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该区劳动状况! 뇘须有统

计的报告"#议决全力组织全国

铁道工会! 各地党组织都要尽

力于此计划#

与此同时! 共产国际组织

也急切联络中国的团体组织 !

以组成世界无产者大联盟 #

!"#! 年 $ 月青年共产国际给

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写信 !要

求派代表赴莫斯科参加青年共

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 % 月

中国代表团出席该会! 并报告

中国工人工会组织情况#

在共产国际的推动下 !中

国共产党以明确的思想方针 !

全力推进全国劳动联合组织活

动# &"#& 年 ' 月!为抵制上海

商教联席会议包办的 $国是会

议"!劳动组合书记部同中华劳

动联合会% 中华电器工界联合

会等工团联名发表 &上海十二

工团宣言'( && 月!为了加强各

界工人之间团结! 中国劳动组

合书记部参加上海各工团联合

会! 会上提出成立各业工会代

表团的主张) &"## 年 ( 月!上

海日华纱厂为要求工资而举行

罢工!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联

合中国劳动同盟会% 工商友谊

会等 " 个团体! 组织浦东纺织

工人经济后援会! 듙进罢工取

得胜利# 为加快全国工人组织

的团结统一!&"## 年 ) 月中国

劳动组合书记发起召集第一次

全国劳动大会 ! 全国 &# 个城

市 %&** 多个工会的 &%$ 名代

表参加# 尽管会议期间发生一

些不可避免的矛盾和冲突 !大

会最终取得成功! 实现初步的

联合与统一# 大会通过宣言和

决议案! 基本体现中国共产党

当时工人运动方针! 为中国工

人阶级进一步团结统一创造了

条件#从此!工人阶级组织程度

显著提高! 全国各地工会组织

之间相互援助明显增强! 工人

运动高涨! 先后爆发安源路矿

工人大罢工%开滦五矿大罢工%

京汉铁路大罢工等! 쿆起全国

工运第一次高潮#

!"#$ 쓪代初上海社

团联合发展趋势与

中国共产党创建的

相互影响

社团组织是近代上海社会

的重要整合力量! 是近代上海

市民社会自治和自主精神的集

中体现# &"#* 年代初上海社团

充分发展和高度联合! 为中国

共产党的创建提供了重要的社

会环境%思想基础%人才保证和

实践经验#

共产党早期组织不少是直

接在五四时期产生进步社团基

础上建立的! 为中国共产党创

建做了重要的思想% 组织和人

才准备# 无政府主义组织和工

读主义组织对中国共产党的创

建尤具影响# 大多数早期共产

主义者都曾受无政府主义影

响! 经历过从无政府主义到马

克思主义的探索转变过程# 早

期共产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

曾进行合作! 共同组建社会主

义研究团体!从事劳工运动!推

进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

合的道路# 随着意识观念冲突

的加剧和革命目标的不同 !二

者逐渐分离#떫是!其中一些受

马克思主义影响! 转变为共产

主义者! 对中国共产党的组织

创建提供了人才队伍和组织基

础#工读互助团的实践!듙使一

大批知识青年转变世界观 !真

正认识到工农群众的地位和作

用!开始创办刊物 %특校 !组织

工会!启发工农群众觉悟!开启

知识青年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

先河# 社会主义研究团体内部

因思想庞杂% 信仰不一而引起

的分化现象! 듙使早期共产主

义者认识到团体内思想统一 %

组织严密的重要性! 为共产党

的创建提供有益经验和借鉴 !

避免多走弯路#

&"#* 年代初上海社团组

织的大联合和大发展潮流 !使

上海充满生机和活力# 当时影

响较大的政党团体! 资产阶级

改良派%资产阶级革命派%无政

府主义者都以上海为活动中心

和重要基地!뷴随时代潮流!成

立众多社团组织! 进行各方联

络合作#떫是!횻有中国共产党

抓住历史大潮的根本实质 !真

正潜入民间群体! 成立真正的

工人联合组织! 成为真正的工

人阶级先锋队# 中国共产党的

创建及其所领导的社会革命 !

蕴含着巨大的进步力量! 为上

海城市的长远发展注入巨大活

力! 对上海的长远发展具有重

大影响# 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确

立初心!在上海诞生!在上海领

导中国革命! 使上海成为一座

蕴含巨大潜力的光荣之城 %光

明之城# *ퟷ者单位!훐共上海

市委党史研究室+ !

