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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中共徐州历史大事记》(以下简称《大事记》)分为两编。第

一编记事时限，始于1919年5月4日，止于1949年9月30日；第

二编记事时限，始于1949年10月1日，止于1989年12月31日。

二、《大事记》记述范围为徐州市现行行政区划和当时隶属予

徐州党、政、军组织领导管辖的地区。对上级组织的重大活动和对

本地区的重要指示、决议等，以及周边地区发生的大事，酌情记述。

全国范围的大事作为背景材料。

三、《大事记》的内容，以中国共产党在本地区的重要活动和自

身建设为主线，兼记在党的领导下，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

诸方面的重大事件。第一编，主要记述党领导徐州人民为夺取本地

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及其领导下

的政权建设、统一战线、群众工作等方面的重要活动和重要事件。

第二编，主要记述中国共产党执政后领导徐州人民进行社会主义

革命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包括在全市(地区)范围内有重要历史价

值和影响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科技、体育，卫生、外事、

统一战线等各方面的重要活动及其业绩。

四、《大事记》条目，以编年体为主，辅以记事本末体编写，并按

时间顺序排列。事件时间一律以公历纪年。日期明确的，记到日；

日期不明确的，则以旬、月、季、上半年、下半年、本年记之。

五、《大事记》中的机构名称、部队番号等，首次出现时用全称，

重复出现时一般用简称或习惯称谓。人物姓名采用常见名，第一次

出现时夹注曾用名、别名、化名。地名称谓均用当时名称，与今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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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的，加注说明。

六、《大事记》所列条目，以档案材料(历史文件、报刊资料等)

为主要依据。无档案材料记载的，则采用经过核实的两名或两名以

上当事人老同志的回忆材料确定。有意见分歧的问题，在注释中说

明。条目出处依据，因篇幅所限，一概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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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创立和大革命时期

(1919年5月--1927年7月)

1 9 1 9年(5月--12月)

5月4日 北京大学等13所大专院校学生3000余人，为反

对巴黎和会作出的损害中国主权的决定，汇集天安门，示威游行。

学生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等口号，主张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惩办亲日派官僚。北洋军阀政府出动军警，逮捕示威群众32人。消

息传来，在徐州城和徐州府所属8县(丰、沛、萧、砀山、铜山、邳、睢

宁、宿迁)引起强烈反响。

5月lO日 由耶稣教会办的徐州培心书院(校址在今市立二

院住院部)学生发起，函致全城各校筹备组织学生联合会并于即日

召开大会，以培心书院某课堂为会址，各学校学生代表参加，公推

安子明为会正，在会上演说号召抵制日货事。各校积极支持，遂即

筹钱印刷传单数千张，张贴全城，并函致各地学校一致进行。’

5月12日 徐州培心书院致电《申报》馆转全国学界、商界，

电文日：外交失败，祸迫眉睫，提倡国货，藉资抵制，务希誓志到底，

以为外交后盾。

5月14日 在徐州城南泰山庙会上，培心书院学生联合省立

第十中学(校址在今市第一中学)、第七师范(校址在今市公园巷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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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及第二高等小学等校学生数百人，排队赴会演讲，学生手执白

