不肯吐露
半字，拒不承认与罢工有关，后被关进奉天第一
监狱。1928年6月，二人获释出狱。

出狱后，任国桢被派往哈尔滨工作，先后担
任哈尔滨市委书记，中共满洲省委委员、临委常
委，中共山东省委书记，中共河北省委委员，中
共北平市委书记等职。1931年被捕牺牲，时年
33岁。

中共奉天市委：领导工人罢工取得胜利

中共满洲省委旧址纪念馆展出一件已经掉
漆的老式照相机，它是中共奉天支部发展的第
一批共产党员、红色银行家巩天民的照相机。

巩天民（1900年—1978年）是沈阳志诚银行
行长、国内著名的银行家经理人。他还有另外
一个身份——中共地下党员。在血雨腥风的年
代，他筹备药品资助义勇军、收集日军罪证、巧
用运钞车转送机密文件……机智果敢地在沈阳
开展反对日寇和国民党统治的地下斗争，曾两
次被捕入狱。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全国政协
委员、常委，辽宁省副省长等职。

1925年9月，巩天民加入中国共产党，被编
入中共银行党小组，活动地址设在满洲银行内。

记者辗转找到了巩天民的第六个儿子巩国
威，虽然老人已经80岁了，但是声音洪亮、思维
敏捷。巩国威告诉记者，父亲的照相机当年由
自己的五哥巩国贤捐赠给纪念馆，沈阳“九君
子”冒死收集日军罪证时，医学教授毕天民曾使
用它拍摄日伪张贴的布告等照片。

1931年12月，国联决定派遣调查团来东北
调查日本侵华事件。消息传开后，沈阳一些爱
国知识分子立即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9个人被
称为“九君子”。大家一致认为，一定要充分利
用这次机会，向世人公布日寇侵占东北的罪证。

于是，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四处收集证据，在
40天内，把这些材料整理成册，译成英文，包上

黑缎子面，并绣上“Truth”（真实）二字，小组成员
还郑重签上了真名实姓，怕正本被日伪查抄去，
又搞了一个副本埋在地下。

1932年4月，巩天民等人设计把材料交给调
查团。10月，《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在日内瓦、南
京和东京同时公布，证明了“九一八”事变是日
本的侵略行径，国联不承认“满洲国”。

日本侵略者因此恼羞成怒，经过长时间的
秘密侦查，于1935年10月12日，将巩天民等人
逮捕。巩天民被押送到日本宪兵队受尽酷刑，但
他未吐一字，保护了其他爱国志士。49天后，巩天
民被朋友保释出狱。

（本版照片除注明外，由辽宁省档案馆提供）

巩天民的照相机
本报记者 商 越

1925年8月，吴晓天关于奉天党团工作情况给团中央的信。（中央档案馆提供）

任国桢巩天民的相机。

1925年9月5日，吴晓天关于奉天开展工作情况给团中央的报告。（中央档案馆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