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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文化厅厅长 刘健民

在文化部党史资料征集工作委员会领导之下，我厅史志

办公室经过五年多的努力，继征集。编印《湖南革命文化历史

文献汇编》、《长沙文化城》、《第二条战线》等书之后，又编写出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湖南文化史实日志》一书，从而较圆满

地完成了我省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化史料的征编任务。这

是值得祝贺、并为之作序的事。

湖南，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我国革命的策源地、也是

我国最重要的省份之一。它不仅具有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

优良传统，而且涌现出了一大批中国共产党人，在与中国国民

党的反复较量中．经过三十多年不屈不挠、前仆后继的斗争，

成长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一批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湖

南人民经过无数次的失败，终于取得胜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

史上写下了极其辉煌的篇章。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把开展文化工

作，作为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的锐利武器；把关心群众文化生

活，作为团结群众、鼓舞群众的重要活动，从而使革命思想深

入人心。使广大群众自愿积极参与战争，去夺取胜利。实践，从

正反两方面。都证明宣传群众、动员群众、组织广大群众投入

革命，这是胜负的关键所在!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湖南文化史实El志》，既扼要地叙

述了这个时期革命的大体进程，又较详细地记载了那个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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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风雨雨的文化工作与活动。它既可从中总结我党这一时期

成功的经验，也可从中实事求是地找出失误给革命带来的影

响，以史为鉴．俾能使我们更有效地把当前文化工作搞好。

党的十四大确立了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

义理论对各项工作的指导地位．向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发出

了“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的伟大号召。为了实现党中央提出的这

一宏伟目标，为了实现两个根本性的转变，我们文化工作者要

适应新形势、新任务，充分认识并切实把握关心群众文化生

活、搞好文化工作的新的内涵，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挺供

智力支持、思想保证和舆论环境，用优秀的作品去鼓舞人、教

育人，使文化深入群众(特别要深入农村、为农民服务)，从而

激发广大群众积极投身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

践，在以江泽民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去夺取跨世纪的新的伟

大胜利!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湖南文化史实日志》即将出版之

际，谨以此奉献给全省文化工作者。



凡 例

一、本书主要收录1919．5．4～1949．10．10期间有关湖南

文化工作与活动的资料；也适当收录了一些省外与湖南文化

密切相关、或对湖南文化有特殊影响的活动史料。

二、本书是以记载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政部门及

群众团体的文化宣传工作与活动为主；同时也适当记载了中

国国民党及其领导下的部门与团体的有关重大工作与活动。

三、本书收录的具体内容，是以文化(社文、文艺、体育

等)，宣传(新闻、出版、发行等)为主．也旁及宗教、习俗等。凡

与上述有关的工作(指示、报告、通知、计划等)、活动(重大运

动、具体事件等)，均在记载之列。

四、本书采用摘录、概述、记要等方式，实陈史事，一般不

加评论，但特殊情况者例外。

五、本书主要按编年体纪事，一般以年、月，日为序。同年、

月、日的，首条前冠以“本年、月、日”，此后均在条目前冠以

“△”。但少数条目以集中记述为佳者，便采用本末体纪事，一

事一条。

六、本书为“日志”．是一部备忘录性质的工具书为供人了

解I史!扣全豹，一般有资料可考据者，事无分巨细，尽可能按日

记录。俾使：巨，能见其骨骼；细，可窥其血肉。

七、本书条目中的文件、机构首次出现用全称，再次出现

用简称；人物首次出现冠其主要职务，如职务未变．再次出现，

只记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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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4日 北京学生举行震撼中华大地的反对帝国主义

与卖国贼的示威游行，掀起了划时代的五四运动，揭开了中国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新篇章。湖南历史也开始进入一个新

的时期。

5月7日 长沙各校学生得悉中国代表在巴黎和会上拒

绝签订卖国条约失败，愤起举行爱国游行示威，旋被军警强行

制止。次日省长张敬尧告诫学校师生不得以此鼓动风潮。

5月9日 湖南《大公报》(后简称《大公报》)刊登北京学

生自5月4日以来反对帝国主义与卖国贼的游行示威实况。

△省城组成国货维持会。

5月15日 省教育会、议会、商会、农会等致电参加巴黎

和会的中国专使。郑重申明“倘我代表签字，国民死不承认”。

同时，致电北京政府，指出：“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甘心卖

国，请速罢斥，以谢国人”。

5月中旬 邓中夏等代表北京学生联合会(后简称北京

学联，余类推)到长沙，向毛泽东等介绍北京与外地爱国运动

情况，并商讨成立湖南学联开展爱国运动。

△《大公报》连续发表了湖南各地致北京政府拒绝在巴

黎和会上签字的电文。

5月28日 湖南学联在长沙正式成立，并公开发表章

程，以“爱护国家，服务社会，研究学术，促进文明”为宗旨。

△湖南国货维持会在长沙召开成立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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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30日 《大公报》报道醴陵遵道会中学学生在

