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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台州市委常委临海市委书记尹学群

在喜庆中国共产党90华诞之际，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写了《新民主主义革命

时期临海党史图志》并付梓。这既是临海地方党史研究的又一丰硕成果，更为全

市共产党员政治生活又添一件喜事。

临海是一座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历史名城，也是一块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红

土地。五四运动爆发后，临海人民特别是知识青年中酝酿已久的爱国热情立即被

激发出来，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声援活动，临海一时成为全省反帝爱国运动的重点

地区之一。1924年，临海就有了第一个共产党员，诞生了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

1926年，中共临海县特别支部成立，标志着临海人民的革命斗争有了党的正确

领导，台州各县建党工作有了领导核心。土地革命时期，中共临海县委贯彻中央

八七会议确定的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全力配合亭旁暴动

的组织筹备和领导工作，为全省第一个苏维埃政权的建立作出了贡献。抗日战争

时期，中共临海县委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在全县城乡广泛开展抗日宣传，

临海成为全省抗日救亡运动模范地区之一。解放战争时期，成立了中共临海中心

县委，台属工作以临海为中心，创建游击根据地，开展武装斗争，临海再度成为

浙东及台属地区革命斗争的中心。1949年5月，古城临海赢得和平解放，从此，

l晦海的历史揭开了崭新的一页。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奋斗历程向我们昭示：革命先

辈走过的路，是一条艰难曲折的奋斗之路，是一条不断追求真理的探索之路，是

一条悲壮而又辉煌的人生之路!

从临海第一个共产党组织诞生到古城和平解放，在漫长的革命岁月里，临海

的共产党员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英勇无畏，演绎了临海儿女救国

救民的英雄史诗。他们的丰功伟绩与天地同在，与日月同辉，他们的精神将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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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励我们前进。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临海党史图志》汇集临海党史精华，将文字叙述与图

片展示有机结合，比较全面、系统地记录了临海党组织创建、发展的过程，真实

地再现了党领导临海人民为推翻三座大山，争取民族解放、人民民主而英勇斗争

的光辉历程。史料翔实，图文并茂，地方特色鲜明，既是二部鉴今、资政、育人

的地方史书，也是一部开展党的优良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

“欲行大道，必先为史。”历史给我们以智慧，历史启迪未来。胡锦涛总书记

指出：“只有对我们党的‘昨天’和‘前天’的斗争有深刻了解，才能做好‘今

天’的重要工作，勇敢地担当起‘明天’的历史重任，在新形势下，我们要更加

注重用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革命史来教育党员干部和人民。”希望全市党员干部

能充分运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临海党史图志》这一鲜活的教材，从中汲取营

养，受到教育，得到启迪，获得力量，深入实施“港口引领，陆海联动，多极发

展，全面跨越”战略部署，干在实处，走在前列，为把临海建设成为长三角地区

最具竞争力城市而不懈奋斗，以优异的成绩向建党90周年献礼1

002 I LINHAll)ANGSHITUZHI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圄 暴

。一 ，“i ＼ ＼、
。，i > j 、I

||、。，，／。⋯、＼l ＼l j／ j、， 、 、

CONTENTS j||。<||。j。~|～、、。。一一>’ <／、 一7 ＼

j。／j、||。、-÷?。一。 一，．，一÷?。／一＼?。，，‘／i
{ 、、、 ，，7

7。

＼／7。
＼

’～

一’ ＼／

综述／001

党的创建与大革命时期／021
一_一，———————————芒—_崔__I=j_——口———————[二=二=]

台州籍学生在五四运动中⋯⋯⋯⋯⋯⋯⋯⋯⋯⋯⋯⋯⋯022

声援五四运动⋯⋯⋯⋯⋯⋯⋯⋯⋯⋯⋯⋯⋯⋯⋯⋯⋯⋯024

台州救国协会与抵制日货⋯⋯⋯⋯⋯⋯⋯⋯⋯⋯⋯⋯⋯028

新文化的传播⋯⋯⋯⋯⋯⋯⋯⋯⋯⋯⋯⋯⋯⋯⋯⋯⋯⋯032

乙丑读书社⋯⋯⋯⋯⋯⋯⋯⋯·．．．．0 0⋯⋯⋯⋯⋯⋯⋯一036

群众反帝爱国运动⋯⋯⋯⋯⋯⋯⋯⋯⋯⋯⋯⋯⋯⋯⋯⋯042

中共海门小组和临海第一个共产党员⋯⋯⋯⋯⋯⋯⋯⋯046

中共临海县特别支部⋯⋯⋯⋯⋯⋯⋯⋯⋯⋯⋯⋯⋯⋯⋯050

白色恐怖下的斗争⋯⋯⋯⋯⋯⋯⋯⋯⋯⋯⋯⋯⋯⋯⋯⋯058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061

