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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辑 说 明

一、本志记述时间，上限起至五四运动时期(1 919年)，但

有些史实则“因事溯源”；下限迄于1988年，为保证史实的系

统性和完整性，有些事例延至1 991年。

二、本志记述域限，依长沙市行政区域的扩展而扩展，包

括城区和枉村两大部分，至1 988年，农村包括郊区、长沙县、

浏阳县、望城县、宁乡县． ．

三、本志所用的数据．均以团市委年报表和市统计局公布

的为准。

四、重要事件的记述，第一次出现用全称，其后只用年号

和简称，如“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光绪30年简写为

l 905年。

五、实事求是是本志编纂的总原则，既肯定各个历史时期

的主要成绩，也不讳言当时的重大失误，以发挥志书应有的资

i台、教化、存史的作用。

六、本志编暴的详略原则是：略于解放前，详于新中国，

特别是改革开放的10年(1978——1988)的青运史实。

七、本志章节标题、名称运用、时间表述、数字书写、计

量名称、引文注释、图表处理等，均遵长沙市地方志办公室

《长沙市志行文通则》(f,i-iT本)的规定处理。



序 言

刘 晴 波

《长沙青年团体志》是《长沙市志·群众团体志》中的一

章．现在，买青团长沙市委员会决定出版单行本，遵嘱在印行之

际写几句话，这也是一个过去的青年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关于长沙的青年团’体，过去有些片断和分散的材料．现

在，共青团长沙市委员会专修《长沙青年团体志》，这在长沙

昔年运动历史上还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创举，肯定将有益于青

年。有益于社会和后世。

经过四年多的努力，共青团长沙市委员会青运调研工作取

得了丰硕的成果．本志书记载了1919年至1988年间长沙各青年

团体的组织概况及其活动与斗争，时间．跨度为70年．其间经过

了新民主主义车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几个历史阶

段，显示了长沙青年团体在各个历史阶段中应有的地位和作

用，展现了长沙广大青年在各条战线上的革命英姿和时代风

貌．可以说，这拳志书是长沙青年运动史的一个缩写，相信读

者会从中得到应有的启示和教益．

在漫漫的革命旅途中，广大长沙青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无论是在白色恐怖还是在和平时代，他们在工厂、学校、农村和

其他战线上，进行了艰苦的斗争和辛勤的工作。无论是在五四

运动、北伐战争、抗日救亡和解放战争中，还是在解放后的抗

美援朝、民主改革及社会主义建设的洪流里，长沙青年都是一

支活跃的骨干力量。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在共青‘

困等组织的周围，发挥了先锋和桥渠作用。本志将几个历史时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期的青年团体介绍给读者，从1920年长沙社会主义青年团20余

名团员开始，到1 988年长沙共青团拥有团员近2577人，如果把

历届团员合算在一起，那就是一个十分庞大的数字。这些团员

联系、团结着更为广大的青年群众，而共青团组织形成了党领

导下的青年核心。

在这段历史进程中，许多青年工作者、团员和青年们，，艮

苦奋斗，热情王作，不畏强暴，勇往直前，不怕流血牺牲，在

长沙青年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我们在阅读这本志书的

时候；将了解到长沙青年团体组织的历史概貌，看到他们的工

作和斗争纪录，并Ⅱ，联系到不同的时代背景，我们将感到，这些

青年团体和青年活动具有一种共性，这种共性就是国家民族酊

兴衰存亡的责任感，使广大青年团结在青年团体的周围，向着

共同信仰的社会主义、共产主叉事业前进。仅这种共同点出发，

我们将更能理解到：革命的青年团体经过1927年“马日事变”

后的血腥屠杀、解放战争中的残酷镇压，不但没有被消灭、反

而前赴后继，不断发展壮大。这其中凝聚着青年先驱者们的心

血，反映了青年们的社会实践同时代步伐结合在二起的规律．

当我们从这本志书中回顾历史的时候，继往开来，我们将感到

今天的历史责任更]-p重大．面对着宏伟的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当代青年无疑将作出更为{-t,大的贡献．

这本《长沙青年团体志》，’虽然有的地方未尽完善，但瑕

：T-jIt瑜，这一长沙青年运动史上的创举，必将鼓舞着青年们奋

勇前进。《长沙青年团体志》也必将发出应有的光彩。

t 9 9 1年1月5日

(作者原系共青圃长沙市第一届委员会副书记、书记，湖南省社科院副院：长?