北门天符庙举行讲演会，学生张策勋历陈国耻，放声大哭，旋

将右手中指咬破，蘸血书“毋忘国耻”。台下。掌声“直振屋瓦”。

△宝庆(今邵阳)四校学生3000余人召开联合救国会，

会后举行爱国示威游行。

本月 省会教育界朱剑凡、陈夙荒、杨树达、张放敏、陈

润霖等组建健学会。其宗旨：号召国人要做人，不要做奴隶。通

过语文学熏陶人格，提倡白话文，反对孔夫子。

△美国人高伯兰在湘潭创办三育社，每星期六放映电

影。 ，

6月1日 衡山县学生维持国货会成立，500余学生上街

宣传；并印刷白话报及调置日货细单数千张，发贴四乡。

6月2日 湖南学联召开省会全体学生大会，发表《罢课

宣言》。内称：“外交失败，内政分歧，国家将亡，急宜挽救。京师

学界倡正义于先，津沪群英树声援于后；内之振我民气。外之

挫彼敌锋，共矢贞忠，以示天下。乃者我政府于外变既无补救

之方．于内政复无坚决之表示．因循姑息，甘陷沦亡。夫学生之

求学，以卫国也，国既不存，学于何有!我湖南学生出于良心之

感发，鉴于时事之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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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耿此心，神人共鉴”。

6月3日 在湖南学联领导下，一师、法专、商专、湘雅医

专等20余校学生全体罢课。学生在《罢课宣言》中表示要“力

行救国之职责”，要求“斩曹、陆以谢天下”。罢课后，各校纷纷

组织讲演团、十人救国团，开展了抵制日货、街头演讲、爱国储

金等活动。省城充满一片救国声。

6月6日 湖南学生杂志社在长沙成立，并发出征文启

2



茸f，内称：“吾国自改革以来。于今八载，窃痛祸国之频仍，因叹

内争之剧烈．强邻逼处。危机四伏，存亡之机．干钧一发。不有

强劲之民气，何以挽既倒之狂澜；不有特起之人才，何以振萎

糜之末俗。民气也，人才也，其推首赖学生乎!是则当砥砺气

节．切磋学问，发扬自己之精神，唤醒邦人之迷梦。”

△长沙各女校组成女学生联合会。

6月7日 省会各校继续罢课，四出宣讲。省教育会向全

国教育界发出快邮代电，声称学生罢课是“激于爱国热忱”，警

告北京政府“不谅其苦衷，学校将会全体动摇”。同时，向省长

呈文，要求“通饬军警，对于各校出外讲演之学生，随时加意保

护，以防意外。”

6月8日 湖南学联致函各校。敦促中等以上学校，“各

于暑假前组织演说分团，于各该学区内担任演说。”

6月9 Et 长沙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创办《学生救国报》。

6月10日 长沙高等工业学校排练9幕话剧《青岛风

云》，在河西渫湾市公演，当时《大公报》报道“观众数百人。胥

为感动，鼓掌之声不绝”。

△湖南学联创刊《救国周刊》。其宗旨：“在开导社会，提

倡国货。”

6月11日 张敬尧公开威胁学生：“诸生应即翻然觉悟，

照常上课。倘再听信谣言，固执谬见，胤-Id-投,‘学业，游行市衢⋯⋯

本兼：酋长为维持治安，预防祸患起见，定当遵照上令严加制

止。勿谓言之不预”。同时警务处长扬言：凡不听制止者，以“妨

害秩序。扰乱治安，按照戒严规则，饬属逮捕”。湖南学联与各

校学生不屈予淫威。坚持罢课，并纷纷建立救国十人团、讲演

团等组织，相互串连，广泛开展宣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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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学联召开长沙市中等以上各校讲演分团代表会

