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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前夕，革命党和立宪派都有人在苏州活动，但苏州还没有建立政党组织。辛亥

革命后，各种政治势力不断分化，重新组合，纷纷成立政党或具有政党雏形的政治团体。民

国14年(1925)9月中共苏州独立支部在今沧浪区境内成立。

民国16年10月，建立中共平江、胥盘、闾西3个区委。嗣后，党组织虽然多次遭破坏重

建，但始终领导人民群众进行抗日战争、反对国民党的内战政策和独裁统治，为苏州的解放

而斗争。

苏州解放后，建立中共苏州市委。1951年11月建立东、南、西、北、中5个区委，其中南

区在沧浪区内。嗣后，区委机构多次调整、更名，至1979年6月定名为沧浪区委，以迄于今。

沧浪区的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大多成立于80年代以后。市级各民主党派机关亦都设在

沧浪区内。各民主党派积极参政议政，献身各项建设事业。

解放前，区内就有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工会、共青团组织，带领群众开展革命活动。解放

后，市总工会、共青团市委、市妇联及市工商联相继成立，其办事机构均设于区内，并相应建

立沧浪区的分支机构。惜“文化大革命”期间，群团组织的各项活动一度中断。改革开放

后，区工会、共青团、妇联、工商联得到恢复和发展，其他群众团体不断有新建。20余年来，

各群众团体激发出极大的热情，根据自身特点，为沧浪区的两个文明建设作出重要贡献。

第一章中共早期组织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即重视在苏州等地开展工作。中共苏州地方组织的建立，始见于民

国14年(1925)_[2半年中共上海地委的记载。沧浪区内的党组织从民国14年9月成立中共

苏州独立支部起至苏州解放，期间先后遭到多次破坏，但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和群众运动始终

未曾间断。

第一节组织机构

中共苏州支部民国10年(1921)秋，陈独秀介绍东吴大学学生徐雉认识第一师范学

生华有文，徐委托华在潘儒小学开设工人夜校，徐经常到校讲演革命道理。国共第一次合作

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些著名活动家，陆续来苏州开展工人运动和国民运

动，发展革命力量。12年7月，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兼区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定发展

江浙地区地方党组织，计划苏州在杭州、无锡之后建立党的组织。同年下半年，中共上海地

委兼区执委会委员沈雁冰为建立党组织多次来苏州考察。民国13年上半年，中共党员潘志

春，由上海商业专科学校毕业回苏州，在邮政局工作，经常深入丝织工人中进行革命活动。5

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员许金元由杭州之江大学回苏州任教。7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第一章中共早期组织

发起人之一、中共党员叶天底应聘到苏州私立乐益女子中学任教。他们三人以国民党员的

身份开展工作，团结一批积极分子推进国民运动，配合孙中山北上，宣传孙中山关于废除不

平等条约和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组织成立苏州国民会议促成会筹备会，帮助筹建国民党党

部。

中共苏州支部约建于民国14年初。据当时中共上海地委

的记载：“苏州支部，陆秋心为候补党员。”又据同年9月27目中

共上海区委组织部报告称：。据5月统计，上海地委领导杨树浦

等5个工业区的支联干事会15个支部和杭州、南京、无锡、苏州

等9个独立支部。”可见，中共苏州支部建立时间应在民国14年

5月前。

中共苏州支部成立后，即组建中国国民党苏州市党部，作为

自己的外围组织，与军阍孙传芳进行斗争。民国14年5月29

日，国民党苏州市党部在三元坊县立中学正式成立(由中共苏州

独立支部帮助组建，于民国14年11月24日公开登报通电成

立)，颁发党证，党员中有二三十名是中共党员，一身两任；但党

证上不写姓名，只写《千字文)上的文字编号。当时．中共党内的

暗语，称中共(cP)为“大学”，共青团(CY)为“中学”，国民党为

“民校”。

国民党市党部成立后次日，上海爆发“五卅”运动，苏州得知

这一消息后，中共组织群众示威，声援上毒工人的斗争。示威队

伍首次打出青天白日旗(国民党党旗)走在趴伍前面。军阍孙传

芳政权在“集会自由”、“一致对外”口号的压力下，半公开承认

国民竞。当时参与的中共党员有陆秋心、许金元、叶天底、潘志

春等人。翌年，中共独立支部书记汪伯乐任国民党市党部常务

委员，共产党员顾容川任执行委员，后接任汪伯乐的常务委员职

务；担任执行委员的还有中共党员、共青团苏州市委书记周学

熙，中共党员蒋靖涛，中共党员、苏州市学生联合会会长沈炳魁

(昧之)，中共党员、吴县总工会主席舒正基。当时市党部下设4

个区党部，均有中共党员任区党部委员。

中共苏州独立支部民国14年8月，中共党员侯绍裘、张

闻天应聘到苏州乐益女中(今体育场路4号)任教。9月初，与

原在该校任教的中共党员叶天底一起，在学校组织成立中共苏

州独立支部(简称独支)，属中共江浙区委(是年8月由中共上

海地方委员会改组成立)领导。叶天底任书记兼组织委员，张闻

天任宣传委员。10月．张阐天去苏联学习。

民国15年1月，乐益女中校方迫于军阀政府的压力，借口

经费困难，解聘进步教师．侯绍裘、叶天底等在寒假中离开苏州，

独支领导机构搬离乐益女中，支书由博文中学教师许金元接任。
张闻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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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苏州县委 民国16年6月，中共苏州独立支部改建为县委，初称吴县县委，不久称

苏州县委。至9月，县委辖有支部20余个，党员130人。10月，辖平江、胥盘、闾西3个区

委，有支部20余个，党员160人。胥盘区委是沧浪区内最早的区级地方党组织，经常在盘门

城墙边开会，部署组织工人运动。17年夏，全县有党支部30个，党员150人。苏州城内设

城东、城西、城南、城北4个区委，共16个支部。其中城南区委即设于今沧浪区域内。

中共江苏第三分监特别支部 自民国16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当局大肆

逮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苏州各监狱关押了许多政治犯。到18年10月，仅司前街江苏第

