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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说明

为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修好党史、国史必修课要求，纪念中共天津

地方组织创立 90年来的光辉历程，市委党史研究室组织编写了《中国共

产党天津历史大事记（1919—2013）》。

本书扼要记述了中共天津地方组织创立、发展、壮大的曲折历程和重

要事件，系统反映了党领导天津人民革命、建设、改革的奋斗历程和辉煌

成就，希望能够对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更好地学习、了解党在天津

的光辉历史有所裨益。

中共天津市委常委、市委组织部部长尹德明对大事记的编写工作十

分重视，审读了全部书稿，并担任编审委员会主任。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

刘润忠、副主任于建对书稿的编写、修改工作提出了重要意见。刘晓津、王

凯捷、孟宪玲、刘素新、刘小荣、孟罡、马兆亭、周巍、王永立、林琳、朱漓江

等参加了编写和校对工作。全书由刘晓津修改、统稿。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参考使用了市委党史研究室此前编写出版的同类

资料书籍，并将记事时段下限由 2010年延至 2013年。书内若有不当之

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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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 年

5月 4日 北京 3000多名学生为抗议巴黎和会把德国在中国山东的

全部权益转交日本，反对北京政府的卖国外交，要求取消“二十一条”，在

天安门前集会，强烈要求“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会后游行示威，火烧交通总长曹汝霖的住宅，痛打匿身曹宅的驻日公使章

宗祥。北京政府出动军警镇压学生，有 32人被捕。五四运动揭开了中国新

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

5 月 5日 天津《益世报》《大公报》报道五四运动爆发的消息。

同日 天津北洋大学发表通电，要求“拒签和约”、“释放学生”，盛赞北

京学生“惩贼有勇”，并表示“协同行动”。天津学生在全国是第一个响应和

声援北京学生爱国行动的。

5 月 6 日 北洋大学学生张太雷，高等工业学校学生谌志笃，南开学

校学生马骏，直隶省立第一中学学生于方舟、韩麟符等组织联络北洋大学

和天津中等以上 10所学校学生代表近千人在北洋大学集会示威，声援北

京学生反帝爱国运动，并成立了天津学生临时联合会。

5 月 25 日 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在江苏会馆成立，公推直隶第一女

子师范学校校友刘清扬和女师附小教员李峙山为正、副会长。该会成立

后，同天津学联一起担负起领导天津学生运动的重任。

9 月 16 日 在周恩来主持下，觉悟社在天津东南角草厂庵学联办公

室成立。成员有周恩来、马骏、李震瀛、谌志笃、胡维宪、关锡斌、潘世纶、谌

小岑、赵光宸、薛撼岳和刘清扬、郭隆真、李峙山、邓颖超、张若名、李锡锦、

郑季清、周之廉、吴瑞燕、张嗣婧共 20人，男女各半以示平等。该社以“革

心”、“革新”为宗旨，很快成为领导天津革命斗争的坚强核心。

9 月 21 日 李大钊应觉悟社邀请来津，与觉悟社 20名男女社员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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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他勉励大家“要注意研究世界革命新思潮”，要好好阅读《新青年》《少

