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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徐州党务志·序

中共徐州市委书记．李仰珍

《中共徐州党务志》一书与读者见面了。该书比较详实地记

述了中共徐州党组织的发展历史，融资治、存史、教化为一体，

是进行光荣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

徐州党的活动比较早。1920年春，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小

组，1922年春，建立了徐州笫一个党的组织——中共陇海铁路徐

州支部。从此，掀开了徐州革命史的崭新一页。1921年11月由徐

州“八号门事件"芎l起的陇海铁路大罢工，先于著名的香港海员

犬罢工两个月。这是当时在全国影响比较大的罢工之一，陈独秀，

李大钊等党的创建人对此均有较高的评价。徐州党的活动范围比

较广。从笫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到解放战争时期，徐州地下党

组织以徐州为中心辐射到苏鲁豫皖边区二十几个县，进行了长期

艰苦卓绝的斗争。1938年5月徐州沦陷以后，以铁路为界徐州被

分割为四片，成立了徐东南，徐西北、徐西南，徐东北四个区

委，开创了鲁南、湖酉、邳睢铜、萧宿永等敌后抗日根据地。解

放战争时期，我城市地下党分九条线潜入徐州城内，开展策反和

情报等方面的工作，为夺取淮海大决战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徐州党组织和共产党员前仆后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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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徐州党务志·编纂凡例

编纂凡例

一，(《中国共产党徐州党务志》是徐州市志首卷。

二，本志书上限为1919年5月4日，下限为1949年lo月1日。

三、本志遵循志书体例，根据徐州党的历史特点，采取以编

年体为主，本末体为辅，以及二者结合分篇进行。

四，本志书编耳，按篇、章、节，目排列，横排竖写，以类

系事。全志共分5篇，14章，20节，55条目，并设有序，凡例和

后记。

五，志书中收集的徐州党史人物，基本上是按照在徐任职的

时间顺序，所收范围是已故的党、政、军主要负责人。即甜一

战，，以前是党、团支部负责人， 矗二战，，时期是特委和中心县委

主要负责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是地委主要负责人。个别

虽不够上属级别，但确有一定影响的徐州籍的烈士和有特殊贡献

的党史人物也酌情收入。但有些人物虽在收入范围，因其政治立
、

场的改变或资料不详而未被收入。

六、本志在地域范围上，以现在区划为主，但考虑到历史区

捌的原因，对于历史上曾隶属徐州区划的地域所发生的重大事件

和有关背景材料也作适当的收编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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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徐州自古是政治、经济和军事要地。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徐州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奋起反抗兰座大山的压趋，英

勇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为夺取解放战争的胜利进行艰苦卓

绝的斗争，谱写了彪炳史册的壮丽诗篇。， 。、⋯

●

。

一，马克思主义在徐州的早期传播

早在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徐州同文书局便开始经售《共产党

宣言》等马克思主义书籍。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徐州的

学生立即晌应。省立第七师范、省立第十中学，培-b书院等学校

矗g进步学生纷纷上街游行，集合演讲，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

贼垮等I=I号，邳县学生挑着用学生们的鲜血写成的“打倒卖国贼"

几个大字上街游行示威。徐州学生还组成许多抵制日货小队到

各商店、火车站等地查禁日货，并将查出的日货拖到黄河故道等

处焚烧，时称为徐州的露虎门事件秒。不久，徐州各校学生成立

了徐州学生联合会，选出第七师范学生郭邦清(郭予化)为会

长。接着，旧徐州府所属八县(丰县，沛县，萧县，砀山、邳

县，难宁，铜山i宿迁)的学生代表又在徐州集会，成立了徐属

八县学生联合会，选举高民为会长、郭邦清为尉会长。1920年夏，

北大学生，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员陈德荣来徐，在他的影响

下，省立第七师范陈亚峰，郭邦清、徐怀云等十余人成立了马克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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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学说研究小组，后改为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春，为了更广泛