三分监就关押1200余人，其中一半是共产党员。当时根据江苏省委指示，建立了党的特别

支部委员会，直属省委领导，同苏州县委也有关系。

至民国19年，司前街第三分监狱和江苏高等法院看守所共关押2000余人犯，其中政治

犯(有共产党人，也有国民党改组派)约800人，时特支负责人为袁世钊，委员有徐家瑾、管

文蔚、朱思伦、陈百坚，下辖4个支部，党员总数约200人。

中共江苏高等法院看守所特别支部 民国18年春，国民党南京特别刑事法庭撤销后，把

各地1000多名政治犯转押到苏州司前街江苏高等法院看守所。狱中的政治犯大多是共产党

员。他们在狱中成立特别支部，由朱履之任书记，领导和组织难友向狱方进行斗争。19年春

夏之际，一度准备暴动，后因指挥部遭敌人破坏而未能实施。特别支部坚持到19年10月后仍

存在(一说为看守所支部是江苏第三分监特别支部下属的一个支部，仅有中共党员3人)。

中共苏州中心县委 民国19年夏秋间，中共江苏省委决定将中共苏州县委改为中共苏

州中心县委，由原苏州县委书记吴寿卿任中心县委书记。后因组织暴动失败，苏州中心县委

遭到破坏。20年春，省委又派王伯奇任中心县委书记。王到任后，恢复和建立一些支部，并

对党内作了分工，县委负责工人运动和在东吴大学教师中开展工作。县委组织部长、鸿生火

柴厂工人张阿春在厂内建立党团组织，掌握了厂工会的领导权。21年2月，由张寄东接任

书记。3月1日，省委巡视员施其芦在苏视察后去南京，被捕叛变，供出苏州党组织情况，王

伯奇、张寄东、张阿春以及鸿生火柴厂党支部书记梁传贵、共青团负责人吕和尚等先后被捕。

4月30日，张阿春、梁传贵、吕和尚被杀害于南京雨花台，王伯奇、张寄东先后叛变，王还多

次到苏指认诱捕党团员，使苏州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自民国23年至抗日战争爆发前，白

色恐怖笼罩苏州，城区党的组织被破坏殆尽。

中共江苏第三监狱第三分监临时支部 民国30年7月，日伪对苏常地区进行第一次大

清乡，抗日根据地军民有不少人被敌捕俘，关押在苏州大小监狱。10月，关押在苏州第三监狱

第三分监的部分共产党员，秘密建立临时支部，由吴阿根(原名林更泉，被捕后化名吴阿根，原

中共常熟县藕塘区区委书记)任书记，孙学明(原中共常熟县委委员，组织部长)为组织委员，

叶初晓(原新四军十八旅五十四团二营教导员)为宣传委员，郭曦晨(原太仓县县长)为保卫委

员兼政治交通，张越龙(原沙洲县警卫一团一连连长)为委员。临时支部领导狱中党员，团结难

友，进行争取改善生活待遇的斗争，秘密出手抄本刊物《劳动战线》鼓舞难友的斗志。同年12

月，叶初晓等200余人被日本宪兵司令部押解南京。临时支部增补陆致翔(原中共常熟县唐市

区区委书记)为宣传委员。31年3月，孙学明等76人被日本宪兵司令部杀害。5月，吴阿根、

陆致翔等200余人被押解南京，此后，狱中临时支部的其他成员也都离苏。

中共太湖县委在苏州城区的秘密据点 民国30年10月，在锡东地区坚持反清乡斗争



的中共无锡县委委员赵建平和区政干部顾民(方菊兴)、朱云卿、钱佩华撤到苏州胥门内学

士街顾民亲戚家中隐蔽。是年11月，赵建平与中共太湖县委书记孙章禄接上关系。孙指示

赵建平等在苏州城区建立秘密立足点，后赵建平等在苏州学士街租房，以开柴行为掩护，建

立秘密立足点，开展工作。31年2—3月间，赵建平等经过精心策划，机智地缴获了李士群

卫兵的快枪，然后撤出苏州，重新回到农村开展活动。

中共江南工委苏州特派员 民国31年10月，中共江南工委任命仲国望为中共苏州县

特派员到苏州活动。仲化名刘瑞华，以行医为掩护，先在郊区农村立足，后到城区信孚里等

处建立立足点，挂牌行医，开展秘密工作，仲国望先后与30多名党员和多名统战对象取得联

系。这些党员以不同身份在苏州、昆山城乡立足，在仲国望领导下开展秘密工作。

中共苏州工作委员会 民国31年11月，中共江苏省委派王烈帆(王中一)至苏州城

内，与30年来苏隐蔽的裘晋岳、孔令宗接上关系，成立中共苏州工作委员会，王为负责人。

王到苏后，住在舒巷7号，以开一大袜厂为掩护，后该厂扩大经营，由孔令宗任经理，党员金

元孝为技师，并迁到西善长巷23号营业，该处便成为工委机关所在地。32年1月，苏州工

委改属华中局敌工部(翌年8月改称城工部)领导。33年9月，王调中共上海工人运动委员

会(简称上海工委)，苏州工委由孔负责，与上海工委王烈帆直接联系。苏州工委领导隐蔽

在苏州城内和吴江等地的一批党员，开展秘密工作。

抗日战争胜利后，苏州工委仍由孔令宗负责。孔联系和领导苏州的党员，开展争取群

众，积蓄力量的工作，并定期向上海王烈帆汇报情况。

中共江南工委苏州小组和苏昆段特派员 民国32年3月，中共江南工委派党员徐懋

德、陆天虹、徐懋义三人到苏州建立党小组，开展地下工作。徐懋德任组长，他以乐桥南堍东

面小巷里的住宅为据点。通过关系，徐、陆两人进入吴县县立一中任教，在平时教学中，向学

生传播爱国主义和进步思想；徐懋义则进崇实中学读书。是年秋季，陆天虹调苏常太根据

地。33年6月，江南工委任命徐懋德为苏昆段特派员，负责京沪线苏州至昆山段的开辟工

作，领导苏州、浒墅关和在上海的部分党员。

抗战胜利前夕，徐懋德一度和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日本投降后，徐懋德等主动编印揭