议，成立长沙讲演团联合会，并将省城内外划为八区，由各分

团轮次演说。演讲稿，统由湖南学联编辑发给；各界各讲演分

团。统由国货维持会安排。此后，各县学生纷纷成立学联或国

货维持会，组织讲演团。开展演说宣传，提倡国货，抵制日货。

6月16日 湘潭学生举行抵制日货的罢课游行。
‘

6月17日 长沙女学生联合会改为长沙女学生励进会，

以增进女学界之幸福及提倡女子服务社会之责任为宗旨，当

今以提倡国货为前提。该会旋即筹备发行白话周刊，举办平民

女子学校。此后，各校相继成立分会。

△长沙明德学校创办《明德周刊》。

△湖南高等工业学校学生创办《岳麓周刊》。

6月18日 省会“提倡国货，抵制仇货”宣传进入高潮。

据《大公报》记者赴红牌楼，八角亭，司门口、坡子街、南正街等

处调查：“各巷口街头关于此事之字贴，则已满目皆是，几令人

应接不暇”。其中“坡子街、育婴街等处的宝塔歌和漫画√＼角

亭等处的杂体文最引人注目”。
‘

6月中旬美国长老会牧师在湘潭建立全省第一座县城

电影院。

6月22日 长沙高等工业学校在市内演出《亡国鉴》。演

到沉痛处。歌泣失声。台下2000多观众“无不为之动容”。次

日，应渫湾市绅商邀请演出，后又去湘潭演出数日。

6月23日 湖南学联鉴于戏剧的宣传效果，成立演剧

团，由30多个演员与10多个职员组成，配合爱国运动，开展

戏剧活动。
。

6月25日 湖南学联发起举行游街大会，4000余人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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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教育会坪，然后冒雨游行，高呼“毋忘国耻“莫买日货”．

游行后仍回教育会坪，听商界学界要人讲演。次日，明德中学

新剧团开始在市内公演，以券资作救国活动的费用。

6月29日 平江县城成立平江县化装讲演团，由旅省学

生罗合如等组成，下乡巡回演出文明戏《高丽亡国惨案》。

6月下旬 湖南各界联合会、湖南救国十人团联合会筹

备会、教职工联合会等爱国群众组织先后在长沙成立。

6月底 湘雅医专《新湖南》(其前身为《学生救国周

报》)．正式创刊。

本 月 湖南学联积极推动国货维持会讲演部组织

31个讲演团分赴南县、华容、岳州、湘阴、临湘、平江、攸县、茶

陵、酃县、湘潭、武冈、衡山、耒阳、永兴、新化、东安、蓝山、会

同、靖县、绥宁、城步、新宁等县．进行演讲宣传活动。

7月3日 省警厅饬令省会各印刷刻字书店不得代印排

日揭贴、传单等宣传品。

7月7 El 湖南学联和国货维持会等团体联合举行第一

次焚毁日货示威游行。 ‘

．7月9日 湖南学联联合各界正式成立湖南各界联合

会。成立大会有各业代表60多人参加。大会认为“现在我国

前途危险已达极端”，“非各界联络一气．共策进行不可”；并号

召各界人民”推翻武人政治，排斥官僚及阴谋家”。该会成立

后。以学联为主干。发行了“提倡新思潮”为宗旨的《湖南学生

联合会周刊》(每期发行2000份)。

7月lO日 湘稚医院放映电影，以其收入赈济贫民。

7月上旬长沙讲演团成立后，发动组织乡镇演讲团。其

中有6个乡镇演讲团还附有新剧队演出。同期，长沙高等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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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也去白箬铺农村演出。

7月14日‘在湖南各界组织400多个救国十人团的基

础上。召开了由80多个代表参加的湖南救国十人团联合会筹

备会，通过章程。10月下旬正式成立湖南救国十人团联合会。

△毛泽东主编的湖南学联刊物《湘江评论》周刊在长沙

创刊。《创刊宣言》指出：“自‘世界革命’的呼声大倡，‘人类解

放’的运动猛进，从前吾人所不置疑的问题，所不遽取的方法，

多所畏缩的说话，于今都要改旧观，不疑者疑，不取者取，畏缩

者不畏缩了。这种潮流，任是什么力量，不能阻住；任是什么人

物．不能受他软化。”它号召以“平民主义”(一作民本主义、民

主主义、庶民主义)去打倒一切强权，使“宗教的强权、文学的

强权、政治的强权、社会的强权、教育的强权、经济的强权、思

想的强权、国防的强权，丝毫没有存在的余地。”之后，还发表

了毛泽东写的《论民众大联合》等重要论文。

7月16日 《大公报》、《湖南日报》因登载各公团反对省

议会非法改选广告。被张敬尧查封。8月3日《大公报》始启

封。

7月20日 《湖南》月刊创刊于上海。

本 月 常德省立二师和女子职业学校女生，组织妇

女天足会，带头剪发、放足。

△澧县、华容、安乡、临湘、慈利水灾，湘阴旱灾。

8月6 El 张敬尧下令解散湖南学联，被抵制，10日便以

武力解散。《湘江评论》同时被迫停刊。

8月15日 湖南善后筹备处在长沙东南西北四区开办

贫民半日制学校。

8月20日 湖南学联发表宣言．谴责张敬尧破坏教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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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罪行。学联骨干分头去外地作反张宣传。以联络外地力量

