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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设有“共

产党宣言研究”等 10 个研究小组。除担

任研究会书记外，王有德还兼任德文组

组长，成员有罗章龙、李梅羮、商章孙、

宋天放等人。该小组负责德文版《共产党

宣言》、《阶级争斗》、《资本论》（第

一卷）等一批原著的翻译工作，为马克思

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立下了汗马功劳。

  投身工人运动

1936 年，毛泽东在同斯诺的谈话中

说道，在北京期间，“我热心地搜寻那

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

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

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

仰”。这三本书，就是“亢慕义斋”（德

文译音，意为“共产主义小室”）所藏

的《共产党宣言》《阶级争斗》和《社

会主义史》。罗章龙回忆说：“毛泽东

第二次来北京的时候，看到了我们翻译

的《共产党宣言》。”

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是中国

最早翻译、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团

体。1920 年 10 月，该研究会成立了“北

京共产主义小组”。1921 年 1 月，正式

定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

在翻译、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

同时，王有德等人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

实践相结合，积极投身早期工人运动。

他们前往北京郊区的丰台和长辛店铁路

道栅、门头沟煤矿等地调查工人情况，

在工人中开办补习学校，向工人灌输革

命思想。1920 年，邓中夏、王有德、王

复生等 7 人组成“五一运动委员会”，

组织领导 1000 余名长辛店铁路工人参加

隆重纪念中国工人阶级的第一个“五一”

国际劳动节大会，并正式成立“长辛店

工人俱乐部”，使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

有了自己的工会组织，为推动中国工人

运动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1922 年，经同班同学、中共北京大

学支部书记罗章龙介绍，王有德加入中

国共产党，成为早期的中共党员。

  淞沪抗战为国捐躯

1926 年，王有德南下广州，投笔从戎，

进入黄埔军校编译处任上尉编译官，同

时进行军事学习。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

王有德赴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任营长，

随部队东征讨蒋。1927 年 8 月 1 日，在

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副军长叶挺的

率领下，王有德参加了由中国共产党领

导的“八一”南昌起义。后转入国民革

命军第十九路军补充第一团任上校团长、

78 师参谋处长。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

略军企图占领上海，第十九路军奉命调

往上海驻防。1932 年 1 月 28 日，淞沪抗

战爆发，日本侵略军由租界向上海闸北

一带进攻，第十九路军全体官兵奋起抗

战。王有德身先士卒，始终在前沿阵地

指挥战斗。其间，他主动要求前往闸北

前线作战，多次参与击退日军的进攻。

因在激烈的战斗中积劳成疾，王有德心

力交瘁，突然昏厥倒下，牺牲在战场，

时年 35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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