露汉奸罪行的传单、标语，上街张贴、散发。35年4月，中共京沪路东中心县委成立中共苏

州工委，徐懋德改任苏州工委委员。

中共苏州地区敌占区工作委员会民国33年12月，中共中央华中局城工部决定成立

中共苏州地区敌占区工作委员会，由屠基远任书记，到苏州城区开展城市秘密工作。屠到苏

后，住在葑门北栅头5号党员朱介瑾家中，并以此为活动据点。屠通过关系，先后打入伪江

苏省财政厅、伪昆山稽管处、伪江苏省护渔处工作。朱介瑾先后在苏州铁道医院、昆山公立

医院工作。34年9月，屠调沪工作，组织活动遂中止。

中共京沪路东中心县委苏州工作委员会民国35年4月，中共华中一地委京沪路东中

心县委派陆天虹、何洛二人南下苏州，与在苏州坚持斗争的徐懋德一起，组成中共苏州工委，

陆为书记，徐、何为委员，分别负责文教、职工工作。工委机关设在大太平巷陆天虹住处。不

久，何洛因身份暴露而调往苏常太中心县委。工委成立后，积极在产业工人中开展工作，并

在近郊农村建立乡农会。36年7月，工委与上海工人运动委员会下属的苏州工委合并，组

成中共苏州县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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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上海局组织部所属苏州学委、苏州工委 民国36年1月，中共上海分局组织部长

钱瑛派原南方局青委领导成员赖卫民等到苏州开展学生工作，并联系领导抗战胜利后复员

到无锡、吴江等地的原南方局系统的党员。5月，成立中共苏州学委，陈邦幸(景海女中教

师)任书记，范文贤、刘淑文为委员(以后又增加刘惕恒为委员)，赖卫民为学委的上级领导

人。学委通过赖卫民接受钱瑛的领导。学委成立后，领导学生开展“反饥饿、反内战”运动。

是年9月，钱瑛派高山到苏州接替赖卫民的工作。10月，成立苏州工委(又称苏锡吴工

委)，负责领导苏州学委、原南方局系统党员组成的无锡临时工委和吴江的党员。高山任工

委书记兼无锡临时工委书记，陈邦幸、范文贤、刘淑文为委员，陈邦幸仍兼学委书记。工委以

苏英职业中学为秘密据点。工委在开展学生运动中发展党员，在社教学院和苏州女师建立

支部。37年1—3月，陈邦幸、刘淑文、高山等工委领导成员先后调离苏州，其他成员的组织

关系由赖卫民全部移交给上海局，该工委遂告结束。

中共苏州县委员会 民国36年7月，中共上海工人运动委员会所属苏州工委与原京沪

路东中心县委所属苏州工委合并，组成中共苏州县委，隶中共上海局领导，10月后改由上海

局外县工作委员会领导。县委成立会议在平桥直街与十梓街交叉口附近的一所民房内举

行，b明任书记，陆天虹、徐懋德、孔令宗为委员，分别负责组织、宣传、职工工作，有党员二三

十人。县委成立后，加强了对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和近郊农会的领导。36年10月，孔令宗

领导了金狮河沿时和烟厂女工的罢工斗争。是月，县委成立以苏州面粉厂党员为主的面粉

业支部，陆逢治任书记。是年秋天，在养育巷思杜堂(即使徒堂)成立职青(职业青年)支部，

李明谷任书记。

中共上海局外县工委苏州工作委员会 民国37年1月，中共上海局外县工委因所属苏

州县委大部分领导成员调离苏州，派张云曾、陶戈辉到苏州与孔令宗一起组成苏州工委，隶

外县工委领导。书记张云曾，委员陶戈辉、孔令宗，8月增马崇儒为委员。工委秘密机关先

设在道前街舒巷7号，后相继迁至剪金桥巷和泗井巷云记袜厂。是年2月建立中学党支部，

陈恩冠任书记。至秋冬，中共苏州工委建立下属职工区委，孔令宗兼任书记，辖面粉业、职青

两个支部，丝织业、娄门地区两个小组和虎丘地区及单线联系的党员，共36人。38年1月

建立文教区委，成立会议在东支家巷清微小学召开，沈若兰任书记，辖伯乐中学、苏女师两个

支部，小教小组及其他中学和医务界单线联系的党员共23人。工委还直接领导文心图书馆

和工委机关支部(活动据点在泗井巷云记袜厂)以及单线联系的党员。

民国38年2月，上海市委根据上海局指示，将上海学委领导的苏州学生工委的组织关

系移交给上海局外县工委所属的苏州工委。至此，苏州城的地下党组织，除中共茅山工委系

统的东吴大学支部外，全部由苏州工委统一领导。苏州工委接着成立下属青年区委，由马崇

儒兼任书记，薛杰任副书记，辖社教学院、河南大学(37年夏由河南开封迁苏)、东吴大学、苏

州工专、苏州中学苏女师等7个支部，至苏州解放前夕，苏州工委有3个区委、12个支部，共

有党员200余人。

中共上海学委苏州学生工作委员会 民国37年4月，中共上海市委学委派吴康到苏

州，与原南方局系统的苏州工委委员陈邦幸接上关系，指导开展学生工作。9月，上海学委

派浦作来苏接替吴康。10月，成立中共苏州学生工委，属上海市委学委领导。书记张渝民，

委员陈邦幸、薛杰、孙增闳，后又增杨源为委员。浦作定期来苏传达上海学委指示。学生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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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以滚绣坊19号张渝民住处为秘密活动据点。11月，学生工委分别在河南大学、苏州工专

建立党支部，并决定建立大学区委，薛杰兼任书记。到38年2月，学生工委系统的社教、东

吴、河大、工专、苏中、苏女师、景海、振华、有原、河南助产学校、民化小学等11所大中小学校

共有党员97人。

学生工委建立后，为迎接解放，在各校进行形势宣传教育，发动进步师生开展护校斗争，

反对当局的破坏和迁校阴谋。38年2月．根据中共上海局的指示，苏州学生工委的组织关

系移交给上簿局外县工委所属苏州工委，苏州学生工委至此结束。

中共茅山工叠东吴大学支部民国36年下半年起，由中共华中十地委代理书记陈云阁

单线领导的茅山工委城市地下党负责人秦和鸣，首先在上海一些大中学校发展党员，接着又

通过这批党员在沪常沿线城市分批发展党员。37年5月，东吴大学地下党员康少杰．根据

秦和鸣的指示，开始在东吴大学发展党员。9月，建立东吴大学支部，何福源任书记，沈剑

涵、章腾文为委员。支部隶属中共华中二地委茅山工委(37年5月，十地委撤销，茅山工委

改属二地委)。11月，陈云阁调往二地委工作，秦和鸣改由茅山工委书记康迪单线领导，直

至苏州解放。到苏州解放前夕，茅山工委下属东吴大学支部共有党员14人．其中东是大学

11人，东吴附中1人，校外枫桥小组2人。另外，支部于37年10—11月问，在同学中建立党

的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研究社(对外称新民社)，吸收进步同学参加，为正式建团作准

