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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河山”、“誓杀国贼”、“同胞速醒”等字样的旗帜，沿途散发《警告)

小报，观者人山人海。

5月12日 南昌省立女子师范等5所女子学校召开师生代表

大会。会后，致电北京政府要求释放北京学生；致电北京学界表示

声援。

5月14日 南昌基督教爱国会和豫章中学、葆灵女书院、青

年会英文学校等教会学校师生2000余人，召开爱国大会。会后，

致电巴黎和会中国代表，要求拒签巴黎和约。

5月15日 省立农业专门学校学生将本校学生贩卖部和学

生个人的日货，送到南昌总商会门口烧毁。省立女子师范学生程

孝芬断指血书“提倡国货，用日货就是冷血动物”等字，表示抵制日

货的决心。随后，全省各地学生向人民群众开展抵制日货、提倡国

货的宣传，各商家也作出不卖日货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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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0 El 九江南伟烈大学等校学生为反对各帝国主义瓜

分中国举行罢课。21日，各校学生代表70余人，避开军警的阻

挠，步行至城外周濂溪墓地开会，讨论救国办法。

5月25日 江西学生联合会在南昌沈公祠召开成立大会，南

昌各校，包括女校也派代表出席。江西学联领导南昌各校学生开

展反帝斗争，同时兼负指导、联络全省各学生联合会事宜。同日，

九江学生联合会亦宣告成立。两学联的诞生，标志着江西学生运

动由分散走向统一。

6月4日 江西学生联合会召开全体职员大会，决定南昌各

校学生5日举行罢课，与北京、上海学生采取一致行动。会上，北

京学生代表和留日学生代表分别介绍了北京学生火烧赵家楼卖国

贼曹汝霖住宅、留日学生在东京“五七”国耻纪念日开展斗争的情

况。5 EI，江西学生联合会向全国各报馆通电，宣布南昌各校学生

罢课。
。

6月6日 九江南伟烈大学学生向全国通电，宣布再次罢课。

12日起，九江商人罢市，工人罢工，形成“三罢”局面，并在“三罢”

中相互支持。

6月11日 为吸取德、日帝国主义者控制山东省铁路路权的

教训，南昌各界人士召开救济南浔铁路筹备会，讨论救济南浔铁路

的办法。7月19日．南浔铁路救济会正式成立。这是一个代表广

泛的以救济南浔铁路为宗旨的爱国团体。救济会成立后，为筹款

救路开展了一系列活动。

6月16 El 以“联络感情，提倡国货”为宗旨的江西女界联

会在南昌成立。

6月至12月 南昌、九江等地各界群众开展禁止米谷出口

斗争，反对把米谷卖给日本。 ．

7月21日 近千名代表参加的江西国民大会在南昌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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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救国方针为：贯彻国民外交的主张，全力对付中日交涉，惩办国