两省政协常委?现隹《三湘荚烈待丛书)>主镇等职。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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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长沙，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在这块洒满烈士鲜血、

弥扬着悠久革命传统的土地上，无数热血青年，团结在中国共

产党的周围，在共青团组织和其他进步青年团体的带领下，近

70年来，前赴后继，英勇斗争，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

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谱写了一曲壮丽

的青春之歌。

五四运动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长沙地区的

青年学生在以毛泽东、’蔡和森等人为首创立的新民学会的领导

下，高举“反帝反封”的旗帜，开展罢课、街头演讲、游行示威活

动；组织“救国十人团”，开展爱国储金和抵制日货等运动，坚

决同全国进步青年学生站在一起，积极投入五四爱国运动。

1 920年1月1 3日，长沙社会主义青年团地方执行委员会成

立，毛泽东担任书记。长沙地方团建立以后，广泛“团结真同

志”，积极发展团员，组织青年，开展反帝反封的斗争。

1923年2月，“二七”惨案发生后，全国的工人运动被迫转

入低潮，但长沙的学生运动仍在积极进行之中。3yJ 29日，团长沙

执委与省工团联合会、省学生联合会联合组织了以工人和学生

为主体的各界群众6万余人参加的示威游行，要求赵恒惕政府收

回租借给日本的大金码头，并向日本驻长领事馆提出《警告书》。

1 925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长沙团组织配合“青沪

惨案湖南雪耻会”，组织发动青年工人、学生、市民进行罢工、

；



罢课和罢市，抵制洋货，举行了lo万人参加的示威游行，并火

烧大金码头。11月初，以长郡中学和兑泽中学发起要求改组学

校自治会，开展“国民革命”活动为导火线，爆发了“长沙大

学潮”，迫使赵恒惕政府撤换了迫害进步学生的长郡、兑泽两

校校长张有晋、姚建猷的职务。

1 926年5月，北伐军北上，长沙各界青年工人、农民、学

生组成慰劳队、救护队、讲演队、募捐队、侦探队、交通队、

运输队、冲锋队等开展各项活动，积极支援北伐战争。

1927年5月21日， “马日事变”发生，许多青年党员、团

员被杀。7月15日，汪精卫公开背叛革命。第一次大革命失败，

长沙团组织也陷入瘫痪状态。
’

’

1 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长沙各中等以上学校均成

立了抗日救国会；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全市学生举行

了大规模的罢课游行，并发出通电声援；1936年成立了抗FI救

亡组织‘：长沙民族解放先锋队”；1 937年“七七”事变发生

后，湖南相继成立了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各抗日群众组织、团

体，成立最早的是湖南学生抗敌后援会。这些团体发动广大青

年群众，掀起抗日救亡高潮。直到1938年10月武汉失守，1 1月

“长沙大火”前，一直坚持斗争，开展活动。

解放战争时期，长沙青年在党的领导下，揭露国民党假和

平、真内战的面孔，开展“反饥饿、反内战”的斗争，举行了

“五二二”和“六二”长沙青年学生示威大游行和“四七”声

援南京“四一”惨案总罢课示威大会。

1 949年4月，党又在长沙青年中建立了秘密外围组织新民

主主义建设协会、新民主主义研究会雨l工人解放先锋队等，领

导长沙青年护校保厂、应变联防，为长沙的和平解放16j(出了应



有的贡献。

1949年8月5日，长沙和平解放。9月10日，新民主主义青

年团长沙市工作委员会(简称新青团市工委)成立。1950年12

月1～5日，新青团长沙市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正式成立新青

团长沙市委(简称团市委)。1957年5月，根据新青团中央“三'