年中国》发表的有关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对觉悟社的英勇斗争和革命

工作给予充分肯定。

12 月 20 日 为声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山东、枪杀福州学生的罪

行，呼吁把抵制日货斗争坚持到底，天津各界联合会在南开操场召开

10万人参加的国民大会，发表《天津国民大会宣言书》，散发《国民大会

特别传单》。

1920 年

1月 20 日 周恩来主编的觉悟社社刊《觉悟》第 1期出版。该刊宗旨

是，“要本‘革心’‘革新’的精神，求大家的‘自觉’‘自决’”。第 1期刊载了

周恩来执笔的《觉悟》和《〈觉悟〉的宣言》等纲领性文献。后因周恩来被捕，

该刊只出版 1期即停刊。

1 月 29 日 以周恩来为总指挥的 5000多名学生前往省公署，要求释

放于 24日被捕的请愿代表马千里、马骏等人，启封 25日被强行封闭的学

生联合会和各界联合会。遭到直隶当局的镇压，致使 60多人受伤，造成

“九一廿九”（民国 9年 1月 29日的简称）惨案。

8 月 16 日 在李大钊的倡导下，觉悟社 11名社员邀请北京的少年中

国学会、青年工读互助团、曙光社、人道社 4团体的代表 30多人，在北京

陶然亭举行座谈会，探讨改造旧世界的问题。李大钊、周恩来、邓颖超等在

会上发言。

10 月上旬 在李大钊指导下，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在特别二区大马

路（今河北区建国道）一裁缝店楼上成立，张太雷为书记。会上，张太雷报

告了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经过，通过了由张太雷起草的第一个社会

主义青年团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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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 年

3月 22 日 周恩来在天津《益世报》发表《欧战后之欧洲危机》，分析

了战胜国与战败国之间的矛盾，断言资本主义面临的窘境无法摆脱。此

后，他又相继发表数十篇通讯，向天津人民介绍欧洲无产阶级的革命运

动，宣传苏维埃俄国的各项政策，揭露帝国主义的腐朽性，号召天津人民

为争取民族解放而斗争。

7 月 23 日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会议讨论

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纲领。大会组成中央局，选举陈独秀为书记。

9 月 11 日 于树德、安体诚在李大钊、罗章龙的指导下，自筹资金，创

办天津工余补习学校，开展工人教育，推动工人运动，使其成为党在天津

开展工人运动的基地。

1922 年

3月 12 日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天津执行委员会在天津工余补习学

校正式建立，该团自拟章程规定团的性质为“纯粹的康民尼斯特（即共产

主义）”，宗旨为“研究共产主义，实行社会改造”。

3 月 27 日 李大钊在津对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和工人运动

进行部署。他回京后，又派张昆弟、陈为人、张隐韬来津协助工作，并将

《共产党》《工人周刊》《劳动界》《苦力》《向导》《国际通讯》带到天津工余

补习学校。

8 月 27 日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天津支部致电北京参、众两院议员，

要求迅速通过并实行《劳动法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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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 年

3月 26日 旅顺、大连租借期满。天津各界人民掀起了收回旅大和废

除“二十一条”的反日爱国群众运动。数万人在南开操场召开市民大会。会

后，举行了抗议游行。

4 月 2 日 邓颖超、李峙山等 9人发起成立女星社。女星社以拯救被

压迫妇女，宣传妇女应有的革命精神，力求觉悟的女子加入无产阶级的革

命运动为宗旨，猛烈抨击残害、压迫妇女的封建礼教和社会恶势力，探讨

妇女解放的根本途径。

12 月 25 日 中共中央发出《第 13号通告》，要求全体党员积极帮助

国民党进行改组，各省至少有一名中共党员参加国民党一大，于方舟、江

浩、李锡九、韩麟符、陈镜湖等共产党员作为直隶省和天津代表前往。

1924 年

1月 1日 天津《妇女日报》创刊。2日，中共中央妇女部部长向警予，

为该报的创办写了专稿，称“《妇女日报》的出版是中国沉沉女界报晓的第

一声”。 9月 30日，该报迫于反动当局的压力而停刊。

3 月 9 日 根据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修正章程》第八条规定，

天津团组织在团中央特派员韩麟符的主持下，在天津高等工业学校召开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天津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大会，选举于方舟、李逸

（李濂祺）、张宝泉、崔溥、王乃宽为委员，王贞儒、张儒林、卢绍亭、谢曦、邓

颖超为候补委员。

本年春 于树德等 5名党员和候补党员成立了天津党小组，于树德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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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长。按照党章的规定，直接隶属于中共北京区执行委员会。

