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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是五四运动的缘起地 也是全国最早开展青年运动和最早成立团组

织的城市之一 。 1919 年 5 月 4 日，在爱国青年"还我青岛"的呐喊声中，中国青

年登上了为民族独立而斗争的历史舞台 。 1922 年 5 月，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

党的领导下宣告成立，成为组织动员广大青年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

力量。 1923 年 11 月 18 日，党的创始人之一 、 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亲手创建了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青岛支部掀开了青岛地方青年运动的新篇章 。 到今

天，青岛共青团已经走过了 90 年的光荣历程 。

党有号召，团有行动 。 90 年来，青岛共青团始终围绕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

中心任务，团结带领岛城广大团员青年，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冲锋陷阵、浴

血奋战;为社会主义建设忘我劳动、艰苦创业;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锐意

创新、开拓进取，展现出了岛城青年的闪亮风采，也为当代青年留下了宝贵的

精神财富 。 奇岛共青团 90 年的光辉历程，是一部岛城青年高举理想旗帜，为探

求真理、实践真理而，不懈奋斗的历史;是一部岛城青年发扬革命精神，为民族

复兴、人民幸福无私奉献的历史;也是一部岛城青年牢记使命、与时俱进，在先

进思想哺育下健康成长的历史 。 90 年的历史充分证明，青岛共青团不愧为党

的忠实助手和可靠后备军，不愧为党联系青年的坚实桥梁和牢固纽带;一代又

一代青岛青年不愧为朝气蓬勃、奋发有为的有生力量，不愧为值得信赖、堪当

重任的栋梁之材 。

当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是中国青年运动的时代

主题 。 青岛市正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牢牢把握主题主线，着力率先科学

发展、实现蓝色跨越，加快建设宜居幸福的现代化国际城市，努力为实现中国

梦做贡献 o 这为岛城广大青年施展自身才华、实现人生理想提供了广阔舞台，

也对青岛共青团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 希望全市各级团组织自觉发扬

光荣传统，勇于担负历史责任，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青年"坚定理想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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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就过硬本领，勇于创新创造，矢志艰苦奋斗，锤炼高尚品格"的 期 望和要求，

把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根本任务，把巩固和扩大

党执政的青年群众基础作为政治责任，把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作为工作主线，

不断创新工作思路，丰富活动载体，深深植根青年、充分依靠青年、一切为了青

年，团结带领广大青年继续谱写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的青春凯歌，在实现

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 、书写 人生华章 。

在青岛共青团成立 90 周年之际，共青团青岛市委组织编写了 《青岛共青

团史 (1923-2013) }-书，全面回顾了青岛共青团自成立以来的奋斗足迹，充

分展示了在党的领导下青岛共青团事业取得的显著成绩 。 对走过 90 年历程的

青岛共青团来说，这是一次巡礼，也是一份贺礼，既为牢记历史，夏为开启未

来 。 相信全市广大青年朋友一定能够从中汲取营养、认清使命，更好地肩负时

代重任、创造美好生活 O

是为序 O

中叫省委常委、青岛创记会呼
2013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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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青岛近代社会的演变与青年群体的形成

青岛青年团组织的建立，是近代青岛社会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发展到一

定历史阶段的产物。 由于青岛城市的形成 、社会经济和政治文化的发展有着自

身特有的轨~-，因而青年运动的形成和先进青年组织的建立，也有着自身鲜明

的特点。

青岛近代化进程的开启

青岛地区昔称"胶澳位于山东半岛西南部的胶州湾畔。 胶州湾港阔水深，

常年不冻，是个天然良港，在军事、经济上都占有重要地位 。 胶澳原是以渔农为

主的自然村庄胶州湾两岸均是荒山野坡，星星落落地有几处小渔村，几座孤

庙野庵，如法海寺、下村庙、天后宫、荒草庵等。 每年 3 月，各地贩运海产的商人

云集天后宫周围，以布匹、日用品等货物换取渔民的水产物资，进行交易"①。

1891 年 6 月 14 日，清政府批准在胶澳设防，青岛由此建置。 1892 年，登州

镇总兵章高元率兵驻防胶澳，在前海设立总兵衙门 。 章高元驻防后，随着兵营

设施 、码头建筑及道路的修建，青岛口的贸易经济日趋兴盛，出现了"货樵相

连、商贾云集"的繁荣景象。 至 1897 年，这里已有作坊、店铺近 70 家，进出口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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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898 年时的青岛