大”会议精神，更名为共青团长沙市委仍(简称团市委)。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团市委受到冲击。1968年lo月，团市委

机关全体干部到长沙市第7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机关陷

入瘫痪状态。1970年全国开始整团建团工作，经过筹备，在长

沙市革命委员会政治部的领导二FL一1973芏堡月兰曼笠鞠日一一丑≠L一
了长沙市第十次团代会，团市委工作走上正常化．

建国后，长沙还建立了青年联合会(前称民主青年联合

会)，发展了学生联合会和少年先锋队(前称少年儿童队)组

织。至1 988年底，长沙市共召开了1 3次团员代表大会、7次青

联代表大会、7次学生代表大会和1次少年先锋队代表大会。

40年来，全市团员、青少年在党的领导下，在团组织带领下，

开展了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中心的思想政治教育和革命传

统教育、阶级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及法制

教育等，召开了80余次“五四”、 。一二九”运动纪念大会，

近千万人次的青少年参观了革命历史纪念地，举办了万余次各

种类型的报告会、演讲会、座谈会和文艺晚会，开展了百余万

次的学雷锋、学先进活动；在组织青年参加党的各项中心工作

中，积极支援抗美援朝，组织了500余支宣传队，举办了20余

次形势讲座，发动了1．1万余名青年报名参加军干校。积极参

加“三反”、“五反”的斗争，发动私营企业、手工行业及商店

的90％以上的青年积极投入运动，检举不法商人违法案件。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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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配合党的对资改造]二作，组织私营企业各厂店团员青年建立

了245个青年监督岗和1 72个青年突击队；在组织青年参加各

项建设的活动中，动员青年积极参加垦荒运动，有1．84万名青

年报名、400余名青年赴测阳大围山垦荒。’积极响应党的“上

山下乡”的号召，动员1．52万名青年分赴长沙等11个县和钱

粮湖等19个国营农场支援农业生产。积极参加“青字号”工程

建设，共建设“青年花坛”2l 30个、 “青年桔园”、 “青年

苗圃”和“青年林带”31 44亩在组织青年开展生产竞赛的。

活动中，发动2万名青年职工参加“青年突击手”运动，建立

鲎圭亡壅缉塑!二!∑。憨蔓溃丛i!j∑j苛年监督岗194个。组
织青工参加“百日竞赛”，6．5万名青工共超定额工时500多万

小时，做义务工时280多万小时，实现技术革新702项，共为

国家创造财富4000多万元。组织“青年杯”生产贡献赛，

9．23万名团员青年共超定额工时58．29万小时，出义务工时

361．9万小时，创总价值1 1 64多万元。组织“五小”(小发

明、小革新、小改革、小设计、小建议)智慧杯竞赛，

2．2万名团员青年参加，共创革新成果2709：巧i，总价值

1841万元，其中有四项成果填补国内科技空白，23项获省

级科技成果奖。组织26。7万名城市、农村青年参加“百业夺

标”大竞赛，共创优秀成果180多项。组织20万青工参加“贡

献杯”增产节约赛，共节约和创价值3180万元，人均增产1 5 0

元。组织20万农村青年参加“学科学、用科学标兵奖”竞赛，

创办青年业余文化夜校894所，文化知识补习班1 1 1 7个，办农

技知识广播讲座3747次，农技知识补习班I536个，涌现i 77名

j“青年标兵”。组织18，18万名青年参加“争状元、当能手”