备．前后共发展社员6人。

民国38年3月，何福繇、章腾文奉调去茅山工委参加武装斗争，支部书记由沈延富接

任。苏州解放后，支部有8名党员响应号召参军南下，留下党员的组织关系由秦和鸣移交给

中共苏南区委。

第二节革命斗争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即重视在苏州开辟工作。民国14年(1925)9月，中共苏州独立支

部成立，在领导当地群众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发展壮大。16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后。国民党右派对共产党进行残酷镇压；党的地下组织多次被破坏，但中共苏州地方组织仍

坚持不屈不挠的斗争。

声攮五卅运动民国14年“五卅”惨案

发生后，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国立即掀起工人

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的斗争。中共党员

姜长林连夜赶到苏州．会晤在苏州的中共党

员叶天底、许金元和当时在三元坊第二工业

专科学校读书的苏州学联领导人、共青团员

周学熙、秦邦宪等人，向他们介绍“五卅”惨

案情况和党的指示，决定立即在苏州发动声

援斗争。次日，学联召开全市13所学校有

800余名学生参加的大会。到会学生对帝国

幽震霾纛嚣鑫锺

五卅路纪台碑(1985年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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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杀害中国人民的暴行无不义愤填膺，掀起了罢课示威的高潮。在叶天底等人的组织联

络下，成立由工人俱乐部、学生联合会、教育会和总商会等团体联合组成的苏州各界联合会，

在全市掀起“三罢”(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热潮。

为支援上海工人的斗争，苏州各界群众积极献款捐助，全市丝织工人决定每天只吃酱

菜，节约半个月菜金捐献。乐益女中师生在叶天底带动下，率先上街募捐，6月4日还派出4

名学生和2名教师去无锡劝募，并在火车上散发传单一路宣传。在学联组织下，从6月6日

开始，各校师生纷纷走上街头，共组成1000多个小组，手持竹筒，在酒楼、茶馆、戏院和民居

进行募捐。叶天底和学生一起编排节目，组织义演，还从上海戏剧界请人来帮助导演，著名

京剧演员马连良也带人前来帮助学生化妆，演出三天，场场爆满。当时的《申报》也刊登了

“组织募捐，乐益女中成绩最优”的报道。至捐款活动结束，苏州群众共募集到2万余元。

与此同时，还招募上海失业工人来苏修筑五卅路(参见第二十二卷之二)。

组织武装暴动民国16年中共中央“八七”会议以后，根据江苏省委指示，10月，由党

团组织联合组成苏州党团行动委员会，统一领导苏州的工农运动，由团市委书记陈铿(原名

陈廉贞)任行动委员会书记。决定在郊区农民进行武装暴动的同时，举行城市武装暴动，进

而夺取政权。当时正值苏州城区爆发苏州工运史上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丝织工人53天大

罢工，得到全市工人和各界群众的同情和声援。行动委员会决定将这次罢工斗争发展为全

市总罢工，继而组织工人武装和策动敌军内部哗变，发动全市武装暴动。在制定计划时，决

定由中共胥盘区委负责人、苏州电厂工人张树声在起事当夜切断电厂电源，造成全市断电，

作为信号，各区工人纠察队冲进警察局夺取枪支，然后会同攻占政府机关。由于准备仓促，

消息泄露，被敌人发觉，在准备暴动当天，警察冲进电厂，逮捕张树声等人，驱散在各厂待命

的工人纠察队，又在市区各交通要道戒严设卡，实行宵禁，暴动被迫取消。

民国16年底和17年初，党团行动委员会又组织两次暴动，均未获成功。17年2月3

Et，驻军巡逻队在街头巡查，抓捕了正参加暴动准备工作的原国民党军队士兵徐维民，经刑

讯逼供后追查出活动情况和机关地址。翌日凌晨，驻军派兵突袭仓米巷2号团市委机关，逮

捕团市委书记陈铿等17名领导骨干，搜查出大批文件，使苏州团组织遭到严重破坏。

大革命失败后，革命转入低潮。苏州党团组织在“左”倾路线的指导下，仍然接连进行

暴动。过早地暴露自已，造成革命力量的重大损失。

苏州监狱中的革命斗争“四一二”政变后，一批共产党员和爱国进步人士被捕，苏州

城区大小监狱都关进不少政治犯。在今沧浪区域内有：位于司前街的江苏监狱第三分监，设

在第三分监内的江苏高等法院看守所，位于盘门的陆军监狱和位于吴门桥堍的江苏反省院。

民国18年春，国民党南京特别刑事法庭撤销后，又有1000余名政治犯转移到苏州监狱。政

治犯中大多是共产党员，包括少数县工委书记等干部。他们在狱中建立中共特别支部，领导

狱中斗争。特支联系狱中难友，组织“同难会”，共同进行斗争。民国18年10月17日，发动

了反对监狱虐待囚犯，要求改善生活待遇的罢饭斗争。中共苏州县委在省委指示下，设法从

物质上支援狱中斗争。同年底，又由曹起缙等发动了要求改善医疗条件，增加放风时间和不

准克扣囚粮等为中心内容的绝食斗争；后又由徐家瑾等发动的闹监斗争。每次斗争开始，反

动当局都对政治犯加重迫害，加镣加刑，隔离监禁；但在全体人员英勇不屈的斗争下，每次都

被迫作出一些让步，接受一些改善囚犯生活待遇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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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19年春夏之际，为配合红十四军的暴动，在上级党组织指示下，监狱特支立即行

动，把同难会改组为纠察队，对已争取过来的狱中看守也布置了任务，一俟暴动开始，立即夺

取枪支，控制监狱。但由于红十四军暴动受挫，其设在闾门外旅馆内的指挥部被敌人破获，

故狱中暴动未能实施。

民国20年5月，国民党司法部在苏州设立江苏省反省院，企图用教化、欺骗、蒙蔽、威胁

手段，转变在押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革命立场。反省院内关押的政治犯，主要来自南京、