进行驱张(即驱逐张敬尧运动，后同)。

本 月 明德学校创办人胡元俊等商定将学校扩充为

明德大学，迁汉口。

△毛泽东应邀主编湘雅医专学生会主办的《新湖南》周

刊。

9月9日 省立一师校长因无经费无法开学提出辞职。

13日，省长公署召集各校校长会议，研讨教育经费问题和学

生游行事件。

9月17日 留法预备学校筹备会在长沙召开第2次会

议。

9月18日 张敬尧下令查禁《民声丛刊》、《近世科学与

无政府主义》、《衣食与国家》、《生命》等7种传播无政府主义

刊物。

本 月 华法教育会湖南分会先后发出通告，制订留

法勤工俭学预备科章程。10月19日开办留法机械预备科班。

10月5日 小学国文研究会在长沙成立。

10月8日 长沙长郡中学学生创办《长郡周刊》。

10月31日 湖南学生张昆弟、李维汉、李富春等42人，

从上海乘船赴法勤工俭学。

本 月 长沙周南女校学生会创刊《女界钟》。

11月4日 省会各校职员因工资无着停工，9日各校罢

教。13日省教育厅开会研讨解决办法。

11月7日 省会25个中等以上学校代表集会。重新组

织湖南学联，并向省长请愿，要求尽快发给备校教育经费和慰

问教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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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长沙女青年会(后简称长沙女青年会)成立。

11月14日 长沙女青年赵玉贞不满包办婚姻，在被迫

出嫁途中自刎身亡。次日长沙报纸报道后。引起社会普遍关

注，掀起了一场反对旧礼教和封建婚姻制度的讨论。毛泽东在

13天内撰写了7篇论文和2篇杂感公开发表。他一针见血地

指出：“罪恶来源，仍在社会。”

11月16日 毛泽东在周南女校吸收向警予等20名女

生加入新民学会。并在学会内增设女子部。

△湖南学联发表《重组宣言》。

11月25日 北京《晨报》报道：湖南新出版的刊物，有

《新湖南》、《女界钟》、《明德周刊》、《岳麓周刊》、《岳云周刊》、

《长郡圃刊》、《工学周刊》、《女界励进会旬刊》和《体育周刊》

等；并说“斗大的长沙城，居然有这10种周刊，并且都是鼓吹

新思潮的．你道长沙人如何不往新的路上走呢!”

11月底 省会各校学生闻福州日人暴行消息，激愤异

常，纷纷四出宣讲，散发传单。

本 月 舒新城在长沙创办《湖南教育月刊》。次年3

月被张敬尧勒令停刊。

12月2日 长沙各界举行第2次焚毁日货大会，张敬尧

对此进行血腥镇压。

12月3 El 湖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在长沙成立。

12月4日 湖南学联召开长沙各校学生代表会议。决定

6日实行总罢课。
‘

△省会各界发起驱逐张运动，并派遣代表团在省内外

动员舆论。

12月18日 毛泽东率驱张代表团抵北京，广泛开展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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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宣传。

12月中旬 省会各校学生广泛宣传抵制日货，并调查、

没收、焚毁日货，激昂愤慨，声泪俱下；并连续掀起罢学风潮。

12月22日 北京《平民通讯》社(社长毛泽东)开始向全

国大报社发稿，历数张敬尧在湘罪恶，并报道各地驱张运动。

28日旅京湘籍各界人士集会讨论驱张办法。

12月底 毛泽东在主编的《新湖南》刊物上发表《什么是

社会主义，什么是无政府主义》一文。

本 年 贺龙在桑植澧源书院创办自治讲习所。

△湖南女子体育会成立。

△ 《体育周报》刊载长沙楚怡小学体育教师黄醒改革体

育教育的文章。

△沅江县城学生组织“十人团”编演快报《亡国鉴》等曲

艺节目。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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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5日 陈独秀发表《欢迎湖南人底精神》，称赞毛泽