中共临海县委建立⋯⋯⋯⋯⋯⋯⋯⋯⋯⋯⋯⋯⋯⋯⋯⋯062

黄坦会议⋯⋯⋯⋯⋯⋯⋯⋯⋯⋯⋯⋯⋯⋯⋯⋯⋯⋯⋯⋯066

四县联席会议和支援亭旁暴动⋯⋯⋯⋯⋯⋯⋯⋯⋯⋯⋯072

浙南特委在临海⋯⋯⋯⋯⋯．．．⋯⋯⋯⋯⋯⋯⋯⋯⋯⋯⋯076

LINHAIDANGSHITUZHI 1 001
’



—I_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临海党史图志
中共台州中心县委与姚宅会议⋯⋯⋯⋯⋯⋯⋯⋯⋯⋯⋯080

农民武装的建立和中国安民军暴动⋯⋯⋯⋯⋯⋯⋯⋯⋯088

九一八事变后临海的抗日活动⋯⋯⋯⋯⋯⋯⋯⋯⋯⋯⋯092

红军挺进师在临海⋯⋯⋯⋯⋯⋯⋯⋯⋯⋯⋯⋯⋯⋯⋯⋯094

抗日战争时期／099

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100

中共临海地方组织的建立与统一战线工作⋯⋯⋯⋯⋯⋯104

中共临海县委建立与基层党组织发展⋯⋯⋯⋯⋯⋯⋯⋯108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与临海县战时政治工作队⋯⋯⋯⋯114