旗，上书：“还我青岛”、吒决用国货”、“同胞速醒”字样，并印刷哀告

同胞传单数千张，随地散布。各学生演讲时噱慨激昂，有声有色，乡

农野老闻之，颇为动容。自上午10时起至下午3时回城，又游行城

内各街一周后返校。

5月19日 宿迁县劝学所、农会、教育会发起筹备的国民大

会在城西体育场召开，军、警、绅、商及各学校到会5000余人。各界

代表发表演说，听众有当场撕破日本制草帽及东洋纱带的，会后整

队游行，并分别组织演说团到各处宣讲。当晚，各机关、各学校代表

开会，议定国货提倡会简章，分总务、调查、纠察、演说4个部，分头

进行。并由国民大会事务所当日致电《申报》，共谋救国。

5月23日．铜山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校址在今市百货大楼)、

徐州培心书院中小两班及省立第十中学，第七师范全体学生数百

人在第一高小校内召开学生联合会，筹议抵制日货方法，议决数

条：定名为铜山学生救国团；编纂白话及文言的哭告同胞传单多

种，分组于课余时贴发；分组游行街市，随时随地演说劝导；并以第

一高小为学生团办事处，征集各界函件。事后，各校学生纷纷上街

游行，发表演说，张贴传单。 t

S月23日 邳县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校组织的励志爱国会成

立，其宗旨是提倡国货，抵制日货，发扬民气，恢复国权。又组织讲

演团于星期日往各处讲演，以引导社会一致行动，并拟联合各界组

织救国十人团。

5月23日 宿迁县商学界发起的全县国民大会召开，计到者

万余人。会上议决通电沪会，提出力争青岛，不签字。关于抵制13

货方法，除原有者不计外，此后不准再购。当场选举调查员多人，四

出调查日货。

5月24日 徐州各校学生，将以前购买日本制的凉席、洋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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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等物当众焚毁。此举传遍城乡，响应效法者甚多。

5月26臼 沛县各公共机关及县属市、乡董在体育场召开国

民大会，组织推广国货团，到会的绅、商、政、学各界1000余人。各

校学生排队前往，并以竹竿悬日本草席，上书“抵制日货，良心救

国”字样。各界代表陆续演说3个小时，激昂慷慨，众人一心，并当

场焚毁日货多宗，以示决心。推广国货团随之成立，内分设干事、讲

演两股，由干事股分头调查日货种类，揭示通衢，以免乡人误购；讲

演股则分赴市、乡讲演，激发人民爱国热情。

5月27日 沛县商会召开特别业董大会，商议通过抵制日货

办法5条：如，(一)凡各商号现存日货，未便废弃，听其自由售罄为

限。(二)此案议决公布后，自阴历五月初一(公历5月29日)起，凡

属日货一律停进，嗣后各商号运进货物，由本会公推的各业稽查

员，按照进货帐单，切实稽查，确非日货，始可出售。如有阳奉阴违

私图谋利者i一经查出，认为公敌，从严惩罚。(三)凡国货有相当之

代替者，必须贩卖国货，以资提倡。等等。

5月28日 徐州商会召开抵制日货联合会，计到绅、商、学界

数百人，首由正副会长报告开会宗旨，继而共同议决办法两条：

(一)各业所有已购定的日货，限两日内由各业自行报告商会。

(二)阴历五月端阳节(公历6月2日)停止购进日货，倘有再办，一

经调查明确，宣布公众，尽行毁弃。最后，由学生代表演说，讲述亡

国惨状时，闻者多为泣下。

6月3日 徐州学生联合会开会，投票选举正副会长。当经举

定省立第十中学学生郭士品为会长，第七师范学生某为副会长。上

海学生联合会代表某由沪到徐。4日，徐州学生联合会在第七师范

开会欢迎沪学生联合会代表，词极哀恳，闻者均为泪下。

6月7日 徐州学生联合会召开庆祝成立大会。各校学生整

队游行市街，分组演说抵制日货，听者甚众。后各校学生汇集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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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龙山下，合影留念。

6月9日 徐州各学校全体学生罢课，与南北各校一致行动。

6月9日 宿迁县商会、教育会、劝学所、农会及11乡联合致

电北洋军阀政府大总统、国务院、各部总长，电文日：学生救国被

捕，群情愤激，罢市风潮遍及全国。请速顺从民意，恢复学生自由，

惩办卖国祸首，以拒危局。

6月上旬 沛县县立女子高等小学校教员李亚兰鉴于外交失

败，非常愤激，特集合该校学生100余人，分别组成十人团。各十人

团均相约：不购日货，随地演说。目的在唤起国民，力图振作。她还

劝导学生，每日储铜元一枚，作为救国储金。

6月上旬 徐州各大转运公司，如悦来、元成等字号不下10

余家，响应京、沪罢工、罢课号召，各商号工人一致罢工，停运货物。

6月11日 津浦、陇海两路各站，接沪、宁各商号电，已于本

日停运货物南下。

6月12日 徐州商会闻沪、宁各埠因事相继罢市，深表同情，

随即在大彭寺召开联合会讨论，议定各商店从下午起全行业闭门

歇业，并通电各埠，宣布情形。

6月22日 邳县各界于上午10时在县公共体育场召开国民

大会，到会者1万余人。大会提议力争青岛，废除密约，惩办国贼，

提倡国货，抵制日货等问题。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校学生杨增顺于演

说时，声泪俱下，咬断右手无名指血书：“唤醒同胞”4个字，全场流

涕。区立第三国民小学10岁学生李恒年、王化渊，第十国民小学学

生刘秀华、惠思慎、僧立，同化国民小学学生李有山等相继演说。官

湖镇商界朱介甫联合多家，陈述抵制日货手续，誓自此后将各号所

存日货，由大会组织检查会检查加戳封置，永不再运日货。即日检

查会成立。下午2时大会结束。随即以到会11753人名义电京，又

以国民大会名义通电各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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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陇海及汴洛铁路职员李玉书、游飞、张鸿晏等人，鉴于

