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了祖国的明天

———复旦大学地下党领导群众斗争史料集

本书编写组

朱立人 (朱玉麟 )  吴让能  邹剑秋  编写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为了祖国的明天：复旦大学地下党领导群众斗 

争史料集/朱立人等 编写.上海市：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2 

ISBN  7-309-03443-0 

主题词：中国共产党\复旦大学\地下斗争 

中国分类号：D235.51 

原书定价：18.00 元 



谨 以 此 书

献  给

中国共产党建党八十周年



前  言

  正当全党、全国人民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八十

周年、深入学习、贯彻江泽民同志重要讲话的时候 ,我们

编写了这本《为了祖国的明天》。她概述了解放前复旦大

学地下党领导革命群众对反动派进行斗争的历史 ,复旦

大学地下党和广大革命群众心连心 ,他们在复旦大学这

块土地上 ,立足学校 ,放眼世界 ,流汗又流血 ,贡献了自己

的青春年华 ,有些人甚至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

复旦大学的诞生、发展和成长 ,同我们灾难沉重而又

伟大可爱的祖国的命运是紧密相连的。一代代复旦人的

奋力抗争 ,形成了反帝、爱国、爱校的光荣革命传统 ,形成

了可贵的凝聚力 ,并且一直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路线指

引下不断前进。

在这人类进入 21 世纪的重要历史时刻 ,在这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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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党学习、贯彻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时候 ,

我们三位原来复旦大学的共产党员 ,把自己经历过的和

所了解的复旦地下党领导革命群众斗争的历史整理出

来 ,对我们今天和未来的共产党员 ,也许是有益的。

让我们共同缅怀那些为国捐躯的地下党的先烈们。

他们在狱中受尽折磨 ,英勇就义 ;他们为了人民的利益 ,

牺牲一切 ,视死如归的高贵品质 ,将永留史册。

现在 ,我们也无法正确统计复旦大学在长期斗争中 ,

为党培养了多少坚强的无产阶级战士 ,但是我们可以从

他们在尖锐、复杂的斗争历程中所积累起来的经验里 ,吸

取教益 ,继承和发扬他们的革命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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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扬反帝、爱国、爱校光荣传统,为祖
国的繁荣富强、和平统一大业而继续
奋斗 !

邹剑秋

一、复旦大学在反帝斗争中诞生

复旦大学在今年五月刚刚庆祝了她的 90 周年生日 ,

海内外校友、来宾 5 000 多人欢聚在复旦校园。面对这

所世界知名度很高 ,为祖国为人类做出了贡献的万人大

学 ,人们由衷地从内心感到喜悦 ,也很自然地回顾母校所

走过的艰难曲折的道路。

抗战以前

复旦大学的诞生 ,首先要归功于大学的创办人马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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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先生。这位爱国天主教徒 ,从 1903 年震旦学院开始招