地联系群众，徐州的共产主义小组又成立了公开组织——矗赤激

社”，发展社员30余人。同时，创办了石印刊物《赤潮旬刊))，

以此为阵地，宣传共产主义理论和反帝、反军阀的思想，在徐州

地区影响很大，因此只办了四期，便被徐州镇守使陈调元查封。

然而赤色潮流并未因此终断、共产主义小组一直和北京共产主义

小组保持联系。据徐彬如、张继超、苏鸿锰等人回忆，1921筝
春，夏之交，徐州共产主义小组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陈德荣的通

知，选派陈亚峰为代表赴上海参加矗一大"之前的中国共产党的

筹建会议。陈到上海后，因未找到会址而未能与会(又一说，是

因会上发生争执而中途退席)。1921年8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

陈德荣被捕，徐州共产主义小组遂与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失去了+

联系。

’=，徐州最早的工人运动

1921年8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成立。接着在全国’

范围内掀起了气势澎湃的罢工浪潮。全国罢工最早的是陇海铁路

大罢工，被称之为矗罢工之首"，而陇海路大罢工的起因则是一

“徐州八号门事件。，，
’

陇海铁路是依赖法、比帝国主义筹款修建的，故全路大权控

制在法、比资本家手中，反动军阀甘当帝国主义的鹰犬，对中国

工人阶级实行残酷的压迫和剥朗。每个工人每年要千340个工作’

日，每天工作lo至12／]、时，而月薪只有4到12元。而一个洋人的一

月薪高达2600法郎(折合400块大洋)，是中国工人的100倍。

当时的米价是16块大洋一石，工人的月薪只够买1／3石米，生活

相当贫困。在政治上，洋人不把中国工人当人看，任意打骂，污’

辱和取乐。洋人让中国工人用铁轨做成棋盘，石头做成棋子，每

个棋子重14公斤，两个洋人座在高台上对奕，每边由两名中国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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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他们搬动棋子，以此作乐。洋人为了控制工人们上下班，在

徐州站设立若干个进出口，第八号门就是专为徐州铁路机修厂工
人而设的进出口，工人们称之为“鬼门关胗。1921年11月8日晚

下班时间已过，工人们围聚在八号门，洋人却以票车已到不能开

门为由不让工人出门。工人们一怒之下破门而出。事情发生后，

洋人以带头闹事为由开除柴凤祥，王辅两名工人。，‘ ，

八号门事件，激起了徐州站工人们的竣怒，四百余名大厂工

人集会抗议，又公举刁玉祥等前往开封，郑州，洛阳等地串联，

商讨陇海铁路全线罢工事宜。1921年11月20日午后，陇海路各站

工人举行罢工誓师大会，宣布陇海铁路全线大罢工。徐州站工人领

袖姚佐唐在誓师大会上宣读了(<敬告全国各站同胞同业兄弟们，

恳乞求助声援》，同时揭露陇海铁路大总管若里压迫工人的十大

罪状。号召工人们进行“反虐待、争人格、光国体∥斗争。会上

工人们高唱姚佐唐为罢工谱写的《罢工进行曲))。

罢工持续了一周，损失三十多万元。法，比帝国主义与军阀

政府不得不于11月26日被迫同意工人们的复工条件：撤换总管若

里，答应被开除工人复工’给全体机务工人加薪等1 oh。 ；一

陇海铁路工人大罢工引起了中共北方区委的高度重视，李大、

钊同志亲自主持会议，研究领导陇海铁路大罢工事宜，并派区委

委员、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罗章龙到陇海铁路领导罢工。12

月上旬，罗章龙到徐州巡察，召开铁路工人座谈会，成立“赤色

工会"，推举姚佐唐为会长。根据中共北方区委指示，要在陇海

铁路各站建立党团组织，又派李震瀛同志来徐州指导工人运动，

负责筹建党团组织。不久，发展姚佐唐、程圣贤，黄钰成等人为

中共党员，于1922年2月建立中共陇海铁路徐州站党支部，姚佐

唐任书记，这是徐州地区最早的党组织。同时，发展了一批团员，

建立了团支部。在徐州站党团组织的领导下徐州的工人运动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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