内奸党。大会通过了《致世界各邦宣言书》、《致南北政府电：》、《致

驻巴黎中国专使电)、《致北京政府电》等。这是“五四”运动期间，

第一次有江西各界人士参加、代表性广泛的群众爱国大会。

8月3日 江西学生联合会查获南昌涌兴裕五金店贩卖的大

批日本火柴，并于次日运往德胜门外河滩烧毁。5日，南昌各校学

生示威游行，警告奸商不准贩运日货。事后，涌兴裕五金店和运送

日货的保胜轮船公司都被处罚。

11月3日 江西各界联合会在南昌成立。南昌各公团、各报

馆和一部分外县驻省同乡会等团体共70余名代表参加成立大会，

提出以宣达真正民意为宗旨。这是一个有各阶层代表参加、代表

性更加广泛的群众爱国团体。

12月6日 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者在福州制造屠杀中国人

民的惨案，南昌省立农业专门学校等加所学校5000余师生，在学

生联合会的组织下举行示威游行。会后，又组织多个“十入团”在

街头演讲，控诉日本帝国主义者屠杀福州同胞的罪行。12日，九

江圣约翰学校、南伟烈大学等8校600余师生也举行示威游行。

南昌、九江各公团纷纷致电声援。

12月9日 江西督军陈光远为镇压南昌学生禁止米谷出口

的斗争，将江西学生联合会封闭，引起各校学生的抗议罢课。在省

内外各界舆论压力下．15日陈光远启封学生联合会，23日作出不

以米谷接济日本的保证。学联宣布复课。

12月 自5月中旬开始，“五四”爱国运动遍及江西全省大多

数县。据不完全统计，除南昌、九江等重点地区外．还有赣州、南

康、兴国、于都、宁都、信丰、大余、崇义、瑞金、石城、龙南、吉安、万

安、遂川、永新、新干、永丰、峡江、吉水、临川、南城、宜黄、崇仁、南

丰、乐安、黎川、广昌、上饶、弋阳、铅山、万年、浮梁、鄱阳、贵溪、都

l}：}}Pf}l’P-■lrIl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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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湖口、彭泽、星子、德安、永修、修水、宜春、铜鼓、万载、上高、高

安、萍乡等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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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

1月1日 江西学生联合会在牛行车站查获从九江运来的日

货，4日在公共体育场焚毁。7日．九江学联致电江西学联，支持他

们的正义行动。从1919年7月至1920年3月，赣州学生和码头工

人查禁、抵制和焚烧日货的斗争历时8个月，取得胜利。

1月 护国湘军总司令部上校参谋、江西宜丰籍人熊雄，为了

探索改造中国社会的新路，辞官不做，取道香港，到达法国巴黎勤

工俭学。同年底，熊雄和赵世炎、李立三等人在巴黎组织劳动学

会，提出“组织工人进行革命”。1922年3月，熊雄抵达德国柏林，

与周恩来、张申府、刘清扬等商讨筹组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4

月，熊雄经张申府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初去苏联学习。

回国后，1927年1月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5月，在广州被国民

党反动派秘密杀害。此期问，赴法勤工俭学的著名江西学生还有

傅烈、饶来杰、彭树敏等。

2月9日在江西学生联合会积极筹备下，江西国民大会召

开。大会通过决议，警告北洋军阀政府，反对与日本直接交涉山东

问题，声援遭镇压的天津学生运动。

3月14日 九江英租界巡捕无故打伤码头工人，又纵容美国

水兵刺伤工人，激起码头工人愤怒。举行罢工，使港口陷于瘫痪。

英领事馆于27目被迫接受工人提出的撤换、革退肇事捕头和巡捕

的要求。

3月17日 江西学生联合会派出代表要求江西当局专电北

洋军阀政府，从速驳回日本关于山东问题的通牒，公布密约，并限

5天内答复，未果。27日，江西学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与京沪学

生一致行动。于28日举行南昌全市学生总罢课。

}I『-LIr--r‘’-【}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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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九江市各校学生，响应全国学联关于反对中日密 一j
约，要求长江流域各省联合罢课的号召，举行罢课和游行示威。28