培训抗战干部与宣传发动群众。⋯⋯⋯⋯⋯⋯⋯⋯⋯⋯⋯118

抗日报刊和书画宣传⋯⋯⋯⋯⋯⋯⋯⋯⋯⋯⋯⋯⋯⋯⋯’122

改善民生的合法斗争⋯⋯⋯⋯⋯⋯⋯⋯⋯⋯⋯⋯⋯⋯⋯126

推动民主政治建设⋯⋯⋯⋯⋯⋯⋯⋯⋯⋯⋯⋯⋯⋯⋯⋯128

党领导的武装工作⋯⋯⋯⋯⋯⋯⋯⋯⋯⋯⋯⋯⋯⋯⋯⋯132

工合临海指导站⋯⋯⋯⋯⋯⋯⋯⋯⋯⋯⋯⋯⋯⋯⋯⋯⋯134

同国民党反共逆流的斗争⋯⋯⋯⋯⋯⋯⋯⋯⋯⋯⋯⋯⋯136

改变策略坚持斗争⋯⋯⋯⋯⋯⋯⋯⋯⋯⋯⋯⋯⋯⋯⋯⋯138

营救特委书记⋯⋯⋯⋯⋯⋯⋯⋯⋯⋯⋯⋯⋯⋯⋯⋯⋯⋯142

地下交通联络站⋯⋯⋯⋯⋯⋯⋯⋯⋯⋯⋯⋯⋯⋯⋯⋯⋯146

台属特委机关落脚点——岭根村⋯⋯⋯⋯⋯⋯⋯⋯⋯⋯150

对外交通联络⋯⋯⋯⋯⋯⋯⋯⋯⋯⋯⋯⋯⋯⋯⋯⋯⋯⋯152

营救海游事件中被捕的同志⋯⋯⋯⋯⋯⋯⋯⋯⋯⋯⋯⋯154

营救美国飞行员⋯⋯⋯⋯⋯⋯⋯⋯⋯⋯⋯⋯⋯⋯⋯⋯⋯157

骝山自卫战⋯⋯⋯⋯⋯⋯⋯⋯⋯⋯⋯⋯⋯⋯⋯⋯⋯⋯⋯159

击毙日军中将⋯⋯⋯⋯⋯⋯⋯⋯⋯⋯⋯⋯⋯⋯⋯⋯⋯⋯161

002 I LINHAIDANGSHITUZHI



解放战争时期／1 63

浙东和台属武装斗争工作的中心⋯⋯⋯⋯⋯⋯⋯⋯⋯⋯164

中共临海地方组织的恢复和发展⋯⋯⋯⋯⋯⋯⋯⋯⋯⋯168

台属工委武工队在临海⋯⋯⋯⋯⋯⋯⋯⋯⋯⋯⋯⋯⋯⋯171

南田缴枪与“铁流”部队鸣凤山突围⋯⋯⋯⋯⋯⋯⋯⋯174

大雷山捣臼窟会议与圣堂会师⋯⋯⋯⋯⋯⋯⋯⋯⋯⋯⋯178

西岙坑突围⋯⋯⋯⋯⋯⋯⋯⋯⋯⋯⋯⋯⋯⋯⋯⋯⋯⋯一．·180

仙临黄边区与大岙革命活动⋯⋯⋯⋯⋯⋯⋯⋯⋯⋯⋯⋯182

临天仙武工队⋯⋯⋯⋯⋯⋯⋯⋯⋯⋯⋯⋯⋯⋯⋯⋯⋯⋯186

双庙伏击战⋯⋯⋯⋯⋯⋯⋯⋯⋯⋯⋯⋯⋯⋯⋯⋯⋯⋯⋯190

地方政权建设⋯⋯⋯⋯⋯⋯⋯⋯⋯⋯⋯⋯⋯⋯⋯⋯⋯⋯194

捣毁双港区署和箬帽坦大捷⋯⋯⋯⋯⋯⋯⋯⋯⋯⋯⋯⋯196

进步师生的民主运动⋯⋯⋯⋯⋯⋯⋯⋯⋯⋯⋯⋯⋯⋯⋯199

琳山学校的革命活动⋯⋯⋯⋯⋯⋯⋯⋯⋯⋯⋯⋯⋯⋯⋯202

临海新民主主义青年团⋯⋯⋯⋯⋯⋯⋯⋯⋯⋯⋯⋯⋯⋯204

临东办事处⋯一．⋯⋯⋯⋯⋯⋯⋯⋯⋯⋯⋯⋯⋯⋯⋯⋯⋯·207

大田战斗和东塍战斗⋯⋯⋯⋯⋯⋯⋯⋯⋯⋯⋯⋯⋯⋯⋯209

策反、起义⋯⋯⋯⋯⋯⋯⋯⋯⋯⋯⋯⋯⋯⋯⋯⋯⋯⋯⋯211

和平解放⋯⋯⋯⋯⋯⋯⋯⋯⋯⋯⋯⋯⋯⋯⋯⋯⋯⋯⋯⋯215

南北干部会师和建立新政权⋯⋯⋯⋯⋯⋯⋯⋯⋯⋯⋯⋯218

城市接管⋯⋯⋯⋯⋯⋯⋯⋯⋯⋯⋯⋯⋯⋯⋯⋯⋯⋯⋯⋯221

解放杜桥战斗⋯⋯⋯⋯⋯⋯⋯⋯⋯⋯⋯⋯⋯⋯⋯⋯⋯⋯225

解放海门⋯⋯⋯⋯⋯⋯⋯⋯⋯⋯⋯⋯⋯⋯⋯⋯⋯⋯⋯⋯228

后诏⋯⋯⋯⋯⋯⋯⋯⋯⋯⋯⋯⋯⋯⋯⋯⋯⋯⋯⋯⋯⋯⋯⋯⋯231231后1已⋯⋯⋯⋯⋯⋯⋯⋯⋯⋯⋯⋯⋯⋯⋯⋯⋯⋯⋯⋯⋯⋯⋯⋯

LINHAIDANGSHITUZHI 1 003



综 述

1919年5月4日，北京以爱国学生为先导，爆发了一场反帝爱国运动。

五四运动爆发后，军阀政府逮捕了32名爱国学生。当时在北京读书的台州籍学

生有数十人参加集会和游行，其中陈荩民、牟正飞、孙德中等3人被逮捕，临海

籍学生项士襄被打伤。项士襄用快邮代电把北京五四运动的消息，告诉时任临海

图书馆馆长兼省立第六中学和回浦中学教员的哥哥项士元，要他组织学生声援北

京学生的正义斗争。5月12日，项士元接到消息后，当天下午立即把北京学生

遭镇压的消息传达到六中、回浦两校，师生们非常愤慨，当日下午，两校就有各

一个班的学生罢课，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紧接着，两

校全体师生，省立第六师范学校、台属六县联立女子简易师范学校等校师生也都

上街游行，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废除二十一条”、“还我山东”等口号。

在学生的影响下，全县各界群众奋起响应。

5月19日，由临海县议会组建的临海国民救国会成立。同日，项士元拟了“日