物每年都在 30 万担以上海关税收年均白银 3 万两 。 特别是永顺小型铁工厂

和细棉布、棉纱等贸易的出现，使青岛有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萌芽 。

1 897 年 11 月 14 日，德国以"巨野教案"为借口，悍然派兵在青岛登陆，强

占了青岛 。 1898 年 3 月 6 日，德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中德胶澳租界条约~ ，强租

胶州湾 99 年 。 从此，青岛沦为德国的殖民地 。

德国强占青岛后，为实现其在青岛建立远东军事基地、掠夺中国资源的目

的，开始大力营建青岛 。 从 1898 年至 1914 年的 17 年间，德国先后在青岛投资

了 1.7 亿多马克，建立了必要的防御体系和进行经济掠夺所必需的基础设施。

在前海一带，德军先后在各山头及水陆要冲 ，构筑了炮台、暗堡，挖嚎墅，布水

雷 ;又先后建成了大、小港 4 个码头，修筑了胶济铁路以及和码头、铁路相配套

的工程 ;修建了自来水、电力、公路、桥梁、上下水道 、海岸防浪坝等市政工程 ;

修建了总督府、总督官邸 、德华洋行、电报局、电话局 、教堂、医院、学校、别墅、

旅馆饭店等一批政治、商业、文化设施;兴建了海军造船厂、胶济铁路四方工

厂、电厂及轻纺工业等一批工厂企业。 德国人还把持了海关，垄断了海运，控制

了金融。 经过德国 17 年的殖民建设与经营青岛逐渐成为一座初具规模的近

代工业海港城市。 到 191 3 年，青岛已跃居国内第六大港的地位，成为山东对外

贸易中心 。 随着青岛港的建成德国对青岛乃至整个山东的经济掠夺也日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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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 从 1898 年至 1914 年，德国从青岛掠夺了 4496 万余马克 。 由于第一次世界