生之日起 ,就提出办学三原则 : (一 )崇尚科学 ; (二 )注重

文艺 ; (三 )不谈教理。学校管理 ,由学生自治 ;教职员均

尽义务 ,不支薪水。因为是教会学校 ,教师多请外籍传教

士兼任。1905 年春 ,外籍教师有意制造事端 ,裁去英语

课 ,强逼学生学习法语 ;还强迫马相伯住院养病 ,由耶稣

会神甫南从周总揽学院管理大权。教会阴谋毕露 ,学生

哗然 ,并立即开会商讨对策。讨论结果 ,在当时情况下 ,

认为惟有退学一途。在参加会议的 132 人中 , 130 人赞

成退学 ,只有 2 人反对。于是同学们摘下校牌 ,搬去用

具 ,愤然离校。接着 ,退学学生商议复学办法时 ,推举叶

仲裕、于右任、邵力子、王侃叔、沈季洲、张轶欧、叶藻庭等

七人为干事 ,协助马相伯复校 ,租下爱文义路 (今北京西

路 )22 号为事务所 ,以为暂时落脚点。另外 ,马相伯又邀

请热心教育事业的严复、萨镇冰、袁希涛、张骞、熊希龄等

共 28 人为校董 ,募集建校基金。又蒙两江总督、南洋大

臣周馥慷慨拨给白银万两充作经费 ,复承江南杨提督借

给吴淞镇行辕暂作校舍 ;还有苏松太道袁观澜察禀拨吴

淞炮台官地七十余亩 ,以供建筑新校舍之用。关于校名 ,

马相伯采纳了于右任的建议 ,取自《卿云歌》的“日月光

华 ,旦复旦兮”中的“复旦”两字 ,定名为“复旦公学”。

5 月 27 日 ,天主教耶稣会中的那些帝国主义分子 ,

准备盗用震旦学院的名义 ,在“时报”刊登广告 ,声称将于

七八月份开始招生。这一图谋 ,事先为退学师生获悉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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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天“时报”上亦刊登广告 ,严正声明 :震旦早已解

散 ,现在天主教会搞的震旦与原震旦学院毫无关系。

7 月 24 日 ,在张园附近爱文义路 22 号复旦公学事

务所招收新生 ,由严复、马相伯主考。考生约四百余人 ,

只有十分之一被录取。

公推马相伯为复旦公学首任校长 ;袁观澜为庶务长 ,

总管学校行政工作。1906 年 ,颜惠庆介绍李登辉任复旦

公学总教习 (即教务长 )。

1906 年底 ,马相伯奉清廷之命赴日本办理中国留学

生学潮之善后事宜。1907 年 1 月 28 日 ,中国留日学生

举办中日学生演讲会 ,马相伯在会上发表演说 ,提出著名

的“救国不忘读书 ,读书不忘救国”的口号。

据悉 ,马相伯在演讲时 ,由梁启超担任记录。

马相伯在日本时 ,由严复接任校长。严复因无法经

常到校 ,约半年即辞去校长职。两江总督委派夏敬观为

复旦公学校长。1909 年 8 月 ,夏敬观调任江苏提学使。

9 月 ,高凤谦任复旦公学监督 (校长 )。高接任后 ,学校由

于经济问题而困难重重 (主要是筹建校舍 )。

1910 年 2 月 , 马相伯回复旦任校长。老校友中多

人 ,如于右任、叶藻庭、毕治安等都来协助马老校长。有

的管行政 ,有的教书 ,给马相伯以有力的支持。到年底 ,

经济情况略见好转 ,收入一万一千二百七十四两 ,支出一

万零五百七十一两 ,收支相抵还略有余。据说 ,这是五年

来第一次出现财政平衡。但经济问题仍未完全解决 ,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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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经费和校舍仍是复旦公学所面临的两大难题。

1912 年初 ,中华民国成立 ,校友于右任为临时政府

交通次长代理部务。他对复旦的困难了如指掌 ,主动写

了“呈条”要求拨李公祠为复旦校舍。教育总长蔡元培当

即批示 :“呈悉 ,该校开办以来 ,一切课程 ,悉仿欧美 ,历届

毕业 ,成绩尚著 ,自应准予立案。至所请移咨江苏都督拨

借校舍一节 ,业已如呈办理矣。”后经江苏总督正式批复

照准。复旦又闯过了一难关。

是年四月 ,当时孙中山的临时政府经济亦十分困难 ,

仍拨一万元为复旦公学经费 ,且自己参加了校董事会。

这届校董会的成员 :孙中山、陈英士、程德全、于右任、唐

绍仪、王宠惠等 ,都是极有社会影响的教育热心人士。这

实在可谓是得道多助。

5 月 10 日 ,在开学典礼上 ,校长马相伯致词 :“从‘震

旦’更名‘复旦’即希望光复之意 ,今幸达目的 ,益当名副

其实。”

8 月 13 日 ,马相伯以校长名义在《申报》、《民主报》

刊登公告 :复旦公学九月将在李公祠开学。

1913 年 3 月 1 日 ,由于马相伯已上北京 ,新任校长

李登辉由董事长王宠惠和校董于右任陪同正式上任 ,受

到全校师生热烈欢迎。李在答词中表示 :一定竭尽全力 ,

要在困难中把学校办好。

1916 年 7 月 1 日 ,举行第六次大学预科毕业仪式 ,

李登辉校长致词说 :本届毕业生十一人中 ,已有三人赴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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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 ,他们均直接进入美国耶鲁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二