本强占青岛，全无公理，请诸君勿买日货”三语印制散发，以唤起民众。并致信

商人罗俊才，劝其勿售日货。

临海的学生运动，得到浙江各界人士的支持。1919年5月27日，浙江各县

代表1000余人云集临海，召开全省国民大会。会上作出决议：(一)抵制日货；

(二)召回留日学生；(三)南北宜速统一。

省国民大会在临海召开，进一步促进了五四运动在台州的发展。为了有组织、

有领导、广泛持久地开展反帝爱国运动，5月28日下午1时，以省立第六中学、

省立第六师范为主，联合台州六县各界青年4000余人，在临海公众运动场召开

台州救国协会成立大会。“各界赴会者争先恐后，场内几有不能容之势”。与会的

学校团体有各中学、女子师范，敬一、回浦两高小，毓文、女子等校及哲商、东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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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城、北山、中津、灵江等城关各国民学校师生。他们各执小旗，小旗上书“爱

国良心”、“争回青岛”、“请用国货”、“挽回利权”等字样，整队而来，沿途高呼

口号。会上公推项士元为临时主席，登台报告开会宗旨，各学校唱《国耻歌》及

《劝用国货歌》，后公推六中校长毛芷源为正会长，前省议会议员秦椴友、临海商

会会长杨文垒为副会长，并通过会章。然后推出交际、评议、文牍、会计、储金、

调查、贩卖、庶务各部的正副主任及干事，各部设主任1人，副主任1人，干事

4至16人不等。旋由各会员相继演说对日外交失败的历史，劝勉民众永远抵制

日货，以断其财路，置其死命。演讲者慷慨激昂，声泪俱下，环观者掌声如雷。

毓文女小学生二人以问答形式演讲，亦涕泪横流；哲商小学抬出二幅由校长绘制

的巨画，一幅题为“不买日货之良心”，另一幅题为“购买日货之黑心”，意在吁

请大众抵制日货。会上还散发了六师编印的《警告救国协会各界同胞》的呼吁书，

呼吁书历数日本50年来灭琉球、夺朝鲜、割澎湖台湾、据旅顺大连、强取青岛、

硬索山东等侵略罪行，提醒人们“日本是我们中国极大的祸根”，“要使那种万恶

不再发生，这样危险不实现，须万众一心，力谋挽救”。会场中还设两只“爱国

储金柜”，“捐款者颇为勇跃”。5时散会后，各学校团体及各界公民绕街市游行

一周，随处演讲，秩序井然。

6月初，北洋军阀政府大规模逮捕爱国学生，又有一批在京读书的台州籍学

生被捕。台州救国协会会长毛芷源、副会长秦根友害怕起来，于6月9日提出辞

职，项士元挽劝未果。众推项士元为临时主席，并议决致电北京：“北京大总统、

国务院钧鉴：报载京学生多人惨遭非法逮捕，各界愤激异常，请速释放学生，严

惩卖国贼，以谢天下。”19日，台州救国协会改选，项士元当选为救国协会会长。

台州救国协会的成立，极大地激发了台州人民的反帝爱国热情。6月6日，

临海数百名商人集会，响应上海商会的罢市斗争，要求北京政府严惩卖国贼，

释放被捕学生。6月8 H，I临海学界吴全清、赵洲、金湘溶等人组织了爱国

新剧团，在城关东岳庙演出警世新剧(俗称文明戏)，项士元撰写戏联：“集

福消灾，趁今宵从个中渠泽；报仇雪耻，愿各界鉴此辈行为。”郭静坨撰写

的戏联是：“秦桧当生，我辈正宜磨剑戟；楼兰未斩，诸君何以答升平。”1920

年元旦，爱国新剧团又在城隍庙演出。项士元又为之撰写一联：“倭寇未除，

权借鼓帮兴敌忾；桃符初换，聊翻面目颂升平。”爱国新剧团采用传统又有

新意的宣传形式，深得民众欢迎，使广大民众深受爱国主义教育，提高了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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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爱国的觉悟。