上海，其中有不少党的高级干部。考虑到环境的特殊，也出于对大家的保护，上级决定不在

反省院内建立党组织，由各人以自已的独特方法和经验进行斗争。反省院经常举行各种政

治讨论会、座谈会，会上，政治犯们或以沉默来抵制，或进行针锋相对的驳斥。国民党CC派

负责人陈立夫曾到反省院演讲，当场受到诘问，难以自圆其说，弄得狼狈不堪。在反省院关

押的政治犯经常受到狱方的折磨，许多人病死在狱中，或被任意延长刑期。直至民国26年

全面抗战开始，国民党政府才被迫解散反省院，释放了100余名政治犯。

抗日战争期间，在日伪大规模清乡中，苏常太游击根据地有不少军民被敌捕俘，关押在

苏州大小监狱。民国30年10月，关押在苏州第三监狱第三分监的部分共产党员，秘密建立

临时支部。临时支部领导狱中党员，团结难友进行争取改善生活待遇的斗争，秘密出手抄本

刊物《劳动战线》。刊物为32开本，第一期上刊有孙学明的《狱中情况分析》、姚希的《反省

院情况》、吴阿根的一篇短文等文章。后因日本宪兵司令部残杀一批难友而停刊。

打入敌人内部。开展隐蔽工作民国31年至33年，中共苏州工委领导苏州、常州、吴江

等地党员，坚持贯彻党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和党员要“职业

化、社会化、合法化”，“勤学、勤业、交朋友”的指示，在日伪统治下，不仅保存积蓄力量，还开

展了一些工作，如打入伪军警的党员王立、王立明、方新吾等，收集日伪的一些情况；打人伪

吴江特工站的刘进才、俞树芳，了解伪吴江军、警、宪、特的组织情况；在一大袜厂工作的金元

孝参加伪工会，当选为针织业工会监事，在任职期间，团结其他工会同事，为改善工人待遇进

行斗争。在江苏教育学院读书的叶正国，在同学中发展党员，成立了党支部，并团结发动同

学开展反军训斗争，赶走了反动教员。

民国33年9月，苏州工委领导成员调整后，工委继续贯彻党的白区工作方针，立足生

根，积蓄力量，在江苏教育学院、苏州绸厂、一大针织厂发展一批党员。工委还先后发动党

员，组织动员进步青年去苏北解放区；还通过关系，收集日军在观音山开山挖洞修造军火库

的情报。

东吴大学的“配米事件”和争取成立学生自治会的斗争民国36年5月，国民党统治

区爆发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苏州的社教学院和苏高工的学生也积极参加，在

学生运动的推动下，东吴大学进步学生迫切要求建立学生自治会。正在此时，东吴大学配给

到100担平价米，校方瞒着学生准备私分。消息传出，学生们连夜张贴标语、漫画，揭露校方

私分配给米的阴谋，东吴大学地下党支部抓住这一时机，通过学生膳委会召开全体寄宿生大

会，推举进步学生代表与校方交涉，开展说理斗争，强烈要求校方按比例将应分配的份额分

给学生。校方怕事态扩大，被迫让步。

“配米事件”取得胜利后，东吴地下党组织及时将争取学生福利的斗争转变为争取民主

权利的斗争。进步同学贴出小字报，要求成立学生自治会。接着召开全校学生大会，正式向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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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方提出要求，并产生筹备委员会，进步同学还以“文学研究会”的名义，提出学

员候选人名单。对立一方“暴风体育会”也提出候选人，双方展开竞选，最后由同学直接投

票选举，结果进步同学一方的学生当选为自治会主席，地下党员和进步同学也当选为干事。

时和烟厂女工的罢工斗争位于道前街金狮河沿的时和烟厂，工人大多为女工。工人

劳动时间长，工资低，资方经常欠薪，有时还以霉变的香烟抵作工资。中共苏州县委委员孔

令宗通过地下党员吴志良，启发锡包车间女工周素珍团结工友，开展罢工斗争。民国36年

10月5日，周素珍抓住资方又拖欠工资的机会，发动锡包车间女工罢工，工人们提出“我们

要吃饭，我们要活命”的口号，向资方提出按时发放工资及增加包烟工价等两项要求。资方

软硬兼施，逼迫工人复工。工友们在周素珍等人的领导下，不怕威胁，坚持罢工。当时正值

香烟旺销季节，资方怕遭受损失，只得妥协，答应工人提出的要求，罢工取得胜利。

针织业工人要求合理结算工资的斗争民国36年10月，针织业旺季到来，苏州城内停

工的针织厂大部分复工。在工资结算上，资方以糙米价格结算，工人们要求以上白米的价格

结算。11月4日，地下党员、一大袜厂工人李坚英等组织针织业工人三四百人到县总工会

请求救济，总工会常务理事陶国梁便带领工人代表到县政府请愿。但县府社会科竟同意资

方的意见。工人大怒，全行业实行总怠工，并于11月15日在《苏州明报》刊登有318名工人

签名的呼吁书，要求各界予以支持，事态顿时扩大。11月20 FI，江苏省社会处急忙派员来

苏，召集劳资双方协商，结果资方让步，双方达成以上白米价格结算工资的协议。

助学运动 民国36年下半年，国统区物价飞涨，教育危机加深，清贫学生读书难以为

继。为此，中共苏州工委发动了苏州大专院校的助学运动。是年11月下旬，工委委员刘淑

文以苏州女青年会名义召开各界招待会，呼吁各界帮助清贫学生。接着，社会教育学院、东

吴大学、苏州工专、苏州美专等大专院校学生代表在北局开会，成立“苏州专科以上学校助

学金联合会”，东吴大学地下党员路尔铭、工专进步学生毛苌和美专屠岫云被选为主席团成

员。12月下旬，中共上海局外县工委所属苏州县委也发动苏州中等学校的助学运动(37年

1月起由外县工委所属中共苏州工委领导)，苏州中学、苏女师与光华中学、慧灵女中等10

余所中等学校学生代表开会，成立“苏州中等学校助学金联合会”。两家助学金联合会相继

发表宣言，并各自组织小分队，分赴茶馆、酒楼、车站、码头进行劝募。36年底和37年元旦，

大中助学联曾两度联合上街劝募。37年2月，助学运动结束，大专助学联募得法币4亿元，

中等学校劝募所得折合大米6万斤。此次助学运动不仅解决部分清贫学生的困难，而且揭

露了国民党统治的黑暗腐败，在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有的被发展入党。

苏州工专的反开除斗争助学运动后，苏州工专学生中的积极分子被发展入党，而校方

却准备在寒假中开除杨敬栋(地下党员)等5名学生领袖。消息传出，同学们群情激昂，大

家团结一致，开大会，发表演讲，揭露校方阴谋，并与校方进行说理斗争，后发展到罢课、罢

考。校方以提前放寒假和延迟考试的办法对付学生，并在寒假中以城防指挥部名义宣布开

除杨敬栋等19名学生。接到被开除通知的同学在常州集中后来到学校，与校方展开说理斗

争，要求校方收回开除处分的决定。校方被迫让步，除杨敬栋、刘显仁外，其余同学均重新到

校学习。

苏女师教师的索薪斗争民国37年上半年，苏女师教师因校方经常拖欠工资，且江苏

省教育厅还要每月扣发教师工资的30％一40％，生活十分困难，乃在地下党员陈凤肖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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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开展索薪斗争。陈组织进步教师秘密学习，座谈形势，出版《生活》壁报，呼吁大家起来开