5 月 4 日 天津学联会在河北高等工业学校礼堂主持召开有 700人

参加的纪念五四大会，天津党、团组织特邀蔡和森等到会演讲，邓颖超作

了《五四之经过史》的报告。

9 月 根据中共《第一次修正章程》第六条的规定，在中共北京区委成

员赵世炎的主持下，天津全体中共党员在法租界 24号路（今和平区长春

道）普爱里 34号召开了中共天津地方执行委员会（简称天津地委）成立大

会。会议选举于方舟为委员长，江浩为组织部主任，李锡九为宣传部主任。

10 月 23 日 直系第三路军总司令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翻曹锟、

吴佩孚的北京政府，并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中共北京区委利用冯

玉祥同情革命的有利条件，把津、京、直隶地区被直系军阀逮捕的革命志

士营救出狱，恢复和发展了这些地区的工农组织，推动了工农运动。

12 月 4 日 孙中山和夫人宋庆龄等一行到达天津法租界美昌码头。

中共天津地委动员和组织全市 50多个团体的工人、学生、市民数万人前

往欢迎。当天下午，天津地委委派邓颖超、江浩、于方舟、马千里等前往张

园会见孙中山的代表，商议邀请孙中山讲演和会见群众等事项。

12 月 18 日 天津各团体代表召开欢迎孙中山大会，并报告孙中山的

病情，说明孙中山因病不能在群众大会上讲演。会上，江浩、于方舟、安幸

生、邓颖超等倡议成立天津国民会议促成会。

1925 年

1月 11日至 22日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中

共天津地委派代表出席会议。

3 月 12日 孙中山在京逝世。14日，天津国共两党党员及各界群众数

千人参加了国民党直隶省党部召开的追悼孙中山大会。15日至 22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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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70余处集会，沉痛悼念孙中山。

6 月 1 日 天津学联会委员长辛璞田根据中共天津地委关于五卅惨

案①的指示，召开学联紧急会议，决定发动学生声援上海人民，开展反帝爱

国运动。随后各校学生纷纷成立沪案后援会。

6 月 7 日 天津各界妇女联合会成立。各界妇女联合会成立后，通过

组织讲演、排演《上海惨杀记》、刊印传单、出版《雪耻特刊》和举行集会示

威等形式，开展了大规模的宣传活动。

6 月 10 日 反帝爱国统一战线组织———天津各界联合会，在天津总

商会召开成立大会，中共天津地委负责人于方舟主持会议。大会通过宣言

和章程，郑重宣布其宗旨是：铲除帝国主义，取消不平等条约，进行彻底的

民族解放运动。

6 月 14 日 中共天津地委发动各界 10万人在南开操场召开第二次

市民大会，追悼沪、汉惨死同胞。会后，举行示威大游行。地委领导人江浩、

安幸生、邓颖超等 7人作为代表，赴省督办公署递交《各界请愿书》。天津

反帝爱国运动形成高潮。

6 月 30 日 中共天津地委发动 200余团体 10万余人，臂戴黑纱，冲

破反动当局的阻挠，不顾帝国主义的恫吓，在南开操场召开第三次市民大

会。会后，举行了浩浩荡荡的示威游行。

7 月 15日至 8月上旬 为破坏五卅运动，7月 15日，上海英商派兵胁

迫英轮昌升、顺天等 4艘轮船开到天津，以防海员罢工。党中央得知这一

阴谋后，电示北京区委赵世炎来津，和中共天津地委书记李季达以及安幸

生组成天津海员罢工委员会，准备发动海员大罢工。18日，决定于 21日全

① 5月 30日为抗议日本资本家枪杀中国工人，上海 2000多名学生和部分工人到租界和

闹市区讲演，散发传单，租界巡捕逮捕并殴打学生，愤怒的群众聚集在老闸捕房前提出强烈抗议。

英国捕头下令开枪镇压，打死 13人，轻、重伤无数，被捕 50余人，酿成五卅惨案。当晚，中共中央

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组织行动委员会，建立各阶级的联合战线，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大屠杀。轰轰烈