在台州救国协会的推动下，临海各界群众积极行动起来，根据各自的特点积

极开展反帝爱国宣传，查处和抵制日货，打击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

在项士元的领导下，台州救国协会不仅带头募捐，筹集资金，还建立国货贩

卖部，创办《救国旬刊》(后改《赤城丛刊》)开展宣传。同时，广泛开展抵制日

货活动。6月12日，台州救国协会拟订了《劝导方法案》。项士元在《劝导方法案》

中提出：销售国货者在卖货时，须带小旗、小锣、小黑板等，随时随地劝导；交

际、调查、储金各部人员因事与他人接触时，须切实劝导；将抵制日货，提倡国

货及各种救国办法编成《道情》词，教贫民子弟到处演唱；凡办事、茶楼等聚集

场所，由会员分任劝导，各机关学校除授课训练酎隋劝导外，每星期至少召开会

议一次，实行劝导。

在台州救国协会的推动下，6月15日，临海商业界集会，成立临海商会。

该会制订了《办事细则》，配合救国协会开展抵制日货，提倡国货活动。要求

会员人人贩卖国货，抵制日货，违者要受处罚。临海商会还书面通知各商店，

以前之日货藏在海门栈房的，一律停止搬运，违者充公。台州六县还建立了台

属商学联合会。联合会章程第一条就写着：“本会以商学提携协力进行，唤起

国民之爱国心，用切实方法提倡国货，挽回权利补救危亡为宗旨。”联合会下

设甲乙丙丁4个部，分别执行提倡国货、抵制日货、鼓吹爱国、总务四方面工作。

台属女师学生，筹集资金，建立国货贩卖部，向群众推销国货，以抵制日货。

台州救国协会调查部每天组织调查队到轮船码头、商店检查，查到的日货，

经逐件鉴定后，分别作出处理。7月10日，台州救国协会获悉海门的信远商号

购进日货，即派学生赴海门查处。查实黄楚卿购置日本太阳牌洋布52匹。16日，

临海、黄岩、天台、仙居、温岭各界代表汇集海门，处理购置日货一事。19日，

海门商学联合会查得大批日货，货主率众夺回。商学联合会电请台州救国协会派

人援助，协会当即派代表蒋径三等10人前往海门。21日，因奸商仗势逞凶，又

电催台州团体赴椒。22日，台州救国协会会员及六中、六师等学校400余名学

生集队赶赴海门。中午，临海县知事庄伦仪邀请台州救国协会会长项士元、六中

校长毛云鹏、六师校长徐道政、劝学所长严秉钺及县署科长李超群、谢镯爵等，

讨论调停方法。推定项士元、严秉钺、李超群、徐道政、毛云鹏、张治、郑粹夫、

张任天8人为代表，即日至海门，由黄继忠、陶寿农出任调解。此时，各校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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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_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临海党史图志
和各团体代表600余人齐集大校场，准备游行示威，海门镇守使何丰林怕事情闹

大，派阮参谋出面调解。经双方谈判，路桥的周天成、陈天兴、新大昌、宜新昌

等店号交出日货白布50匹。

台州救国协会的青年们，在调查日货过程中，大公无私，秉公办事。8月14

日，温岭县欧阳知事与仆人从杭州回来，乘轮船到海门。他的仆人背着一捆洋伞，

在被商学联合会检查部成员检查时发现，仆人仗着知事的权势，动手打人，并拿

出手枪威胁，欧阳知事“闻声出舱既不约束”。为此事，海门商学联合会报告台

州救国协会，救国协会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发出通知，抗议欧阳知事的行为。

10月7日，台州救国协会将原《救国旬刊》改为《赤城丛刊》，该刊以灌

输常识、提倡国货、疾呼仇日救国、改良风俗为目的。内辟有论坛j选电、消息、

谈萃、调查、来件、报余等栏目。12月20日，六中林泽清、王明潜等人与台州

救国协会会员联合组建化装演讲团，在东岳庙连续演讲两夜，演讲者慷慨激昂，

观众无不为之动容。参加演讲团的大多数是六中、六师学生，演讲团后改为宣传

队，在临海城乡广泛开展宣传活动。．

为了扩大影响，抵制日货，教育民众，12月31日下午1时，台州救国协会

召开焚毁日货大会。3时，将查获的日货贯串一起，整队游行，沿途演讲，分发

《请看今日烧日货，各人下次勿要再买》的油印传单。4时，当众焚烧日货20多

种。1920年元旦，救国协会又在道司里举行烧日货赠寒衣大会，到会者4000余

人。会上，将用没收的日本布制成的、前后印着“毋忘国耻，抵制日货”字样的

衣服分送给贫民。同时，还当众烧毁了查获的日货，围观群众无不拍手称快。项

士元为之作词日：“弊眼看贫民，感怀忧国热诚，今借寒衣留纪念；决心除仇敌，

速奋撑天巨手，检齐日货付云烟。”2月8日，利用群众烧香拜佛的机会，在天

宁寺内又烧了一批日货。

在检查日货中，触及了一些绅商的利益，有的人通过关系，向救国协会说情。

1920年1月24日，救国协会在《赤城丛刊》上公开登出特别启事：“本会查得

日货，向皆秉公办理，近有一般绅商，不谅苦衷，每来说情，此种举动，实于本

会宗旨矛盾，以后诸希原谅为祷，此白。”《赤城丛刊》上还发表署名文章《为什

么》，尖锐地批评代人说情的人是“奸商的走狗”。少数奸商看说情不行，就造谣

中伤，说调查人员的坏话。4月6日，救国协会调查部在《赤城丛刊》登出启事：“本

部查验各货，素极慎重，历届烧毁及分给贫民，亦均逐一可稽，近闻有人在外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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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挑拨，倘若证据确凿，、随时来会报告为荷。此白。”