展索薪斗争。教职员工前后数次推派代表去镇江向江苏省教育厅交涉，要求发还全部欠薪，

然每次都无果而返。当时学校的学生伙食也很差，每月伙食费只能买几付大饼油条。地下

党决定将教师的索薪和学生增加伙食费的斗争结合起来。

37年11月，江苏省教育厅长洪钧培来苏视察，住西美巷裕社。在陈凤肖等的领导下。

师生推派代表去裕社请愿，要求补发教师工资和提高学生伙食费，并以学生膳食委员会的名

义将洪请到学校，听取师生要求。洪一到苏女师，立即被师生们包围在大饭厅内，要他当场

表态。师生们高呼口号，开展说理斗争，洪钧培终于被迫签字，答应师生的要求。

针织业工人的总罢工民国37年秋，正值针织业淡季，不少资方借故关厂或裁减工人，

开工的工厂工人工资底薪也低得可怜。中共苏州工委通过总工会中的地下党员，发动各业

工人提出增加工资底薪的要求。是年9月lO日，吴县县政府召开劳资评断会，仲裁有关工

资底薪的纠纷。会议决定：各业底薪确系过低者，可由劳资双方协商解决。针织业工人要求

增加工资底薪至每打袜子0．92元，资方拒受。工人乃在地下党员、一大袜厂工人李坚英领

导下，于22日实行全行业总罢工，一直坚持到10月10日。资方怕时久受损，被迫接受工人

要求，答应除原工资外再加两成津贴。11月1日，国民党政府宣布放弃限价，致物价飞涨。

针织业工人要求将10月下半月工资的实得数加两倍发放。后经劳资双方协商，资方答应

11月份工资按生活指数计算，或照其他工会办法办理，但事后资方毁约，借故拖延推宕。在

地下党领导下，针织业工人于11月12日举行第二次总罢工，至15日，经县政府调解，资方

被迫再次让步，同意先借给工人每人金圆券10元，待生活指数公布后多退少补。针织业工

会遂宣布全行业复工。

苏州工人自编生活指数的斗争民国37年11月1日，国民党政府因限价失败宣布恢

复自由贸易，物价顿时飞涨。苏州工人工资向按上海生活指数9．6折结算，但上海有平价配

给的生活必需品，苏州则无。如再照原办法结算，苏州工人必将陷入更大的困境。地下党

员、伯乐中学教师许甫如与地下党员、吴县总工会主任秘书惠志方商议，准备抢在上海公布

生活指数前，苏州自编生活指数，以改善工人生活待遇。许向工委书记张云曾汇报后，张指

示要通过总工会开展斗争。许向惠传达了工委指示，共同研究斗争的步骤和策略。

11月上旬，惠志方与总工会中的地下党员汪荣生、陆志纯密商，先由丝织业工会等联名

提出自编生活指数的要求，继而由总工会召开各业工会代表大会，决议由总工会推定专人自

编生活指数。接着，常务理事会推定由常务理事吴鉴生测算编制苏州生活指数，并要求各业

工会分头发动工人做好罢工准备。结果吴鉴生编制的生活指数为限价时的16．5倍。11月

14日，总工会理监事会议通过了这一指数，并于15日抢先上海一天在《苏州明报》上公布。

第二天，上海公布的生活指数仅为8．1倍。

自编生活指数公布后，工人要按自编指数结算工资，资方则坚持仍按上海指数结算。劳

资矛盾顿时激化。17日，县长王介佛在道前街县政府主持劳资评断会。劳资双方代表激烈

争论，王介佛责骂工人代表无理取闹，坚持只能按上海指数结算工资，会议陷入僵局。在地

下党发动下，丝织等各业工会组织l万余工人实行怠工或罢工，形成全城总罢工态势。与此

同时，各业工会代表300多人聚集在县政府木兰堂前，声援总工会代表。由于工人的坚决斗

争，县政府和资方被迫让步，双方达成协议，本月上半月工人工资8．1倍指数结算，另增加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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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如今后上海追加，苏州也按例追加。经过丝织业工人的斗争，丝织业资方同意按14倍生

活指数结算工资，并再追加三成，机械业等资方按苏州自编的16．5倍指数结算工资，其他不

少行业也增加了工资底薪或实物补贴。

面粉业工人的罢工斗争民国37年冬，国民党政府限价政策失败，金圆券贬值，物价飞

涨，面粉业工人生活困难。当时苏州有大小面粉厂6家，工人800多人，其中以胥门外枣市

桥畔的苏州面粉厂为最大。中共苏州工委决定以面粉厂为突破口，发动面粉业工人开展反

饥饿、争生存的斗争。面粉业地下支部先在工人积极分子中酝酿，后在全厂发动怠工、罢工，

并派代表30余人在地下党员余仲贤等带领下，前往观前街承德里苏州面粉厂办事处请愿。

代表们围住厂长办公室，与厂长进行面对面的说理斗争，迫使厂方答应工人提出的要求，答

应以当天生产的面粉实物结算工人工资，并每人每月增发面粉一包(44市斤)，罢工取得胜

利。

苏州面粉厂斗争的胜利，鼓舞了其他5家面粉厂工人。地下党组织通过面粉业工会发

动其他各厂工人怠工、罢工，并与无锡、常州等城市面粉业工人互通声气，相互支援。各厂资

方慑于工人罢工的压力，均被迫答应工人提出的增加补贴生活费的要求。

声援南京“四一”血案民国38年4月1日，南京学生6000多人举行示威游行，要求国

民党当局接受中共八条和平条件，遭到国民党警察的镇压，酿成“四一”血案。消息传到苏

州，河南大学(37年夏迁苏，校行政机构设在怡园，文学院设在沧浪亭，外文系在富郎中巷，

医学院设在公园路和体育场南口公房，学生自治会设在憩桥巷，部分师生散居在居民家

中)、社教学院、东吴大学、苏州工专、苏女师、苏州中学等18所大中学校学生代表，在苏州

地下党的组织发动下，于4月4日在河大校本部怡园召开“南京四一血案苏州学生后援会”