活动，涌现出6名青年状元和85名青年各业能手。组织“做当

4



家人，创致富户。活动，有17．6万名团员青年成为“当家人”，

在农村逐步建立起了一种以青年为核心的新型家庭模式。

1988年，长沙市有青年(14—28周岁)1 32．3万人，团员

24．87万人。发展新团员5．46万人，输送团员入党1589人。

1988年，长沙市共有共青团专职干部676人，其中党员348

人，同级党委成员14人，大学文化程度303人，高中文化程度

358人，初中文化程度15人。26岁以下的599人，占88．61％。

一级机构团委有107个，团委629个，团总支629个，团支部9383

个．团支部中，四县一郊5518个，占59．06％；市区3865个，

占40．94％。

1988年，长沙市青年联合会第七届委员会共有104名委

员，19名常委，19个界别工作组，5个团体会员和协(学)会．

1988年，长沙市少年先锋队组织共有少先队员66．19万

人，少先队大队2505个。少先队辅导员1．8万人，其中，

校外辅导员233人。城区辅导员2335人，占12。9l％；农村辅导

员1．58万人，占8．71％。

40年来，共青团组织先后向党委、行政部门输送年轻干部

3．9)5‘余名，推荐优秀团员入党8．5万余名，为党输送新鲜血液，

充分发挥了党的助手和后备军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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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青年运动

第一节五四运动时期

1915年，陈独秀在北京创办了《新青年》杂志，揭开了新

文化运动的序幕。 “民主”和“科学”的两而旗帜，在知识

界、特别是在青年学生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二由于杨昌济等

人的介绍，《新青年》在长沙传播开来。此时，青年毛泽东正

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他是《新青年》的热心读者。他认

为要寻求革命真理，必须广交志同道合的朋友，以便互相切

磋，共同奋斗。于是，他以“二十八画生”为署名，向长沙各

校发出了《征友启事》。经过两年的努力，毛泽东身边聚集了

20多位热血青年，其中最为知交者有蔡和森、何叔衡、张昆

弟、陈章甫等。他们为了“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实现改造

困家、改造社会的目的，发起组织新民学会。19 18年4月14日，

新民学会在岳麓山下刘家台子(又叫周家台子)的蔡和森家里

宣告成立。参加成立大会的有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罗章

龙、。肖植藩(即肖三)、李维汉、张昆弟、肖子升、邹彝鼎、陈

绍休、叶兆桢、邹蕴真、陈书农、周明谛等14人。陈章甫等8

名会员未到会。大会由毛泽东主持，通过了会章，制定了会员

必须遵守的五条纪律，讨论了积极发展先进青年入会，不断壮

大力量等问题。最后，选举肖子升为总干事，毛泽东、陈书农

为干事。新民学会的成立，使长沙先进青年有了自己的团体，

使长沙青年运动有了领导核心，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传



播，引导和培养了许多青年走上革命道路。

一、五四运动在长沙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在北京爆发。由于湖南督军张敬尧

的封锁，长沙20多所高、中等学校的数千名学生和青年教师直

到5月9日才从《大公报》上得知五四。运动的消息。5月10日，

各校纷纷印发传单，连日在街头散发，声援北京爱国学生，痛

斥卖国贼，’并揭露了张敬尧的无耻勾当。5月15日，由教育会

发起并联合省议会、农会，商会等发出响应北京学生力争山东主

权的通电。 、

5月23日，北京学联代表邓中夏来到长沙，当晚，与一师

的新民学会会员见面，共同商讨了恢复湖南学联，实行罢课，

以响应北京学生运动等问题。25日，邓中夏在楚怡小学向各校

代表报告了五四运动的经过和北京学生活动的情况。毛泽东和

陈书农、蒋竹如(一师)，易礼容、彭璜(商专)、柳敏(工

专)、夏正猷、黎宗烈(法专)、唐耀章(明德)、李振翩

(湘雅)、魏璧、劳启荣(周南)．、朱后郑(楚工)、缪瑞

祥、高标(长师)、何培元(妙高峰)等代表们商议，一致作

出决定：立即重组学联。5月27日，各校代表汇集省教育会，

举行湖南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通过了长沙和全省学生总罢课

的决议。6月3日，以第一师范、长沙师范、湘雅医学校为

首的长沙20多所学校的学生全体罢课，并发表了罢课宣言：

“我湖南学生出于良心之感发，鉴于时势之要求，决议自6月

3日起，全体罢课，力行救国之职责，誓为外交之后盾”。

6月3日以后，长沙工人开始举行大规模的罢工，支援青

年学生的爱国运动。这时，张敬尧决定长沙各校提前放假，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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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学生离校，企图瓦解学生的团结。毛泽东与何叔衡、彭璜等