少数不法奸商见说情、中伤不行，就收买打手，用流氓手段对付救国协会。

3月中旬，临海源泰布店老板王端友，为牟取暴利，又偷偷购进大批日本布，被

救国协会调查队查获。王端友收买拳术教师朱之章和一批无赖，闯进救国协会的

办公室，砸坏办公用具，抢回日货。17日，协会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立即交涉，

追回日货，并把这一不法行为通电京、沪、杭等地的台州同乡，各地同乡纷纷来

电声援。4月4 El，上海的台州同乡来电：“劣绅朱之章支持奸商王端友，捣毁协会，

抢回劣货，甘心卖国，殊属可恨，请致制裁，以达救国，初表同人等愿为后盾。”5

日，北京的台州同乡来电：“朱之章护奸商，劫劣货，破坏救国运动，不即悔罪，

送回劣货，决严厉对待。”

不久，海门调查队又查获了信远、日升、金成、协泰昌各店日本布料500匹。

店主雇用百余名无赖将布抢回。救国协会得讯后，会长项士元、严梓恭等人即

去海门交涉，店主非但不肯引咎，反而态度生硬。台属商学联合会得知这一情

况，各县派出商学代表共100余人，赶赴海门据理力争。后经临海县知事庄纶仪、

海门镇守使何丰林、临海劝学所长严秉钺等出任调解。店主理屈词穷，不得不

交出日本布50匹，另有大批布匹商标被剪去，一时难以识别，交由海门商学联

合会调查处理。协会把这50匹布制成衣服，赠送给贫民。

五四运动从北京走向全国，从学生开始发展到以工人为主体，城市小资产

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也参加的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1919年6月10日，北洋

军阀政府被迫释放被捕学生，撤去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的职务，28

日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五四运动取得重大胜利。但是，北洋军阀政府的专制本

质没有变，仍千方百计地压制群众运动。1920年7月下旬，浙江督办卢永祥、

省长齐耀珊等人收到临海奸商王端友、海门奸商黄楚卿等人的诬告信，信中诬

告救国协会会长项士元及进步学生是“过激党”，于是项士元被勒令“停止教职，

永不叙用”，朱洗、蒋粲(蒋径三)、赵任、许杰等10名学生被开除学籍。台州

救国协会被迫解散。

五四运动打开了临海闭塞的门户，唤醒了进步青年的思想，许多青年纷纷赴

外地求学，寻求救国的真理。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

正式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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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临海党史图志

党的代表大会后，各种进步思想、进步文化都汇集上海。此时，就读于上海、

南京等地的临海籍青年学生，他们阅读进步书刊，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并通过

书信，把他们自己的感受传到家乡的青年中。

1925年暑假，林电岩(林炯)、李敬永、陈韶奏、张伯圻、林迪生、陈学西

等从上海、南京回到临海，通过互相联络，决定成立一个群众团体——乙丑读书

社(因该年是农历乙丑年，故名)。9月14日，在城关敬一小学召开了成立大会，

通过了社章、社旗和宗旨。社旗为“红、青、白”三色，“红”象征革命，“青”