大战的爆发，德国在青岛的经济掠夺计划未能全部实现。

1914 年 7 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倾力于欧洲主战场的德国无暇东顾，

驻青岛的德军也大部分撤回本土。 图谋青岛已久的日本趁机对德国宣战，赶走

德国军队，攻占青岛，宣布强占德国在青岛、山东的所有权益，取代德国在青岛

及胶济铁路沿线建立起非法的军政统治 。 从此青岛沦入 8 年的日本武力侵占

时期 。

日本在青岛的侵略政策与德国有所不同 主要是将青岛作为经济掠夺基

地和日侨赖以生息之地。 因此日本侵略者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城市的扩建和工

商业的经营上 。 期间，日本大量移民于胶澳，1915 年在青岛的日本人仅 400 人，

而 1922 年时已增至 24132 人 。 从 1915 年至 1919 年短短 5 年时间里，青岛的

城市规模比德国占领时扩大了 3 倍。 日本殖民者利用德国占领时期建成的港

口、铁路和其他设施大量开办工商业 。 其中 1917 年至 1923 年相继开设了 6 家

大型纱厂，即内外棉纱厂(青岛国棉二厂前身)、大康纱厂(青岛国棉一厂前身)、

富士纱厂(青岛国棉七厂前身)、钟渊纱厂(青岛国棉六厂前身)、隆兴纱厂(青岛

国棉三厂前身)、宝来纱厂(青岛国棉九厂一部分)。 日本人在青岛经营工商业

"尤为巨细不捐，自规模最大的纺织厂，以至极细的修缮铁工，无不捷足先登，

或且占为己有"。 据不完全统计到 1922 年底在青岛的日商资本在 50 万元以

上的工厂企业达 80 余家。 青岛的纺织业、火油业、烟草业、染织业、食品业、木

材业、面粉业、机械业等行业，都有了相当规模，且都操控于日本人手中 。 青岛

港港口进出口货物、胶济铁路货运量不断增长 。 日本人在青岛除了垄断工商业

经营，还开办洋行，进行资本输出，全面掌握了青岛地区的经济命脉。 由于工商

业、海陆运输等方面的迅速发展青岛已基本形成一座商贸发达的近代海港城

市 。

经过德、日 25 年的殖民开发，到 20 世纪 20 年代，青岛已成为国内较发达

的工商业城市:青岛港可以与当时已经营 60 年的香港相媲美;胶济铁路像一

条大动脉，使青岛港的经济贸易活动的触角伸至胶东半岛、山东内地，乃至黄

淮流域;船舶业、纺织业、烟酒业、机车修造业等，在全国名列前茅 。 在此基础

上，民族资本也在德、日侵略和欺压的夹缝中缓慢生长起来 。

随着青岛近代工商业的兴起和发展 以产业工人为主体的青岛工人阶级

队伍也逐渐成长壮大。 据统计，至 1923 年，青岛城市人口有 28 万，其中工人阶

级队伍 4.9 万人，仅产业工人就有 2 万多人，使中国共产党在青岛地区开展反

帝反封建、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革命活动有了一定的政治土壤。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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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化教育的渐人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伴随着德、日帝国主义对青岛的相继殖民侵入，西方

的文化教育也随之渐入，青岛兴办起了各类学校 。

一是传教士建立的带有传教布道和文化侵略性质的教会学校 。 1898 年，

德国基督教路德教会在市区鲍岛山创办了德华书院，这是青岛最早的教会学

校 ;1901 年，德国基督教同善会传教士尉礼贤创办了礼贤中学(今青岛九中前

身)，这是青岛近代史上第一所中学，也是青岛历史悠久的一所中学; 1905 年，

尉礼贤又创办了美蘸书院(又名淑范女学) ，这是青岛第一所招收女生的中

学 ; 1911 年，美国基督教长老会创办了明德学堂(后来的青岛十→中前身，现

已井入青岛九中);1921 年，北美长老会范爱莲创办了私立文德女子中学(原青

岛八中前身);1931 年，美国天主教圣方济各会创办了私立圣功女子中学(今青

岛七中前身)。 这些学校主要从当地青少年中招生培养传教士 、洋行买办、教师

和翻译人员 。

二是德、日殖民者为服务其殖民经济需要而在青岛建立的各类培养技术

工人和管理人才的职业学校、高等学堂。 水师工业学校(又称船坞工厂徒工学

校) ，是近代青岛第一所职业类学校，这是德国占领青岛后，于 1900 年在莱阳

路 8 号创办的为其造船厂(水师工厂)培养技术人才和管理人员的职业学校 。

1906 年成立的黑澜大学(又称德华大学、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 ，是大清和德

国合办的一所大学，也是青岛第一所高等学堂(校址在今西镇朝城路、贵州路、

单县路铁路分局和铁路医院一带 ) 0 1916 年 4 月日本人吉利平次郎在青岛馆

陶路 8 号创办"私立青岛英学院"(1917 年改名为"青岛学院"， 1919 年兼收中

国学生)， 1921 年青岛学院在西镇开设商业学校(校址大致位于今青岛一中) , 

大量招收中国学生，授以商业方面的知识。 到 1922 年中国收回青岛主权之时，

外籍殖民者在青岛共建立 7 所职业学校 。

三是国人自己创办的学校。 1908 年春， 同盟会会员刘冠三、陈干在青岛创

办了一所培育革命人才的学校一一震旦公学 虽然该校因开展革命活动被清

延勾结德国当局封闭而办学时间不长，但在当时的青岛学界颇有影响 。 1923

年青岛从日本人手里被赎回后，胶澳商埠督办公署随之在原德国伊尔蒂斯兵

营一带创办了第一所国人自己的公立学校一一胶澳商埠公立职业学校(校址

位于今香港西路 11 号) 。

另外，至 1923 年，德、日殖民者还相继在青岛建立各类小学 37 所 。 例如:

1901 年建成的胶澳总督府童子学校(今青岛市实验小学前身) ，这是德国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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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伊尔蒂斯兵营 ，胶澳商埠公立职业学校建立处