烈的五卅运动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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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海员罢工。21日，昌升等 4艘轮船抵津后宣布罢工，23日，惠州、夔州两

轮海员罢工，28日，裕升、奉天以及随后抵津的顺天、景星等轮船，也加入

了罢工行列。到 8月上旬，先后抵津的 7艘轮船的海员和天津海员共同举

行罢工，给英、日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

8 月 4 日 在中共天津地委和工人罢工指挥部领导下，天津总工会成

立。印刷、纺织、海员、油漆等 20余工会的 50余名代表出席了成立大会。

会议通过了天津总工会的章程和宣言。

8 月 9 日 上午，在安幸生主持下，中华海员工会天津支部在广东会

馆召开第一次全体大会。与会者一致表示坚持罢工。下午，天津总工会发

动全市罢工工人，从广东会馆出发举行援沪大示威。

8 月 11 日 裕大纱厂几千名工人欲往盐坨地集会举行罢工，被军警

拦截在厂内。工人冲上前去与之展开激烈搏斗。宝成、北洋、裕元纱厂数千

名工人赶来支援，缴获步枪 10支、手枪 3支，抓了 1名日本人和 3名军

警，工人也死伤 20余人。这就是“砸裕大事件”。

8 月 12 日 直隶当局出动 1600余名军警镇压罢工工人，致使 100余

人受伤，400多人被捕。当天，还强迫罢工海员搬出广东会馆，驱散码头罢

工工人，查封了总工会和各界联合会、学联会、救国日报社等爱国团体。

12 月 23日至 24日 在天津地委和共产党员刘格平、袁子贞组织的

工人武装策应下，国民军击溃奉军进驻天津。

1926 年

1月 1 日 中共天津地委组织天津各界 3万人在南开操场召开国民

大会，对国民军进驻天津表示欢迎。同时向国民军提出了人民应有言论、

出版、集会、结社等绝对自由权，废除一切苛捐杂税等 11项要求，并在会

后举行了游行。

7



1 月 25日 天津总工会创刊《工人小报》。该报公开申明“是工人自己

的报纸”，“代表天津几十万无产阶级”，“维护工人的利益”。 这是天津工

人阶级的第一张日报。

2 月 7 日至 15 日 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天津召

开。大会总结过去的工作，提出今后的任务。闭幕时发表了宣言，决定将总

部设在天津。

3 月 21 日 天津各界 1万余人在南开操场召开“废约驱段”国民大

会。会上，于树德、安幸生分别介绍了大沽口事件①和三一八惨案②真相，江

浩作了《大沽交涉案和援助北京惨案》的报告，并选举江浩、于方舟、安幸

生等 10人为请愿代表。

3 月 22 日 国民军在帝国主义和奉系军阀的联合夹击下，被迫撤出

天津。24日，直鲁联军占据天津，重新开始了军阀的暴虐统治。随后对共产

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疯狂镇压。

11 月 23 日 直隶当局勾结英租界工部局，搜查义庆里 40号党的地

下机关，逮捕青年团天津地委书记江震寰等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及革命

群众 15人。25日，英工部局将他们引渡给天津警察厅。1927年 4月 18

日，他们在天津南市广场被奉系军阀杀害，史称天津十五烈士。

1927 年

4月 28 日 李大钊等中共北方区委领导者和革命志士 20人在北京

① 3月 12日，日军驶入大沽口，掩护奉军进攻天津，被国民军击退。16日，日本纠集英、美、

法、意等 8国公使向段祺瑞政府提出“最后通牒”，无理要求中国单方面停止军事行动，撤出津、塘

等地，史称大沽口事件。
② 3月 18日，北京各界群众 1万余人举行反帝示威大会。会后请愿时，遭段祺瑞政府卫队

屠杀，酿成三一八惨案。在燕京大学读书的天津女学生魏士毅被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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