新民学会和学联的骨干商议，决定利用提前放假的机会，把回

乡学生组织起来，成立讲演团，分赴各县城镇和农村，开展爱

国宣传，同时把长沙学生组织起来，成立救国“十人团”，到

街道、码头、车站进行反日宣传。6月5日，湘雅医学校、省

立一中、明德中学率先组织“救国十人团”和“讲演团”，开

展爱国宣传活动。
’

6月12日，在学联的号召下，各校学生自动离校，按县分

别组织讲演团。长沙县各乡镇学生，在徐特立等人的领导下，

成立学生讲演团联合会，分10个讲演团前往长沙各乡镇迸行宣

传。长沙城内各校学生，纷纷组织?救国十人团”，走上街头，

发起“爱国储金运动”和“抵制日货运动”。6月25日，学联

和教育会、商会等长沙各晃团体联合举行抵制日货游行大会。

参加者有长沙各校师生和商业总会、模范劝工场、印刷同业会

等团体职工数千人。7月7日，以长沙学生和青年工人为主的

近万名各界群众在教育会坪举行了烧毁日货示威大会。7月9

日，学联又联合教育和工商各界成立了湖南各界联合会，有30

多个主要行业的工商界代表到会。联合会的基层组织为“救国

十人团”，许多群众都纷纷参加，如徐特立等领导的教育会所

属长沙中、小学教职员，共成立了200多个“救国十人团”。

10Y]底，长沙各界400多个“救国十人团”统一成立联合会，

柳直荀任副总干事。这样就使长沙青年学生的爱国运动扩展成

为包括各阶层人民的爱国运动。

二、以《湘江评论》为主帜的“周刊世界”

在湖南反日爱国运动走向高潮的时候，新民学会和学联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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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传播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决定由毛泽东主办学联机关刊

物《湘江评论》周刊。1919年7月14日，《湘江评论》周刊创

刊号以反帝反封建的战斗姿态在长沙出版。

在《湘江评论》周干．j出版前后，长沙成了“周刊匿界”。

这些周刊主要以研究新思潮，宣传新思想、新文化为宗旨。有

教育界人士主办的《湖南教育月刊》、湖南学联创办的《救国

周刊》、湘雅医校的《新湖南》、周南女校的《女界钟》、明

德学校的《明德周刊》、第一师范的《一师周刊》、高等工校的

《岳麓周刊》、甲等工校的《工学周刊》、岳云中学的《岳云

周：’1j》、长郡中学的《长郡周刊》、一女师的《女界励迸会旬

刊》，以及楚怡工校的《体育周刊》等。 “周刊世界”是以

一《湘江评论》为主帜。《湘江评论》不但提倡“科学”与．“民

主”，宣传新思想、新文化，而且还热情地歌颂苏联十月革

命，鞭鞑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许多由毛泽东和陈书农、肖

三等新民学会会员所写的文章，对爱国青年和先进知识分子起

了很大的教育作用。

1919年8月10日，张敬尧派出军警，荷枪实弹解散了湖南

学联，查封了《湘江评论》。从7月中旬到8月中旬，《湘江

评论》周刊只出了四期。第五期刚出版，还未来得及发行，就

被扼杀了。

三、驱逐张敬尧

1919年8月，张敬尧解散学联、查封《湘江评论》后，毛

泽东和学联的负责人就秘密开始了驱张运动。他们以新民学会
^

’

会员为基础，联络教育界、新闻界人士，谋划驱张的具体办

法，同时派彭璜等去上海，易礼容去武汉，同全国学联等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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