成立大会，会议通过发表《告全国同胞及社会人士书》，各校分散进行声援活动，在社教学院

和苏州工专分别召开追悼会，各校开展节食募捐和派代表赴南京慰问受伤同学等决议。

根据后援会的决议，各校普遍向南京发出慰问信，召开各种形式的声讨会和开展募捐活

动。4月10日上午，继社教学院召开追悼会后，苏州工专也召开了追悼会。出席追悼会的

有工专学生和各校代表300余人。在代表发言过程中，工专学生吕长发咬破手指，当场血书

“死者，让我们的血合流吧!”的条幅献给追悼会。东吴大学早在4月4日就由地下党支部

发动，由学生膳委会出面，在大操场召开有300多人参加的声援大会。苏州中学地下党支部

则发动“田间图书馆”成员，并联合苏女师的部分同学，以到常熟虞山春游为名，在借宿的学

校里召开声援南京学生的座谈会。“四一”血案声援活动后，各校普遍投入护校斗争。

护厂斗争民国38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饮马长江，江南解放在即，迎接解放成

为苏州地下党的中心任务。中共苏州工委通过吴县总工会组织“生产维护队”，各工厂则在

地下党领导下，由工厂工会出面，相继成立“护厂队”、“纠察队”、“护厂团”等组织，开展护

厂迎解放的斗争。

位于胥门大运河畔的苏州发电厂，是护厂斗争的重要阵地。中共苏州工委一方面派总

工会中的地下党员惠志方、汪荣生前往电厂部署护厂，一方面又通过总工会在鸿生火柴厂配

备工商自卫队，协助保卫电厂。在地下党领导下，电厂工会组织了护厂队，组织职工坚持生

产，值班巡逻，严防敌人破坏，多次挫败国民党军警企图进厂破坏发电设备的阴谋。临近解

放时，电厂燃煤将尽，护厂队员们一面铲掘地脚煤，一面设法外出运煤，从而确保机器的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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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转和苏州解放后的正常供电。

在枣市桥畔的苏州面粉厂，中共苏州工委下属职工区委委员，面粉厂生产科长陆逢治，

团结职工，组织以地下党员和积极分子为骨干的护厂队，日夜巡逻值班。护厂队员们及时坚

壁粮食，将库存的5000包面粉和356包小麦隐藏在地下室，提出了“决不让敌人带走一包面

粉”的口号，并在厂门VI构筑防御工事，以防敌人进厂破坏。4月25日和26日，护厂队员们

接连两次挫败国民党军队企图占领工厂和抢夺面粉的阴谋，取得了护厂斗争的胜利。

中蚕公司第一丝厂、鸿生火柴厂等工厂的地下党，也都通过工会团结工人，开展护厂斗

争。

护校斗争苏州解放前夕，苏州大中学校的护校迎解放的斗争，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全面

展开。

民国37年底，江苏省教育厅下令苏女师迁到松江，遭到师生一致反对，学校地下党在同

学中召开座谈会，请老师作形势报告，宣传革命形势，驳斥教育厅的迁校谬论，同时写信给校

长俞钰，要她认清形势，阻止迁校。俞最后顶住了教育厅的压力，苏女师的反迁校斗争取得

了胜利。

民国38年初，根据中共苏州工委的指示，苏女师成立由地下党员、进步师生和校长俞钰

组成的应变委员会。学校通过应变委员会开展储粮应变活动，组织师生向国民党吴县当局

索还欠粮。交涉无果，应变委员会便发动师生用洗脸盆、麻袋等物，从胥门粮库将大米搬运

回学校，以保证师生食米的供应。学校还成立护校纠察队，值班巡逻，队员还登上水塔嘹望

敌人动向，对学校的财产、档案、图书等，也加强了保护。

4月21日，解放军胜利渡江，东吴大学校方慌了手脚，有的主张迁校逃跑，有的主张就

地解散。学校地下党支部及时挫败了校方企图迁校和逃跑的阴谋。学校应变委员会组织纠

察队，将全校学生集中到维格堂大楼内居住，大楼周围由纠察队员站岗放哨，科学馆、图书

馆、办公楼等也配有纠察队员巡逻。学校还与景海女中、振华女中等校建立校际联防，以互

相支持，壮大声势。

与此同时，河南大学、苏州工专、苏州中学等大中学校，在地下党领导下，也都取得了护

校斗争的胜利。

第三节宣传发动群众

投入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后，苏城广大群众爱国热情空前高涨。沧浪区是苏州的文

化区，区域内学校、医院、图书馆等文化机构较多，爱国文化人士和青年学生较为集中。他们

领时代风云2．Ye，积极投入新文化运动，探索救国救民之真理。以三元坊的省立第一师范学

校为代表的进步学生，纷纷组建各种社团，出版发行各类报刊，举行各类演讲报告会和文艺

演出活动，参与筹备平民夜校，以唤起民众觉悟，投入反帝反封建斗争。一师学生组织的

“人社”，是当时各类社团中颇为活跃的组织，经常聚众漫谈时政，探讨人生，交流报国之抱

负。他们经友人介绍，结识陈独秀、邵力子、苏爱南等当时思想界颇有名望的人士，在社团内

办起书报贩卖部，向同学们销售陈独秀等提供的《新青年》、《共产党宣言》、《两个工人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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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等革命书刊和苏爱南的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在青年学生中颇有影响。