当局在青岛开设的第一所近代新式小学 : 1902 年德国殖民当局设立了台东蒙

养学堂(即后来的台东镇小学，今台东六路小学)等 。

在这几十所学校内，出现了一批接受西方文化教育的知识青年群体一一

青年学生和青年教员 ，这个群体的显著特点是有知识有文化 、关心政治、富有

民族意识和爱国心 。 他们关注时局，思想敏锐，易于接受新思想新事物，更有着

强烈的爱国政治热情。 他们不满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和北洋军阔的反动统治 ，

反对旧文化旧教育，渴求民族解放、社会进步 。 面对中国深陷内忧外患、遭受屈

辱和苦难的深重民族危机，他们最先觉悟起来。 所以，这一青年群体的形成为

中国共产党在青岛地区开展革命青年运动 建立革命的青年组织提供了组织

条件。

后来，邓恩铭来青岛传播马克思主义，学校成为其一个最重要的基点，学

校学生和教员是其开展工作的重要对象。 青岛的第一个团组织也正是以青年

学生为主体建立起来的最早的 10 名 团员中胶澳商埠公立职业学校学生中

就有 8 名， 1925 年该校又有林礼周 、张德元等 5 名学生加入。 还有私立四方小

学教员 卡韶庭 、孙秀峰，西镇小学教员延伯真，台东镇小学学生 6 人加入等 。 这

些人很快都成为早期青岛地方党团组织的骨干力量。 综观新民主主义革命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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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青团组织在青岛开展青年运动 也是以青年学生和青年教员为主力进

行的 O

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兴起

哪里有压迫 ，哪里就有反抗。 在德、日 25 年的殖民统治和中国北洋反动势

力统治下，青岛各阶层人民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不断进行各种反抗斗争 。 他们

结成工商团体、宗教团体、各种会馆，屡屡与殖民统治者抗争 ，青年学生每次都

走在斗争最前列 。

德国殖民当局于 1900 年在青岛开办的水师工业学校，主要从青岛当地及

周边各地招募学生，为其海军训练各种海上军事及技术人才 。 从此开始，反德

殖民侵略的斗争情绪就在该校的青年学生中酝酿、滋长 。 1901 年春，德国殖民

当局为了镇压学生的反德斗争情绪，在操场上杀害了学生张某，激怒了全校的

青年学生。 全校学生选出代表赶赴济南，向 山东巡抚杨士嚷请愿 ，要求"严惩凶

手为被害同学昭雪。 有的同学当即放弃学业，参加抗德义勇队 ，专杀德国人，

为被害同学报仇。

1908 年秋，在德国传教士举办的礼贤书院，院长卫礼贤从德国返回青岛，

学校当局强令学生前往码头迎接。 在码头上，德国巡捕拿学生不当人，蛮横无

理，激怒了全体同学，一学生因怒喊"将他推下海去"而遭拘捕。 学生包围了巡

礼贤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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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救出了被捕同学，并将肇事巡捕按倒在铁轨上，欲用迎面开来的火车将其

压死，后被教师阻止。

1908 年 1 月，忧国忧民的山东同盟会会员陈干在青岛创办震旦公学 ， 目的

就是建立一所培育革命人才的学校 。 学校聘请商震、王呜双、陶成章等同盟会

会员任教，向学生灌输革命思想，联络校外群众开展革命活动 。 1908 年春季，该

校学生为反对清朝出卖山东矿权，参加了抗议请愿 ， 因而遭到清廷句结德国当

局的迫害，陈干被迫离开青岛，震旦公学被查封。

1912 年 9 月，青岛特别高等专科学堂校方强令学生去码头迎接德国皇储

亨利亲王，有一学生离队稍远，被码头德国巡捕殴打。 回校后，全体学生立即罢

课，欲包围巡捕房，提出严惩打人巡捕要求，最终迫使德国总督惩处了打人巡

捕 。 亨利亲王在视察礼贤、美蘸两书院时，学生们一齐跑回宿舍，都不回教室上

课接受视察，教室里空无一人 。 美宣草书院教室黑板上被学生写上"不欢迎亲狗"

口号 ，使得亨利亲王一行十分尴尬。 这月，当该校学生得知孙中山来青岛的消

息后，立即向学校当局提出请孙中山到校参观、讲演的要求，在遭到校方拒绝

后举行罢课请愿，迫使校方同意 。 随后，孙中山来到该校与同学们见面，并在大

礼堂做了精彩讲演 。

1919 年，以青岛主权问题为缘起 、以青年为先锋的五四运动爆发 。 五四运

动成为近代中国追求民族独立、民主自由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也成为中

国青年运动的起点 。

早在 1914 年日本取代德国占领青岛后，还把势力渗透到山东内地。 日本

军队控制了胶济铁路沿

线各重镇，在这些地方

行使行政权和司法权 。

即使如此，日本仍不满

足，竟在 1915 年 1 月向

袁世凯政府提出了旨在

灭亡中国的"二 十 一

条" 。 袁世凯为获得日本

对其复辟帝制的支持，

竟屈从于 日本的压力，

几乎全部接受了"二十

一条" 。 袁世凯死后，其

培植的北洋军阅势力掌 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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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了 中央政权 。 北洋军间政府继续投靠 日 本不惜出卖民族利益，以换取 日 本

