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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说明

一、《中国共产党浙南历史大事记》记述了1919年5

月至1949年10月前后30年中共浙南历史中的重要事

件，勾画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浙南历史的大致轮

廓：它可作为党史工作者和广大干部群众学习、研究中共

浙南历史的参考读物和供查考的工具书。

二、本书采用编年体，按时间顺序排列，对有些事件

和问题的记述，适当采用记事本末体。记述范围以现温州

市行政辖区为主，同时包括各个不同历史时期浙南党组

织领导下的其他区域。 ．

三、本书内容主要依据历史文献及档案，也适当选用

报刊资料和回忆材料，并经过反复核对考证，务求切合历

史实际。

四、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

室领导和浙南老同志的关怀与支持，我们多次听取并吸

弘0，-i，，．警．=坪，，一：．0日≯

。，，；

州．

、．÷

．、．

。～o节膏～蹿u，。，；、I-．．，．。，一i叶屯鸯。



2 中一共产党浙南历史大事记

收了他们以及各县(市、区)党史工作者对本书草稿、初

稿、征求意见稿提出的宝贵意见。因此，本书是许多人共

同劳动的成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对于为本书编写提供

过支持帮助的所有同志，谨在此一并致谢。

五、由于编写者水平有限，疏漏、不当之处敬请读者

指正。

编 写 组

2000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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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1 9年

5月 为响应和声援北京五四反帝爱国运动，25日，

温州城区(永嘉县治，今为鹿城区)浙江省立第十中学、省

立第十师范、艺文中学、旧温属商科职业学校等校的学生

联合成立“东瓯中等学校学生救国联合会"，并发表宣言，

抗议巴黎和会的无理决定，斥责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行

径，号召市民团结救国。同时举行示威游行和罢课。29

日，乐清学生救国会成立，在县城召开大会，会后游行，沿

途宣传抵制日货。 ．

6月 瑞安县立中学师生积极响应五四运动，集会

声讨卖国贼，并张贴标语，游行示威，县城各小学师生也

踊跃参加。乐清成立女子救国联合会，发表《告全县父老

姊妹同胞书》。乐清柳市小学师生也集会游行，同时成立

救国分会。
‘

．

，

同月 “东瓯中等学校学生救国联合会一在永嘉县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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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一共产竞浙南历史大事记

会和各界的协助下，开展抵制El货、提倡国货的宣传活

动，并对全城商店日货进行登记，宣布即日起不准买卖日

货。温州城区东桂芳等商店还设立国货经售处，推销国

货。温州、瑞安等地学生组织国货贩卖团，送货上门，同时

对破坏抵制日货的行为展开斗争。此外，泰顺、玉环等县

也开展抵制El货活动。开展抵制日货活动后，当年温州港

进口日本等外国棉布、海带、布伞比上年分别减少

34．1％、60．7％和24．7％。

夏原十中毕业的郑振铎由北京回温州城度暑假，

偕同十中同班同学陈仲陶以及黄超、游侠等组织救国演

讲社，并在资福山双忠祠创办《救国演讲周刊》，它是温州

地区最早的反帝反封建刊物，起着宣传新思想、传播新文

化的作用，该刊物出了六七期后，被瓯海道尹查封。

6月至7月 6月3、4日，北洋军阀政府继续在北京

逮捕爱国学生，激起全国人民更大的愤慨，工人阶级、小

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始参加运动。6月至7月间，

正值青黄不接，温州发生严重粮荒，而地方当局对私运粮

食出口放任不管甚至蓄意庇护，引起群众强烈不满。在学

生发动下，温州城区商店罢市，人力车工人罢工，基督教

教徒列队参加游行。瑞安等县也先后掀起罢课、罢工、罢

市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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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5日 郑振铎、姜琦等人在温州城区发起成立

。永嘉新学会一，会员70余人。其宗旨是：“培养德性，交换

知识，促进思想之革新"。学会内设图书、出版和演讲等3

个部。次年1月，该会创办了《新学报》，发表郑振铎的《新

文化运动者的精神与态度》和《俄罗斯文学的特质及其略

史》等文章，介绍马克思学说，宣传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

意义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10月 随着五四运动深入发展，地处东南海隅的古

镇平阳金乡(今属苍南县)小学师生和进步知识青年300

多人，举行反帝爱国游行。次年1月，成立反日救国会，开

展抵制日货活动。随后，还成立进步团体“旭社一，开办“新

曦书报社力，组织“醒狮化妆演讲社"，传播新文化、新思

想。

1’



1 9 2 0年

5月 温州城区各界成立“温州救国会”，发动群众

继续抵制日货。

秋 温籍谢文锦在上海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参

加上海共产主义发起组创办的外国语学社学习俄语。次

年4月，和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等一起到莫斯科东方

大学学习，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回国后，1924年4月

担任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委员、秘书兼组织部主任。

12月 十中、十师成立学生自治会，下设研究、演

说、评议、俱乐部等部，还创办《浙江十中周刊》-，提倡科学

和民主，宣传新思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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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2 1年

10月 温籍胡公冕在上海由陈望道、沈定一介绍加

入中国共产党。次年1月，参加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

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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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2 2年

6月 永嘉“工商伙友会”成立(后改称“永嘉工商友

谊会")，会员150人，系工商业职工及部分中小工商业者

的组织，并出版会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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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2 3年

6月3日 平阳白沙(今属苍南县)盐民在吴信直领

导下举行暴动，杀死盐警2人，缴获长枪7支，子弹数十

发，并火烧盐廒。次日，反动当局派兵镇压，放火烧毁盐民

住宅，抓走盐民2人，后这两名盐民惨死于平阳狱中。

9月 十师学生蔡雄、金贯真、苏中常(苏渊雷)等组

织新文学研究团体“宏文会’’和“血波社"，邀请十师教师

朱自清担任指导，并出版刊物，积极宣传新思想。

同月 金贯真、李得钊在永嘉楠溪组织“青年策进

会一和“溪山学友会一，开展新文化宣传活动。



10

1 9 2 4年

1月 国民党在广州举行有共产党人参加的第一次

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浙江6名代表中有温州籍的

胡公冕和戴立夫。戴早年参加同盟会，后在杭州加入中国

共产党。

5月 国民党一大结束后，胡公冕奉命返回温州，在

永嘉、乐清、平阳、瑞安等县为黄埔军校招生。6月16日，

黄埔军校正式开学。胡公冕先后任该校卫兵长、教导团营

长和政治科学生队大队长。

9月 根据党中央指示，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组织

部主任谢文锦回故乡温州开展建党建团工作。他首先介

绍胡识因(女)、郑恻尘加入中国共产党。早期入党的还有

林平海、庄竞秋(女)、胡惠民、戴树棠、孙道济等。12月，

在温州城区侯衙巷新民小学成立了直属中共中央领导的

中共温州独立支部，书记胡识因。这是浙南地区最早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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