%$!& 쓪 ' 퓂 %" 죕 星期五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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훐共四大为什么在北四川路召开
徐明

历史上的!北四川路越界筑路区"#源于租界扩张#뻟有!냫租界"的显著特点#퓚中国革命和中共党
史上$퓚先进思想的传播和左翼文化的发展中#ퟷ出重要的贡献#뾰称中国进步文化策源地% 쾸究北
四川路越界筑路区的成因$퇝变及历史特征#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认识和理解近现代上海与中国革
命$进步文化之间的不解之缘%

四川北路 +原名 $北四川

路 "+ 位于上海市区苏州河以

北!南起北苏州路,北至东江湾

路!全长约 $,' 公里) 历史上的

北四川路! 不仅是著名的商业

街! 也是红色印记和海派风情

交织辉映的文化街) 尤其是从

今武进路至东江湾路% 方圆约

# 平方公里的区域! 틠即历史

上所谓 $北四川路越界筑路

区 "! 在中国革命和中共党史

上% 在先进思想的传播和左翼

文化的发展中! 具有举足轻重

的地位) 쾸究北四川路越界筑

路区的成因%퇝变及历史特征!

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认识和理

解近现代上海与中国革命 %进

步文化之间的不解之缘)

"풽界筑路 #与公共

租界的扩张

所谓$越界筑路"!是 &" 世

纪末%#* 世纪初伴随上海租界

扩张和城市发展所出现的独特

历史现象) 北四川路地处苏州

河北的虹口地区) 无论道路本

身的延展! 뮹是北四川路越界

筑路区的形成! 都离不开公共

租界在沪北地区的扩张)

&'(% 年!美国代理领事曾

向苏松太道麟桂申请划虹口一

带为美国租界)

次年! 美国牧师圣公会主

教 文 惠 廉 *-.//.01 23456

73345+在虹口购地居住 !并建

造教堂!继而$向上海道台商请

准许虹口为该国之租界")

쿌丰十年 *!'8* 年 +!美国

人华尔在苏松太道吴煦的赞助

下!在上海成立洋枪队!并于租

界内外修筑$军路") 华尔的后

继者戈登也多次下令修筑界外

军路) 为了镇压共同的敌人太

平军! 清政府默许了租界当局

的越界筑路行为) $폎说洋兵助

剿!增辟邑治障山门!并筑西郊

马路!以利军行) "此为越界筑

路之始)

此后 8* 多年间!上海的租

界多次扩界!튰蛮生长)扩界的

手段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租界

当局通过谈判与中国政府达成

协议后!修改&上海土地章程'!

扩展并确定租界四至!如 !'('

年英租界的扩展%!'8* 年代以

后美租界四至的划定 %!'"" 年

公共租界四至的确定!以及 9*

世纪法租界的扩展) 쇭一种则

是先筑路!造成事实上的扩界!

而后通过谈判! 将越界筑路地

区全部或部分划入租界)

!'8$ 年 !领袖领事 %美国

领事熙华德*:5;0<=+与上海道

台黄芳订立章程! 맦定美租界

四至-$西面从护界河*쓠城浜+

对岸之点 *뷱西藏北路南端 +

起!向东沿苏州河及黄浦江!到

杨树浦! 沿杨树浦向北三里为

止!从此向西划一直线!믘到护

界河对岸的起点) "

同年 " 月 9& 日 !英 %美租

界合并为英美公共租界)

&'%$ 年!熙华德提出-$租

界西面应从苏州河北岸原定地

点一直向北到内地三里处 !좻

后再向东划一直线连接租界东

界的北段) " 上海道台未予同

意) 熙华德再提议-$从租界西

面苏州河北岸原定起点划一直

线到靶子场稍北处! 再由此划

一直线到原定租界东界的北

端) "上海道台仍未同意) 尽管

如此! 工部局事实上已经将其

控制范围扩充到这一地区 !这

条新的分界线即所谓 $熙华德

线"*:5;0<= >.45+)

&'"$ 年 ! 上海道台聂缉

椝% 美国领事廖那特各派 $ 人

组成划界委员会! 共同处理熙

华德线事宜)经勘界!쮫方基本

依熙华德线正式划定边界 !树

立界石!并订立&上海新定虹口

租界章程')公共租界面积扩充

至 &*8%8 쒶)

&'"% 年!工部局企图再次

扩界-$西界扩至梵王渡! 东界

扩至周家嘴角!南面包括浦东!

北面直达宝山县境) "놻上海道

台蔡钧拒绝)

&'"" 年 $ 月!英%美%德三

国公使以照会送达总理衙门 !

웈令清政府训令南京两江总督

$应允各领事及工部局所求扩

充") 次月!总理衙门大臣即通

知公使团!$已照照会所请! 训

令江督") 根据协商! $*公共

租界北区+ 北自虹口租界第五

界石起! 至上海县北边界限为

止 ! 即上海宝山两县交界之

线! 仍以下至周家嘴角直线上

为止")

&" 世纪末的这次扩界 !

公共租界北区和东区共增加

#$"" 쓪%릫共租界自里摆渡桥&뷱四川路桥$北堍筑路

至天潼路%쾰称里摆渡桥北%헽式命名为北四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