帝国主义的支持。

1919 年 1 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和平会议，这实际

上是由当时"世界五强"美、英、法、日、意帝国主义国家操纵的重新瓜分世界的

会议 。 中国作为战胜国参加了这次会议。 但是，帝国主义列强不顾中国人民的

强烈要求，议定把日本在大战期间强占的德国在胶州湾的租借地、胶济铁路以

及德国在山东的其他权益无条件地让与日本 。

消息传到国内后，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怒。 5 月 4 日，北京 3000 多名爱

国学生在天安门前集会高呼"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废除‘二十一条'川拒绝

和约签字""还我山东，还我青岛"等口号，举行游行示威。 游行学生痛打卖国贼

章宗样 ，并火烧卖国贼曹汝霖

的住宅 。 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

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支持和响

应，反帝爱国运动在全国各地

迅速展开，工人罢工 ， 学生罢

课，商人罢市，形成了空前规

模的反帝、反军阀的五四爱国

运动 。

五四运动中在北京街头游行的青年学生

值得一提的是，在北京学

生的五四游行队伍中，有着一

位来自青岛的学生领袖一一

蓝志政②， 当 时号称"蓝大帅 " 0 1919 年 5

月 4 日 当天，蓝志政作为五四运动的学

生领袖之一 ，与 3000 多名大学生冲破北

洋政府教育部和军警的阻挠，齐集天安

门，举行游行示威。 蓝志政走在队伍的最

前列，带头严厉声讨卖国贼，并率众焚烧

了外交部次长曹汝霖的赵家楼住宅，被

誉为五四"蓝大帅"。

山东是响应五四爱国运动最早的省

份之一 。 全省迅速掀起了以济南为中心，

五四运动中青年学生的爱国口号和文 以声援北京学生和"外争主权 、 内除国

章 贼"为主要内容， 以发表通电和集会、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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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游行、街头演讲、宣传和抵制日货为主要形式的群众爱国运动 。 据不完全

统计，仅在 5 月上旬，山东各界发给北洋军阀政府、国会、巴黎专使及各省议

会、法团、社团 以及巴黎和会和美、英、法、意 四 国首脑 、专使等的电报就达 200

余份 。

当时的青岛，除了 日本人主办的几所学校外，没有中国人主办的大学，中

小学也屈指可数。 日本殖民当局对五四运动的消息予以严密封锁，并派军警在

学校周围及主要街道严密布控高度防范 。 尽管如此 青岛明德中学的学生还

是走上街头，举行示威游行 ，后被日本军警强行驱散 ，不少爱国学生被捕，明德

中学也因此被查封。 即墨县城的江乙葱、刘民生等发动了 100 多名师生上街

演讲、宣传，沿路稽查日货 。

6 月 28 日 是巴黎和约签字的日期 。 旅住于巴黎的华侨、华工和留学生，包

围了出使和会的中国政府代表团的寓所。 在全国人民的强大压力下，中国政府

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五四运动后 ， 反日斗争继续深入发展 ，仅抵制日 货运动 ，就使日本在经济

上损失惨重 。 在中国人民举国一致的抗争下日本被迫放弃永久占领青岛的野

心，同意以谈判方

式解决青岛及 山

东问题 。

1922 年 11 月

17 日，中国政府决

定收回青岛后设

立胶澳商埠督 办

公署，直属北京政

府 。 12 月 10 日，中

日代表举行交接

仪式，中国政府正

式接收青岛 。 青岛
青岛收回，学生提灯游行庆贺

各校学生纷纷上街举行提灯游行热烈庆祝反帝爱国斗争的胜利 。

这些反抗斗争行为说明，青岛人民已经从零星的自发的抗争，自觉不自觉

地进入到全民族反帝反封建革命的行列 青岛的社会政治局势已经有了很大

发展。 在此基础上，随着 1919 年共产国际 、青年共产国际相继在莫斯科和柏林

成立，以推翻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为目标的国际共产主义

运动兴起， 1921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1922 年 5 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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