年级就读 ,说明复旦毕业生成绩优秀 ,现校方正准备开办

完全大学。

1917 年 9 月 3 日 ,新学年开始 ,校方将大学部扩充

为文、理、商三科 ,遂形成大学体制。校庆前夕 ,在李登辉

校长的倡议下 ,董事会通过决议 :将“复旦公学”更名为复

旦大学。至此 ,复旦步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二、在反帝、爱国主义的旗帜下 ,团结奋进

1919 年的 5 月 4 日 ,北京爆发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

的“五四”运动  北京大学等院校学生三千余人在天安门

前集会 ,提出“外争国权 ,内惩国贼”的口号 ,反对在“巴黎

和约”上签字 ,要求收回山东主权。游行示威学生火烧赵

家楼曹汝霖住所 ,殴打了卖国贼章宗祥 ,遭到了军警的镇

压 ,学生被捕 30 多人。同日 ,复旦大学、南洋公学等数十

所学校参加上海世界和平促进会等团体召开的“国耻纪

念”国民大会 ,提出收回山东主权的要求。

5 月 5 日 ,校友邵力子收到北京来电 ,知道北京发生

的事情 ,深夜即电告母校 ,师生哗然。翌日凌晨 ,学生贴

出紧急通告 :“北京学生界发生极大的壮烈举动 ,今天九

点钟 ,邵先生来校报告详细情形 ,应请同学们特别注意。”

6 日清晨 ,邵力子手持其主编的《民国日报》来校 ,同学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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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急集合于礼堂 ,由瞿宣颖主持 ,请邵力子报告北京运动

的情况。他号召复旦学生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 ,激

动地说 :“我们学校里的同学 ,对于国家观念是比较完备

的。今儿再不表示我们刚毅果断的精神 ,那不独辜负了

学校平日的训诲 ,你们自己又怎样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呢 ?”学生们当场决议 : (一 )联合上海各校通电全国营救

北京被捕学生 ; (二 )积极参加“纪念国耻”国民大会 ; (三 )

联合各校从速组织上海学生联合会。当晚 ,复旦、南洋、

圣约翰等 33 所学校联名发电报给北京政府 ,强烈抗议逮

捕学生 :“吾人为保全全国青年之神圣计 ,义不独生 ,誓必

前仆后继 ,以昭正义。”义正词严 ,令卖国者发抖 !

这天 ,有圣约翰大学中学部学生 ,因要求参加“纪念

国耻”国民大会 ,受学校阻挠并被迫退学 ,为复旦同学知

悉 ,经李登辉校长同意 ,退学的学生转入复旦大学继续

学业。

5 月 7 日 ,复旦大学的学生由何葆仁率领 ,参加上海

市各界人士在共和体育场召开的国民大会。大会要求惩

办卖国贼 ,收回山东主权 ,释放被捕学生 ,抵制日货。到

会者达二万余人 ,并举行了示威游行。会后 ,复旦的何葆

仁、瞿宣颖、桂勋刚、俞愉等人 ,分头到各校联系 ,约定在

复旦集会 ,商讨成立学联问题。第二天 ( 5 月 8 日 ) ,上海

市 31 所大中学校 81 名学生代表集会于复旦 ,讨论成立

上海市学生联合会问题。公推复旦的何葆仁为临时主

席 ,复旦的程学愉(程天放 )为临时书记 ; 9 日下午 ,有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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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大中学校的 98 名学生代表再度集会于复旦 ,继续讨论

