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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版前言

1991年6月，中共大连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辑出版了

一本《中共大连党史大事记》，全书共31万字，记述了

1919至1990年闻大连地区发生的一系列重要事情。此

书的出版，连同在此前后出版的《中共大连地方史》、《中

国共产党辽宁省大连市组织史资料》等书，成为各级领

导、广大党员和专家学者学习、了解和研究大连地方党

史的重要工具书，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为了完整地反映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大连地区党组织英勇奋斗的光荣

历程，同时也为了便于读者阅读，大连市史志办对1991

年出版的《中共大连党史大事记》进行了修订，并续增了

1991至2000年的党史大事记，定名为《中国共产党大连

历史大事记》。相信这本书的出版发行，将会有利于推

动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群众学习党的光辉历

史，汲取历史经验，振奋革命精神，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

z／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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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大连历史大事记

旗帜，紧密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认真贯彻落实“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为使大连率先实

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 ，

大连市史志办公室

2001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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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大连党组织的建立和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1919年5月一1927年7月)

1919年

5月4日 北京爆发以学生为主体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

主义的爱国运动，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
‘’

7月31日至8月29日 大连油坊业、油篓业、邮电业工人

为要求增加工资，举行罢工，取得胜利。 。
，’’

10月6至7日 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并加入“同盟会”的

爱国知识分子傅立鱼，以大连《泰东日报》编辑长身份，在该报头

版发表《匈国劳农政府经过实况》一文，介绍匈牙利人民革命政

府建立的经过，把俄国十月革命客观地介绍给大连人民，并热情

颂扬俄匈两国人民的革命精神，驳斥保守党人攻击列宁等人的

所谓残暴专横。’ ·‘

11月4日 大连机械制作所(今大连重型机器厂前身)97

名工人为要求增薪举行罢工，坚持7天，取得部分胜利。

11月28日 《泰东日报：》在重要版面上刊登署名“鹃魂”的

<六个月间的李(列)宁>文章，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盛赞列宁的伟

大历史功绩。称列宁是“人群中的生佛、福星、救世主”，布尔什

维克党里“聪明敏捷的活动家”，“忠诚、崇实、公正、坚忍、强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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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密”。号召人们“若希望中国的安宁富强⋯⋯⋯不可不学李宁

作法，不可不先有李宁行事的精神、态度、意志、方法。”

12月11至13日 《泰东日报》连续刊登瞿秋白《中国的劳

动问题与世界的劳动问题》一文。文章在揭露工人被资本家残

酷剥削以至难以维持生计后说：“劳动界的不平，完全是资本家

的专横压迫出来的。”并指出，由于中国的落后，才给外国资本入

侵以可乘之机。

1920年

1月15日 《泰东日报》登载陈独秀《中国革命党应该补习 {

的功课》一文，提出要“取消帝政，改建共和”。

2月7日 大连小岗子油篓制造所120名中国工人和8名

日本职工，为要求增薪举行罢工，取得胜利，工资提高20％。 J

2月 大连电车公司敷岛广场(今民主广场)营业所乘务员

因不堪日本监督欺辱，举行罢工，获得胜利。

5月1日 《泰东日报》时事要闻栏以《陈独秀的民主抱负》

为题，介绍陈独秀“其政策及目的在打破资本主义及帝国主义，

以享真正自由及全世界工人等各级之平等”。

同日 满铁沙河口工场(今大连机车厂前身)5000余名中

日工人为反对裁减工人，在沙河口体育场召开大会，并举行游行

示威，要求会社停止裁员。罢工坚持40天，取得胜利。 J

7月1日 大连中华青年会召开成立大会。会上公推傅立

鱼为会长，杨凤鸣(岐山)为副会长，讨论并通过了青年会章程。

这是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大连，由中国人创办的第一个公开的爱

国进步文化教育团体。 一
|



1921年 ·3·

7月15日 <泰东日报》登载施存统(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

员)的文章，号召青年“破坏现实，建设理想。”

7月23日 中华青年会举办首次中国人水上运动会，上千

名青年云集老虎滩，举行游泳表演，其盛况被当时报纸称为“东

北大陆民族破天荒之举动”。至1926年，共举办4次水上运动

会。 ． ，

10月 电铁中华青年团成立。这是大连最早的中国工人

团体，有会员400余人，均为电车司机和乘务员等中国青年。电

铁青年团具有行业工会性质，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开展反对日本

殖民统治和资本家压迫剥削的斗争，成为大连较有影响的工人

群众组织之一。 ： ：+． ． 。、

r．
，

12月4日《泰东日报》登载《俄政府正式声明》，宣布“凡旧

俄帝政府与中国订立的一切条约，劳农政府均愿根本废弃，所有

从前获得各种之权利亦愿交还中国”，“愿将在中国领土内之治

外法权完全撤废，留华俄人绝对服从中国法律”，“愿放弃庚子事

件所得赔款”，“愿将中东铁路交还中国”。 ．

1921年

1月16日 大连中华青年会首次举办星期讲坛，请社会名

流宣讲道德修养、妇女解放、游记见闻、时事评论。至1926年6

月，共举办201次。
’ 。2

。

一’‘
’“

2月2日 《泰东日报》登载玄庐(沈玄庐，早期马克思主义

者)文章《劳工专政》，盛赞俄国劳工专政。
‘’+

一 。

7月23日至8月初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

上海举行，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纲领，组成中央局，选举陈独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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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央局书记。从此，在中国出现了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