代表青年，“白”表示心地纯洁、忠诚坦白。读书社的宗旨为“努力读书，改造

社会”。会议选举林电岩、陈学西、陈韶奏、李敬永、林迪生、张伯忻、卢经武

等22人为常委。会议还规定了吸收社员的条件：必须品行端正、努力学习、有

上进心、有革命性。要求社员努力读书，专心于革命事业，不要过早地恋爱，做

到不嫖、不赌、不吸烟、不纳妾。

读书社成立后，为革命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它组织社员学习革命理论，规

定《向导》、《中国青年》为社员的必读刊物，还要在每周一次的生活会上，交流

读书心得。组织社员进行反帝反封建的宣传，共产党提出的革命口号，社员都必

须无条件地贯彻执行。如当时共产党倡导的“非基运动”正在全国掀起，读书社

曾多次组织社员上街游行，高呼“砸烂教堂，赶走神父”。读书社还出版刊物《新

台州》、《临海青年》，宣传马克思主义，唤起民众的觉醒。读书社积极举办平民夜校，

联系当时的革命形势，讲解识字课本，进行爱国主义的启蒙教育。

读书社的成立和它所进行的革命活动，为临海共产党组织的建立打下了良好

的思想基础。

1926年上半年，在上海大学读书的张崇文加人中国共产党。11月，上海大

学党组织按照中共江浙区委“浙江之湖州、萧山、台州、海门、处州等地，当于

最短期内发展我们的组织”的指标，组织党员到各地去建立组织、发展党员，开

展革命活动，迎接北伐军的到来。张崇文受此重任，回到家乡临海。此时，上海

震旦大学学生、共产党员张伯忻也根据上海党组织的安排，回到家乡；在广州中

山大学就读的中共党员陈赓平，因学校提前放假也返回临海。他们三人经过一段

时间的筹划酝酿，于12月成立了中共临海县特别支部，张崇文任书记，张伯圻、

陈赓平为委员。并与上海大学党组织发生联系。特支成立后，在城关工人中发展

了朱月升、施玉镯、许仲仁为第一批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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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1月，中共党员汪维恒受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常委、中共党团书记宣

中华的指派，以国民党台州六县特派员身份来临海，向临海特支传达“国民党有

组织之地方，同志一并加入”的指标，并帮助改组国民党临海县党部，安排部分

共产党员加人国民党，还在国民党县党部里担任一些职务。

1927年2月，浙江中共党团书记宣中华指派在杭州《民国日报》担任编辑

的戴邦定来临海担任特支书记，张崇文、陈韶奏担任委员。此时，临海特支与

中共杭州地委发生联系。戴来临海后，积极发展党员，组建基层支部，先后建立

了六中(即台州中学)教师支部和学生支部，木匠支部、理发支部，党员发展到

200名；还组建了共青团临海县委、临海总工会和杜下桥农民协会；加强了对乙

丑读书社的领导。 一

1927年，蒋介石和汪精卫背叛革命，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白色

恐怖笼罩临海。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下令撤销戴邦定的六中校长职务，并予以通缉，

国民党临海当局也开始缉捕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在艰难困苦的情况下，临海的

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大部分乙丑读书社社员没有被白色恐怖吓倒，而是转人隐

蔽斗争或易地进行革命活动。

1927年9月，中共浙江省委指派原临海特支委员张伯忻来临海组建中共临

海县委，张伯圻任书记，朱月升、胡文光、叶宝鉴、梅其彬为委员。县委成立

不久，就领导和支持了省立第六中学的学生运动，赶走了反动校长孙德中。同时，

根据浙江省委组织部“未建立党团的工会、民校、农协及一切民众团体，在本

月内一律建立完竣，并须由党的严密的指导”的指示，临海县委在城区恢复和

发展党员，建立了木匠、下桥、工人3个支部。至12月，党员增至300名，共

青团和基层工会组织也有发展。另外，还派仙居籍党员王焕忠回仙居发展党员，

建立党的组织。

1927年12月，中共临海县委在黄坦乡上宅召开党团活动分子会议，传达中

央“八七”会议精神。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浙南特派员李吉平(陈韶奏)、县委书

记张伯圻及叶宝鉴、胡文光、陈育中等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20多人。会上，由

李吉平传达中央特派员王若飞向浙江省委传达的“八七”会议各项决议和政策要

点。关于农民问题，强调要纠正过去的机会主义、改良主义倾向，坚决实行土地

革命，积极领导农民革命，从抗租抗税到没收土地归农民，农村政权属于农民协

会。另外，对职工运动等也都提出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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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临海党史图志
在会议期间，被国民党乡村头面人物发觉，原定开三天的会议，会期改成一天，