成立学生联合会问题。会议通过了《上海学生联合会宣

言》和《上海学生联合会章程》。5 月 11 日 ,在“中国环球

学生会”成立“上海学生联合会”。何葆仁担任会长 ,程天

放任评议部副议长 ,桂勋刚任交际部长 ,瞿宣颖任文牍 ,

朱永洵 (复旦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 )任副会计长。由瞿宣

颖起草文告通电全国谓 :“自由与公理为吾人同赴之目

标 ,生死以之 ,义无反顾。”复旦大学的学生 ,在上海学生

联合会起到了核心力量的作用 ,在反帝、爱国斗争中紧紧

团结了校内外爱国师生不断前进。

5 月 14 日 ,上海学生联合召开各校学生代表会 ,由

京津学生代表团 ,北京大学方豪等人介绍北京学生示威

游行情况 ,大会发表宣言 ,要求北京政府在一周内对维持

北京蔡元培北大校长地位及保护大学尊严作出答复 ,否

则全市罢课。同时决定成立评议会 ,组织学生义务宣传

队 ,讲演团 ,扩大政治影响。

5 月 19 日 ,复旦校工组织了《上海工会救国联合会

复旦分会》,有会员 40 余人。

5 月 22 日 ,上海中等以上学校校长开会 ,讨论学生

罢课问题。复旦李登辉校长等联名电告北京政府 ,请允

诺学生要求。会上并决定成立中等以上学校联合会。

5 月 25日 ,上海市学联在何葆仁主持下 ,决定举行全

市学校总罢课 ,并发表“罢课宣言”。自 26 日起 ,全市 61

所学校一律罢课。当日 ,全市大中学校学生 25 000 人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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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全市总罢课宣誓典礼。誓言向全国宣告 :“吾人期会合

全国国民之能力 ,挽救危亡 ,生死以之 ,义无反顾。”会后组

织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 ,复旦学生走在队伍的最前头。

当天 ( 26 日 )晚上 ,孙中山先生约请何葆仁同学到西

藏路老金龙西餐馆叙谈。孙中山勉励何葆仁说 :“你们这

种爱国行动很好 ,要唤起民众 ,与各界联合起来。”中山先

生为了支持学生到英租界游行 ,还特地聘请了英法律师 ,

准备万一学生被捕时 ,出来为之辩护。

5 月 30 日 ,复旦大学李登辉校长出席上海市学联评

议会 ,并发表演说 ,鼓励学生的爱国行动。体现了一位真

正的教育家同学生青年的爱国之心是相通的。

5 月 31 日 ,市学联联合工商界三万余人 ,在公共体

育场召开追悼郭钦光同学 (北大学生 ,“五四”游行时遭军

警殴打致死 )大会 ,北京被捕获释的许德珩南下来上海 ,

应邀在会上讲话 ,会后游行。

6 月 2 日 ,复旦学生何葆仁、朱承洵代表上海市学联

到孙中山先生寓所报告学生运动情况 ,并感谢孙中山先

生对学生运动的支持 ,孙中山热情赞扬上海学生的反帝

爱国团结战斗的精神。

6 月 5 日 ,上海市商、学、报各界代表三百人联席会

议 ,成立上海商、学、工、报联会 ,何葆仁任临时主席 ,复旦

的朱承洵在会上发言。会上确定运动的目标是惩办卖国

贼并通电全国。从而上海人民开始了罢工、罢课、罢市的

“三罢”斗争。大学生们忙于走上街头进行宣讲、游行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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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 ,说服商人参加罢市。学生们的举动 ,遭到了军警的镇

压 ,复旦大学有 5 人被捕。由于上海“三罢”运动的深入

开展 ,“五四”运动的中心由北京移到了上海 ,斗争的主力

也由学生逐渐转向工人。

6 月 12 日 ,因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已罢黜 ,上海

的“三罢”斗争也才宣告结束。

6 月 27 日 ,上海群众一万多人在公共体育场集会 ,

何葆仁任大会主席。决定电告巴黎专使拒绝在和约上签

字 (因事先获悉今日是签字日 )。

7 月 1 日 ,上海各界运动再度高涨 ,十万人集会 ,敦

促政府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并举行游行示威。

10 月 18 日 ,孙中山先生应寰球中国学生会会长、复

旦大学校长李登辉之邀 ,在寰球中国学生会作《救国之急

务》的演讲 ,高度评价“五四”运动 ,“于甚短之时间 ,收绝

伦之巨效 ,是见结合者强也 !”要求大家“认清当前形势 ,

适应世界潮流。”最后用英语高呼 :“团结就是力量 ,分裂

必致灭亡 !”

这是对“五四”运动所作的最概括的总结。

几天以后 ,复旦学生会主席朱承洵代表上海学联再

次到中山先生寓所晋见先生时 ,孙先生亲题“天下为公”

条幅相赠。

“五卅惨案” 1925 年 5 月 15 日 ,顾正红遭日本厂

方杀害。5 月 18 日 ,复旦等校学生组成三十个小分队 ,

到市区、码头 ,宣传募捐声援工人的斗争。5 月 29 日 ,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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