外交失败，青岛被割让，除每日按车散发传单，抵制日货，藉以唤醒

国人，现又邀集职员数十人，出资组织国货贩卖团数组，所集国货，

概照批发原价多加一二文，以作售货孩童工资，团员不抽分文。已

招孩童10人，每日满载国货而出，沿途贩卖，售完而归，大受各界

欢迎。

6月至7月上旬徐州各界自抵制El货以来，从未稍懈。如日

需品火柴、纸烟、化妆品等物，均购用国货。如洋油、洋烛等，均改用

美货。 ，

7月8日 徐州各界人士，是晚从官场得到消息，我国和约专

使，以保鲁省青岛未办到，已拒绝签字。人们非常失望和愤怒。徐

州商界、学界即刻拟筹议积极挽救办法，决心与各埠一致进行，以

作政府外交上的后盾。 、

7月中旬徐州学界各学校学生连日于通衢遍贴亡国警告、

图说，绘声绘影，观者深感触目惊心，且有驻足泪下者。

7月中旬至8月 铜山县籍学生赵任子于暑假期间联合徐属

在江苏省内各学校求学的学生三四十人，组织邮传阅书会，以专订

国内新出各种杂志，藉研究新思潮，增进新学理为宗旨，分为徐、

宁、常、锡4区，轮阅各书。

7月28日 宿迁县学生联合会发表敬告商界不卖日货书，竭

诚敬劝商界做到二事：(一)用强制力，切实自治，不卖日货。(二)本

着良心主张，定期不卖日货。 、

8月8日 上午10时，江苏全省学生联合会在南京召开第一

次筹备会，苏州、扬州、徐州、通州、松江、南京、海属等9地学生代

表出席会议，议决5项，主要内容有：特别区域应暂派代表加入本

会；筹备会设在南京，成立会设在苏州；15日下午2时开成立大会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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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1日 江苏全省学生联合会在南京召开第二次筹备会，

苏州代表杨勿渝、徐州代表彭文田、海属代表唐世芫、南京代表黄

曝寰等12人出席会议，议决4项，主要内容有：决定全体以江苏全

省学生联合会筹备处名义见督军、省长，要求督军、省长联合致电

政府，请取消济南戒严令，并以公正的办法，处置马良摧残各界事；

要求督军、省长将私运米粮接济某国人之灌云县陶知事撤任惩办

等。

8月12日 上午11时，江苏省学生联合会筹备会10地学生

代表计14人，其中苏州杨勿渝、南京黄曝寰、李庆鏖、徐州彭文田、

田松江、蔡玉良、海属唐世芫等，同谒李纯督军，公推南京代表黄曝

寰、海属代表唐世芫发言，向李督军请求二事：(一)灌云知事陶士

英私运米粮出口，供给日人，现已证据确凿，不独违背省令，并且违

背钧令，请撤该知事任。(--)山东济南镇守使马良虐待人民，摧残

学生，曾枪杀商界3人，并将医校学生严责50小板，请求督军致电

， 政府及张督军，严惩马良，并取消戒严令。李督军对上述二事均予

以明确答复。

8月17日 江苏省学生联合会评议部在苏州草桥第四高等

小学校召开会议，评议长黄曝寰担任会议主席。会上，通州代表潘

润夫、徐州代表彭文田提议：本省各县学生联合会中学以上会员，

应组织义勇队，高小会员，应组织童子军，以谋统一，为国家后盾。

此提议获得通过。

9月8日 徐州学生联合会致电上海全国学生联合会转南京

学生联合会、驻沪代表，电文日：顷接来电，以北京政府不讲人道，

拘捕各界代表，催敝会速选代表克日赴沪，以便晋京要求，敝会即

遵照来示选代表，俟宁、沪各代表莅徐时，敝会代表即追随北上，特

此电闻。

9月上旬 徐州第七师范学校多数学生，因校内阅报室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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