会上只传达不讨论，县委委员分区开展工作。当晚散会，各人回到自己的活动点。

张伯圻黎明前回到城关家里不久，便衣警察就上门了，张伯圻装成睡眼惺忪

的样子，没有露出破绽。为避免损失，张伯圻不久离开临海，县委书记的职务由

卢经武接任。

黄坦会议虽短，但达到了目的，大家知道了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明确了

今后行动的总方针——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会后，大家深入

农村，发动群众，发展党员，组织农会。据历史档案记载，至1928年6月，全

县建立了6个区委，有同志900人。在党的领导和影响下，临海的农民运动和武

装斗争此起彼伏，许多地方的工农劳苦群众，有组织地开展了抗租、抗捐、反饥

饿、反压迫斗争。

1928年3月24日，中共浙江省委关于台属六县工作的决议案指出：“省委

扩大会议认定浙江党的工作之前途，而且认定在浙南、浙西在短期间，应该发

动农民和工人的斗争，由农民的游击战争、乡村暴动达到割据的前途。”中共

临海县委根据省委的指示，积极支持和配合宁海县委发动的亭旁暴动。3月，

中共浙江省委调卢经武到宁海县任县委委员兼团县委书记，调临海县委委员杨

大才到亭旁负责军事工作，调叶宝鉴到亭旁区任团委书记。这样，临海县委改

组，4月，由陈江德任县委书记，朱月升、郑高设(实际未到职)为委员。5月，

陈江德因病离职，中共浙南特派员调天台的袁佐文到临海任县委书记，梅其彬、

李联芳、李先导为委员。8月，袁佐文调离，I临海县委由朱月升负责。11月，

朱月升被捕，不久，梅其彬、叶信庄、李联芳、李先导等在海门被捕，致使县

委遭到严重破坏，不少支部停止活动。

1929年4月，中央召集浙江省委及各重要地域的负责人，在上海举行浙江

会议，决定“暂时取消省委，加紧直达地方的巡视工作，划分6个中心县委直属

中央”。这6个中心县委是：杭州、宁波、温州、台州、湖州、兰溪。全省各县

的党组织，分别由这些中心地方党委就近负责联系和指导。5月，筹建台卅I中心

县委，临海县的工作由台州中心县委兼管。由曹珍任台州中心县委书记，委员先

后有方林、钱中禄、陈希、老文、叶勉秀、金鼎、杨敬燮、朱渭滨、陈文模。

1930年8月，为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上海会议“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

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苏浙皖三省联席会议决定，将党、团、工会合并，把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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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特委改为浙南总行动委员会。由此，台州中心县委改称临海行动委员会(有的

也称台州行委)，行委主任曹珍，委员王藻青、吴志仁。9月，行委撤销，恢复

台州中心县委，书记曹珍，委员有杨敬燮、朱渭滨。

1930年11月，曹珍调任浙南特委工作，浙南特委指定蓝尘侣(金国祥)任

台州中心县委书记，杨敬燮、朱渭滨、管子筠为委员。1931年3月，蓝尘侣去

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回来后，将台州中心县委改为临海临时中心县委，书记蓝尘侣，

委员朱渭滨。县委设在大石姚宅朱渭滨家。

由于当时白色恐怖严重，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多次受挫，许多基层党组织遭破

坏，蓝尘侣改任县委委员，到台州各地巡视。临时中心县委缩小为临海中心区委，

书记由朱渭滨担任，委员有杨敬燮、蓝尘侣，中心区委驻地海门。7月，蓝尘侣

在海门被捕，朱渭滨、杨敬燮转移到临海东乡活动。9月，台州中心县委在临海

大田庄头文化小学重建，陈育中为书记，朱渭滨、杨敬燮为委员。县委分工，陈

育中去上海，意图与上海党组织接上关系，未成。陈育中折回杭州，在杭州任职。

杨敬燮在临海的东乡、北乡组织游击队，准备攻打临海城。11月，杨敬燮在东

乡一次战斗中负重伤后牺牲，攻城计划未能实现。朱渭滨遭国民党临海当局通缉，

转人隐蔽斗争。至此，临海党组织的领导机关消失。党员数量至1931年只剩20人。

在严峻的形势下，仍有一些坚强的同志继续高举革命的旗帜，利用不同形式

坚持斗争。朱渭滨遭通缉后转入广营、溪路一带以教书或算命为掩护，继续宣传

革命道理，发动群众斗争。徐明清、林迪生于1932年在东洋晓村小学任教期间，

开展党的秘密活动，他们把教师组织起来，成立了“新教育研究会”，积极推行

陶行知教育法，提倡学生走向社会。他们还开展抗日宣传，在临海第一次喊出了“打

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他们的这些活动，为抗日战争时期在临海掀起抗日救

亡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

1937年7月8日，卢沟桥事变发生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即向全国发出通电，

指出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日，才是中国的出路，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

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的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经过中国共产党的一再

努力，促成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建立了民族抗Et统一战线。

1937年8月24日，被国民党判处无期徒刑的临海籍中共党员张崇文，从杭

州的浙江陆军监狱释放出来，立即参加了中共浙江省临时工作委员会的组建工作，

并任宣传部长。11月，张崇文受省临工委指派，回到家乡临海，一面积极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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