传播革命真理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后，许多著名的革命活动家如肖楚女、恽代英、

侯绍裘、刘重民等经常到苏州进行革命宣传．在大公园、可园图书馆以及各学校礼堂作演讲，

宣传反帝反封建，传播马克思主义．很受知识青年的欢迎。民国13年(1924)7月，共产党员

叶天底应聘到苏州乐益女中任教。叶以国民党员的身份在学生中开展革命活动，先后推动

成立了苏州国民会议促进会筹备会和非基督教大同盟苏州支部．在苏州掀起声势浩大的支

持孙中山提出的“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召开国民会议”的群众运动。

民国14年9月，中共苏州独立支部(街称独支)成立后，对乐益女中的办学方针进行改

革，引导学生为解放妇女、改造社会而努力，并在学生中培养一批积极分子，后来都相继走上

革命道路。独支还加强工人、知识分子的工作，支部成员深入到产业工人中间，宣传引导工

人群众在罢工中从单纯经济斗争发展到经济利益和政治目的相结舍，并组织工人积极分子

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至14年底，独支已在工人、学生中发展党团员共24人。

迎接北伐军到苏民国16年3月19日，国民革命军21师攻占吴江。20日，苏州各界

欢迎|匕伐军莅苏太畚(1927年体育场

群众代表在苏州独支的领导下，在公园图书

馆召开会议．组成欢迎北伐军来苏筹备委员

会。21日下午，各界群众几千人在体育场举

行“欢迎北伐军莅苏大会”，会上，中共独支

书记顾容川和总工会负责人舒正基、葛炳元

等发表演讲，会后群众上街游行。游行队伍

一路高喊“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口

号．出胥门，经盘门至觅渡桥，迎候北伐军。

当晚，北伐军在群众夹道欢迎下从洋关进入

苏州。翌日，总工会在草桥中学(今市一中)

召开成立大会．各业工人代表200余人参加

会议，推选地下总工会负责人舒正基、葛炳元为总工会正副委员长。“四一二”政变后，总工

会于4月13日被苏州警备司令部查封。

开展青年工作民国加年，王潜任共青团苏州市委书记后，在苏州中学、苏州女子师范

学校等校的进步学生中开展工作。“九--A”事变后，发起成立以进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进

步团体科学研究会，并编印出版以宣传抗日为主要内容的油印小报《社会科学研究》。21

年，中共苏州中心县委被破坏，王潜被捕。团组织虽遭破坏，但苏中和苏女师学生蒋在文等

骨干．又发起组织进步文化学术团体紫堇社，出版进步刊物《紫堇》，后又改名为《百台》，胡

绳、吴全衡、吴常铭等都先后参加过该组织的活动。

开办图书馆民国34年8月，在中共苏昆段特派员徐懋德的领导下，由县中学生、党员

唐崇侃，进步教师吴石牧，进步学生夏锡生等发起创办文心图书馆，于10月6日正式成立对

外开放。文心图书馆通过出借进步文艺书籍和社会科学著作，在《苏州明报》上开辟文艺副

刊。刊载抨击时弊的文学作品．经常举行座谈会、联欢会等活动，传播革命思想，团结了一大

批进步青年。

民国34年10月中旬。在中共上海工人运动委员会所属苏州工委的领导下．由党员叶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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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开办大业书屋。是年冬又由党员金元孝、进步青年陈冠群等开办夜校，吸收职业青年入

学，并在此基础上，于35年4月在养育巷思杜堂创办职青图书馆，团结教会职业青年。

民国37年下半年，中共苏州中学地下支部书记陈瑞林和党员佘孟孝、成国冠等团结进

步同学，在校中筹建以革命诗人田间的名字命名的图书馆，馆址初设在带城桥弄大树头，不

久即迁到草桥苏州中学初中部。书籍主要向读者筹集，最多时达2000余册。读者主要是苏

州中学学生，也有苏女师、振华女中和苏州工专等校的学生，约300人左右。图书馆除出借

图书、组织报刊阅览外，还开展书评、球赛、郊游等活动。地下党通过这些活动，发现和培养

积极分子，有些人被吸收入党、入团。38年4月，图书馆被学校反动势力捣毁。

发展外围组织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货币贬值，物价飞涨，民不聊

生。苏城人民群众在地下党的领导下，进行针锋相对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群众运动。

为启发群众觉悟，地下党组织进步青年学生成立各种社团组织，向他们传播革命思想，介绍

阅读进步书籍。民国35年上半年，东吴大学一批爱好文学的学生，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参

加者30余人。研究会除办壁报外，还在《苏州明报》上编辑文学双周刊《葑菲》，一直办到37

年春，共出版40多期。研究会通过出借进步作品，传播革命思想。民国35年秋，东吴大学

地下党员顾孟琴、顾戢和进步学生十余人联合创办油印小报《东吴新闻》，以宣传群众、组织

群众，开展爱国民主运动。37年暑假，东吴大学校方根据国民党城防指挥部提供的黑名单，

开除了《东吴新闻》社主要成员在内的17名学生积极分子，该小报被迫停刊。此外，为团结

中间同学，东吴大学地下党于36年2月组建东吴歌咏队，后逐步扩大，更名为“姐妹兄弟团

(S、B、CLUB)”，进步学生沈惟友被推为会长。会员主要是爱好文娱的进步和中间的同学，

还有基督教徒和个别三青团员。同年秋天，随着人员的增加，S、B、CIUB下设歌咏、舞蹈、戏

剧、文学、交谊等组开展演唱革命歌曲，跳秧歌舞，演揭露国民党黑暗统治的活报剧，介绍进

步文学作品和办壁报等活动，成为地下党团结联系中间同学的纽带。37年5月，S、B、CIUB

还与东吴新闻社等联合举办纪念五四运动文娱晚会，参加者达600余人。12月25 El，又举

办圣诞晚会，邀请社教学院学生参加，会上公开抨击国民党迫害学生的罪行。为此，会长沈

惟友遭吴县城防指挥部迫害(后在地下党协助下去解放区)。

在职业界，各种社团组织也在地下党领导下陆续成立。民国34年底，中共苏州工委委

员孔令宗布置地下党员金元孝约同进步青年徐祖怡等人，到北局基督教青年会夜校读书，团

结了一批店员青年。35年8月1日，成立苏州职业青年进修会’，会员主要是道前街、养育巷

和观前街、景德路一带的店员青年，约100余人。职青进修会除创办图书馆外，还创办俱乐

部、补习夜校，举办职青讲座、联欢会和编辑职青刊物。通过这些活动，团结一大批职业青

年，有的还发展入党。至苏州解放前夕，该会易名为苏州职业青年进修协会，开展护店迎解

放的斗争。

民国37年10一11月，中共茅山工委系统东吴大学地下支部接上级指示，要在同学中发

展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员，建立团的组织。支部研究决定，成立党的秘密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

研究社(对外称新民社)，吸收进步同学参加，初时入社者6人。在地下党领导下，新民社成

员认真学习毛泽东著作等革命理论，秘密印发革命传单，出版《白茶壁报》，开办民众夜校，

免费给工人贫民子女上学，以及参加一些党领导的革命斗争。

建立地下学联、地下团组织苏州解放前夕，地下党组织还先后组建地下学联和地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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