日，南昌市在校学生再次举行总罢课。

5月1日 九江学生联合会召开大会，有工人、学生4000余人

参加，庆祝国际劳动节。会后举行游行。这是全省最早的工人为

庆祝自己的节日举行的集会。

5月4日 江西学生联合会发表宣言，决定举行“五七”国耻

日纪念大会。7日晨，陈光远调兵横加禁阻，大会未能召开。8日，

江西女界联合会被军警无理封闭。9日，陈光远宣布解散江西学

生联合会。

“五四”运动周年纪念日和“五七”国耻日。九江市人民纷纷举

行集会、游行。

7月 南昌省立二中学生袁玉冰邀集黄道等7名同学在该校

组织鄱阳湖社。这是“五四”运动后在江西建立的第一个革命团

体。12月，鄱阳湖社改名为江西改造社，翌年1月1日在南昌二中

召开成立大会，推选袁玉冰为负责人，并兼该社季刊《新江西：》主

编。5月1日《新江西》创刊，创刊号上的《本刊事宜》阐明改造社

的宗旨是改造社会，使“黑暗的旧江西”变成一个“光明的新江西”。

《宣言》还提出改造社会的3项政治主张。后因袁玉冰等去北京升

学。改造社于1922年10月迁至北京大学，并在南昌、上海设立分

社。南昌分社由方志敏负责。

7月 江西南丰籍人赵醒依在上海加入工商友谊会，并于同

年10月在该会刊物《上海伙友》创刊号上发表《为今日问问伙友>

一文，号召伙友们团结起来改造社会。1921年秋，赵醒依在上海

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7月 南昌烟业、糖业、酒业工人及店员为要求增加工资相继

罢工，取得了胜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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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

1月14日 江西学生联合会在高升巷私立法政学校开会，发

表恢复活动宣言书，重申学生联合会的宗旨，推选学联新职员，并

决定创办平民教育。3月20日，江西学联又在匡庐中学召开职员

大会，讨论抵制日货办法、开办平民学校、演戏筹款、改选职员等事

宜。7月，各中等以上学校学生组织的平民夜校相继开学，吸收劳

动群众学习文化，宣传反帝爱国思想。

春赣州钱业店员工人阳立垣被派到广州办理分庄业务。受

到革命进步人士的思想影响，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书刊。1922

年，他带回了一些马列书籍和革命刊物，介绍给赣州店员工人阅

读。

5月1日南昌工人和学生联合集会。首次庆祝“五一”国际

劳动节。参加集会的共约2000人，其中工人占四分之一。这是南

昌工人第一次集会庆祝自己的节日。袁玉冰作了《劳工神圣纪念

日>的报告。

5月4日 江西学生联合会召开特别会议，讨论“五七”国耻

El的纪念活动。7日。35所学校数千学生在南昌公共体育场召开

纪念大会，会后举行游行。

5月 永修进步青年张朝燮等在涂家埠创办承德、含英小学

和秀云女校，传播新文化新思想。并将上年组织的永修教育改造

团改为永修改造团，提出“反对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反对地主剥削

农民，提倡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和铲除贪官污吏”等主张。

九江、武宁等地进步青年还创办了<九江青年》、《浔光》、《武宁

平民》等刊物，对传播新文化、新思想、新道德起了积极作用。

5月 江西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学生方志敏等带领学生反对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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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教育，要求校方实行经济公开，修建校舍，撤换教员，遭到校方的

无理拒绝和蛮横压制。全校学生罢课抗议。

6月13日 江西学生联合会召开职员会议，由方志敏报告省

立甲种工业学校学运情况。会议决定劝告该校校长赵宝鸿自行辞

职，并限其12小时内答复，如不辞职，全市学生采取行动。15日，

方志敏等百余人高举“赵宝鸿摧残教育”的标语，一路呼吁社会伸

张正义，主持公道，并向各校请求援助。随后，全市各校纷纷声援。

不久，方志敏被校方无理开除。

夏初方志敏经袁玉冰、黄道介绍参加改造社，并担任《新江

西》的编辑工作。秋，方志敏考入九江南伟烈大学。他团结进步学

生组织“读书会”和“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并推荐一批进步青年

加入改造社。

7月23日至8月初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

召开，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江西萍乡籍人张国焘作为北京共产

主义小组代表出席一大，并当选为中央局三成员之一。

8月 南昌各校学生上街演讲，印发传单，揭露督军陈光远与

奸商龚梅生等合组天昌米谷公司，偷运贩卖粮食到日本的丑行。

南浔铁路工人和南昌沿江码头工人也拒绝为天昌公司搬运。该公

司因此倒闭。

12月 毛泽东等到安源煤矿考察。月中，安源路矿一部分有

觉悟的工人致信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请求派人到安源帮助并指

导一切。书记部当即派湖南分部主任毛泽东及李隆郅(李立三)、，

宋友生、张理全4人到安源。随后，毛泽东派李立三在安源创办工

人补习学校，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支部。翌年1月，又派蒋先云

去安源协助李立三工作，组织与发动工人运动。

12月 江西学生联合会在市公共体育场发起召开国民大会．

声援中国代表顾维钧在太平洋及远东问题总委会上所提出的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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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相互对华订约的议案，反对太平洋会议的决议。省内各公团