以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

10月10日 大连人民第一次举行“双十节”庆祝大会，宣

传“反奴为主”的爱国主义思想。

1922年

年初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主任、北京马克思主

义研究会负责人罗章龙来大连考察工人运动。

3月 大连贫民义务学校成立，校长李清瑞。学校吸收无

力上学的贫苦子弟，施以初等教育。在慈善人士的援助和教职

员的努力下，学校维持20余年，毕业学生400余人。

5月14日 大连中华第一届陆上运动大会举行，参加团体

10余个，参赛运动员500余人，观众达4万余人，“实有万人空巷

之观”。运动会选在5月份第二个星期天举行，以与日本当局在

第一个星期天举行的不准中国人参加的运动会相抗衡。至

1926年第四次中华运动会，参赛运动员达1600多名，观众六七

万人，被当时报纸称为“连埠华人每年最壮烈之盛举”。

6月14日 毛仪庭、林升亭、李仲刚等人创办的爱国教育

团体——大连中华增智学校正式成立。该校附设工人夜校，中

国儿童白天读书，在职工人晚间参加夜校学习。学校后来成为

共产党在大连早期活动的场所之一。

年末进步知识分子、《泰东日报》记者刘恫躬的夫人石三

一．创办大连中华三一学校。学校设有夜学部，组织印刷工人学

习文化，传授新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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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

2月 《新文化》月刊出版，中华青年会会长傅立鱼任社长。

1924年4月改名《青年翼》，1926年1月正式以青年会会刊名义

出版发行，1928年7月停刊。先后出版67期，在传播新文化、新

思想方面起了积极作用。

2月27日至3月4日 《泰东日报》连载陈独秀文章《论暗

杀暴动及不合作》。指出“暗杀不是科学的革命运动”，“而科学

的革命运动，必须是民众的阶级的社会的”，“要达到革命之目

的，只有有组织有系统有计划科学的暴动⋯⋯才能使革命的新

势力有代替旧秩序的可能”，并主张“联合各弱小民族与苏联来

一致反抗帝国主义”。： ⋯’
i， ，，

3月20日 《泰东日报》登载列宁照片，大连人民第一次见

到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的容颜。 ：

7月18至22日 《泰东日报》连载李达(党的一大代表)的

文章《何谓帝国主义》。指出“我们从政治上经济上分析中国的

乱源，知道扰乱中国的两大障碍物，一个是国际帝国主义，一个

是国内武人政治。我们民族要期待统一与和平，要获得自由与

幸福，非首先组织起来打破这两个障碍物不可。”． ，一 ，

12月2日 满铁大连沙河口工场华人工学会成立，发起人

傅景阳被选为会长。会址设在沙河口黄金町107号(今沙河口

区黄河路658号)。工学会附设工人文化补习夜校，发行油印会

刊，会员有300余人。这是大连地区最早的工会组织。．’-．．’

，’， 12月末京汉铁路总工会秘书长、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干

事李震瀛和北京铁路总工会负责人陈为人，由哈尔滨赴上海途



他以大连中华三一学校英文教员身份为掩护，在关向应协助下，

帮助沙河口工场华人工学会修订章程，整顿发展工学会组织，筹

建社会主义青年团大连地方组织及印刷工会。3月2日，在中

华青年会星期讲坛上，李震瀛以《中国与世界》为题发表演讲，宣

传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批判狭隘民族主义观点。

4月 关向应、赵悟尘经李震瀛介绍，加入社会主义青年

团，成立团小组，关向应当选为组长。5月中旬李震瀛离连时，

将关向应带到上海参加革命工作。李震瀛回上海后，在《向导》

第68期发表《大连调查》一文，介绍大连的社会状况与政治形

势。

4月28日 大连中华印刷职工联合会成立。发起人赵悟

尘、董秀峰被推选为正副委员长。会址设在大连近江町三丁目

一四一番地(今中山区友好路230号)。

6月社会主义青年团大连特别支部成立，直属团中央领

导。秘书代表董秀峰，工运傅景阳。团员有张云峰、门向阳等。

至10月，团员增至24人。

同月 中华觉民学校成立，校长阎仲荣。师生们积极参加

中华团体举办的各项爱国活动。

—●l一，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