东、邓中夏等是“一群可爱的青年”。

1月18日 毛泽东、邓中夏、罗章龙等与北京辅社成员

讨论驱张运动。次日．由毛泽东等署名致电北京政府，控告张

敬尧十大罪行，要求撤换张。

1月31日 胡北麟等在长沙成立神州医药学会湖南分

会。

本 月 湖南学潮迭起，驱张活动进入高潮。省驱张请

愿团在衡阳活动．湘南各地学生纷纷罢课游行，四出演讲、散

发传单．并于衡阳出版发行《湘潮周刊》。

△毛泽东在北京加入少年中国学会。

2月】日 长沙小学国文研究会开大会，决定国民学校

教材采用白话文。

△湖南赴沪驱张代表团创刊《天问》周刊。

2月2日 省驱张请愿团在衡阳组织新剧团，本日散发

上演救国新剧传单，晚上公演《救国潮》、《鸣不平>。其后几日

连续上演《有志青年》、《为国牺牲》等剧。

2月18日 《晨报》发表关于长沙新文化运动的报道说：

“半年来长沙方面惹入注意的有两个学会：一个健学会，二是

新民学会，现在这个旭旦学会就是第三个了”。

2月中旬《新青年》第7卷第l号在《长沙社会面面观》

记述新文化运动，湖南“各校的周刊共出了十多种，都用白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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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的，最有力的就是《湘江评论》”，此后有《体育周报》、《女界

钟》、《新湖南》、《岳麓周刊》、《明德周刊》、《长郡周刊》等，对新

文化运动有一定影响”。

2月29日 省立第一中学生在长沙演剧5日，集资兴办

贫民学校。

2月底 女子留法预备团在长招考刺绣、图画学员20

名。

3月12 El 湘南国货维持会，湘南学生联合会及湘南女

子救国团发起在衡阳召开湘南国民会议，到会万余人，致电北

京政府反对鲁案直接交涉，会后游行。

3月21日 长沙青年会印发关于平民教育的宣言。

3月下旬 驱张运动逐步形成高潮。25日毛泽东，何叔衡

发电揭露湘事研究会有关张的传单，“以伪乱真，浮词耸听”。

本 月 《大公报》全文刊载《对华友好宣言》，并发表

《劳农政府对我之善意》、《俄国问题》等文，引起研究俄罗斯、

马克思主义的热潮。 ·

△ 湖南驱张学潮屡禁屡起，再接再励，罢课、游行、演说

持续不断。

4 月 大批湖南学生贷款赴法勤工俭学。

△ 毛泽东到上海与陈独秀就建立共产党组织等问题交

换了意见，并阅读了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回湖南点燃

革命的火种。

春驱张运动初露胜利的曙光，毛泽东、彭璜等新民学会

会员就商讨驱张以后如何促进湖南政局朝有利于人民方向发

展，草拟了‘湖南建设问题条件商榷》．组织了湖南改造促成

会，发表了《湖南人民自决宣言》、《湖南促进会发起宣言》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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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湖南改造之主张》，提出了“湖南的事应由全体湖南人民

自决之”。

5月7日 长沙市民举行国耻纪念大会，会后示威游行。

5月8日 毛泽东等在上海欢送新民学会会员陈赞周等

赴法勤工俭学。

5月16日 毛泽东以湖南人民自决会名义发表的《湖南

人民自决宣言》刊载于《天闻》16号上。18日，又于《时事新

报》发表《湖南人民的自决》。

5月28日 蔡和森自法国写信给毛泽东，提出新民学会

“应积极开展文化运动，特别应注意劳动的文化运动。”

本 月 长沙青年会为兴办平民学校筹款，多次以放

映电影收入捐助。

6月初 向警予自法国连续两次写信给新民学会毛泽东

等，建议开展“积极的、根本的、彻底的文化运动。”并希望“将

湘中女界精粹分子联络起来，组织一个女子问题研究宣传机

关，发行一种专门而且永久的出版物”。

6月13日 北京政府撤去张敬尧本兼各职，29日赴京听

候查办。

6月16日 《大公报》报道湖南学联重组后，出版发行了

《湖南学生的思想》周刊，举办了平民半日学校．设立了定点讲

演。 ．

6月20日 零陵山洪暴发，湘江沿岸水灾，长沙大水入

城。

6月21日 长沙师范学校收回张敬尧强行拨出的校址

城隍庙。学生揭毁庙内神像，与居民发生冲突。造成死伤学生

十余人的惨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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