均参加了大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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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

1月 南昌学生孙师毅、钱鸿伟、刘和珍等发起创办觉悟青年

之社，出版《时代之花》周刊。提倡新文化、新思想、新风尚；主张男

女平等、婚姻自主；组织青年传播新思想，参加爱国民主运动，与反

动军阀作斗争。

1月 李立三在安源创办工人补习学校，帮助工人学习文化，

同时秘密地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帮助他们提高阶级觉悟，掌握

斗争本领。第一批参加学习者达60余人。

2月 中国共产党安源支部成立，隶属于中共湖南支部，有李

立三等6名党员，李立三为书记。5月，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湘

区委成立后，安源支部隶属于湘区委领导。这是中国共产党在产

业工人中的第一个支部，也是江西省第一个党组织。

1： 3月1日 《新江西>第一卷第二期在北京出版，袁玉冰发表

’＼了《无产可共)等6篇文章，黄道发表了《阻碍新文化运动的是谁>

f一文，方志敏发表了题为《私塾》的白话小说。

／4月16日 孙中山在梧州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取道江西北

／伐。5月6日，设大本营于韶关。5月9日誓师北伐。6月13日，

j北伐军第一次攻克赣州。

／ 5月1日 南昌工会领导人胡占魁应邀出席在广州召开的第

／一次全国劳动大会。 ·

5月1日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成立，李立三为主任，朱少连

／ 为副主任。7月，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创办，李立三兼任总经
／ 理。10月，俱乐部改组，李立三为总主任，刘少奇为窿外主任，朱
／ 少连为路局主任，余江涛为窿内主任。

， 5月1日南昌市工人、学生等20个团体约2000余人，在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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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通俗教育会举行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并纪念黄爱、庞人铨两烈

士大会。改造社同仁撰写挽联，上联是：“谋劳工解放即是谋全人

类解放要达到此目的谁也有像黄庞被杀的机会”，下联是：“对黄庞

痛哭即是对全中国痛哭只是徒然流泪便愧对这实行奋斗的男儿”。

会后，《大江日报》出版了袁玉冰编辑的“五一特刊”。

5月3日 江西督军陈光远和省长杨庆望以“宣传赤化、扰乱

社会”的罪名，查封南昌学联，没收尚未发出的“五一特刊”百余份，

<大江日报》也被迫停刊。

5月 毛泽东同李立三、杨开慧到安源检查工作，发展组织。

毛泽东向工人们提出：你们打倒军阀、打倒资本家，打是要打倒。不

过要有步骤，要一步一步地来，把基础搞好。毛泽东还参加安源工

人俱乐部干部会，同夜校工人谈话，访问工人家庭，强调工人加强

团结，壮大组织。告诫党员要注意防止暴露党的组织。

7月 方志敏在上海结识赵醒依。8月，经赵醒依介绍加入中 j

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3月，赵醒侬、邓鹤鸣遵照中共中央，

建立江西地方党组织的指示。在南昌团员中首先发展方志敏入党。f

8月17日 江西旅京学会、赣学会、欧美同学会、教育界代表

以及江西国会议员等200余人赴北京请愿。要求当局罢免江西督

军蔡成勋等人的职务，并予惩办。 i

8月29日 方志敏向团中央提出的关于创办南昌文化书社!

的提议得到批准后，当即离沪返赣。9月，赵醒依、袁玉冰、方志敏＼

等15人发起的南昌文化书社正式成立，杜址设于南昌东湖边席公＼

祠内。文化书社通过出售《新青年：}、<向导>、《先驱>、<共产党宣f

言>、《共产主义ABC>、《唯物史观》等革命刊物和书籍，在群众中积、．

极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该书社后成为党团组织在江西的最初活

动据点。继南昌文化书社之后，方志敏等又发起成立南昌平民图

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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