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博文女校作为中国共产
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
表 宿 舍 而 为 世 人 所 知 ! 然
而 " 这所学校本身的历史 "

似乎关注者不多 ! 除了作为

中共 #一大$ 代表宿舍的那几
日" 学校的历史是怎样的% 作
为一所女子学校" 博文女校在
近代上海扮演了什么样的角
色% 本文试图通过档案资料的

梳理 " 回顾博文女校的历史 "

从另一个角度追溯中国共产党
在上海诞生的过程&

博文女校的开办时

间与更名

上海的 #女校 $ 或女子
学 堂 是 历 史 发 展 的 产 物 &

!"#$

年 " 美国传教士裨文夫
人在上海设立裨文女塾 " 这
是上海出现的第一所女校 &

此后十余年 " 教会女校逐渐
增多 " 影响日渐扩大 " 从而
为 #世俗 $ 女校的出现提供
了条件 & 经过西方教士和上
海士绅的双重努力 " 圣玛利
女学校 '

!""!

年() 中西女塾
'

!"%$

年 ( 和晏玛氏女学校
'

!"%&

年( 等三所后来著名的
贵族女校相继在上海开设 "

成为女子学校的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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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中国在中
日甲午战争中惨败 " 丧权辱
国的 *马关条约 + 极大加重
了中国半殖民地的危机 & 许
多有识之士积极寻求救国之
道并付诸实践 " 兴女学 ) 再
造 #国民之母 $ 是当时部分
进步人士的救国之策 & 时任
电报局总长的经元善为其中
的先行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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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经元善
等人联名上书 " 以 #自强之
图 $ 为由 " 用 #民捐民办 $ )

#士绅提倡 $ 的方式 " 申办女
学堂 & 经两江总督刘坤一批
准 奏 闻 " #经 正 女 学 $ 于
!"%"

年
*

月正式成立 & 随后
私立女校次第开办 & 私人办
校者多为开明士绅 ) 爱国商
人或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力
的人 & 如爱国女学的创办人
为著名教育家蔡元培 ) 务本
女中的创办人为上海要员吴
馨 ) 民立女中的创办人为实

业家苏本炎 ) 女子中西医学
校的创办人为医界名人张竹
君 ) 女子蚕业学校的创办人
为爱国报人史量才 & 这些私
立女校的出现 " 为女子接受
近代科学教育打开大门 " 女
子入学也逐步获得舆论赞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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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清政府正式颁布命
令 " 承认女子受教育的合法
性 " 同时由政府计划建立女
子小学堂和女子师范学堂 &

从此 " 中国女校的社会地位
更加巩固 & 博文女校正是在
这一背景下诞生的&

关于博文女校的创办者 "

一般所言为湖北蕲春人黄绍
兰 & 黄绍兰是国学大师章太
炎唯一的女弟子 & 章太炎就
曾为博文女校做过 #广告 $ "

言 , #博文女学校校长黄绍
兰" 余弟子也& 其通明国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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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 星期五学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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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永吉里!左"#南永吉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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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到上海后的首选落脚点 "这些
人口流动频繁 "因此这里无法
形成一个稳定的社区 & 居住
在这里的人 "三教九流 "无所
不包 & 既有职业革命家 "也有
烟馆妓院的经营者和顾客 &

它既是韩国流亡者的聚居地 "

又是知识分子和艺术家进行
创作的场所 & 而此时法租界
也没有建立起保甲制度 "因此
难以对这里形成有效的社会
控制 &

里弄建筑内部的四通八
达 "有助于预警和逃脱 "而区
内居民成分的复杂 "又易于长
期隐蔽潜伏 "所以职业革命家
常常将秘密据点设在西门区
的石库门之内& 如果说由于规
模有限 "树德里还无法完全展
现此类建筑在开展革命活动
方面的种种优越性 "那仅仅一
街之隔的 #永吉里 $则可以完
全体现出这种优势&

永吉里坐落于树德里西
侧 " 东西分别以马浪路和萨
坡 赛 路 为 界 & 与 树 德 里 类
似 " 望志路将其一分为二 "

形成了北永吉里和南永吉里
的格局 & 永吉里始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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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现已拆除改建为高层公
寓 ( " 旧式砖木石库门建筑 "

南 北 两 部 分 由 八 排 房 屋 组
成 " 共有石库门住宅

"$

余
幢 & 该里占地面积庞大 " 区
内 建 有 相 互 连 接 的 支 弄

%

条 " 这些支弄又分别于外部
的望志路 ) 马浪路和萨坡赛
路 相 连 & 得 益 于 此 " 国 民
党 ) 共产党和韩国独立运动
革命者都曾在这里活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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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中旬"国民党

江苏临时省党部在松江成立 &

由于交通不便 "后迁入永吉里
-*

号& 次年
"

月
,-

日省党部
在永吉里正式成立 "并将永吉
里

*)

号租下 " 作为各部办公
室及宿舍& 包括共产党员和国
民党左派人士在内的柳亚子 )

朱季恂 )侯绍裘和黄竞西等都
曾在此处工作)生活过& #五卅
运动 $爆发后 "中共中央召开
紧急会议 " 决定在

(

月
-$

日
动员工人和学生走上街头进

行示威游行 "总指挥部就设在
永吉里

-*

号国民党省党部
内&

)%)%

年#三一运动$遭到日
本血腥镇压之后 " 大批韩侨
流亡上海 " 其中大多数人就
居住在西门区及附近地区 &

韩国临时政府国务总理卢伯
麟与安重根的弟弟安恭根就
曾住在永吉里 &

由于常有革命分子居住
在此 "永吉里常常遭到法租界
巡捕的搜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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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法租界大批巡捕突袭永吉里
-*

号 " 搜查共产党机关 & 由
于及时撤离 " 巡捕并未捕获
共产党员 " 而仅仅是搜查到
了一些批评军阀孙传芳和反
对现政府的印刷品及信札数
封而已& 但有时革命党人也未
能成功逃脱 & 例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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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上海第二次武装起义期间 "

一批密探突然闯入永吉里
".

号 "由于未能及时撤离 "上海
大学陈富文 )闵荫昌 )傅鸿鸣 )

戴益臣 )徐春棠等六名革命学
生被当场拘捕&

由于永吉里的种种优势 "

即使是在第一次大革命失败
后 " 中共仍在这里设置秘密
据点 & #四一二 $ 事变后 "

罗亦农让黄竞西接替已经牺
牲的侯绍裘 " 担负起重组国
民党江苏省党部 '左派 ( 的
重任 & 黄竞西返回上海后 "

立即在公共租界和法租界重
建江苏省党部秘密机关 & 法
租界的秘密机关就设在永吉
里

-(

号 & 但后来由于束炳如
的叛变 " 导致上述机关被相
继破坏 " 黄竞西也不幸被捕
牺牲&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都

市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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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文女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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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创办于上海#在富有爱国精神的校长黄绍兰的影响下#学校师生积极参与进步的
革命行动$值得一提的是#

)%,)

年暑假期间#博文女校成为中共一大外地与会代表们的住宿地$对此
选址#学界至少存有三种说法%一说是李汉俊联系的#二说是李达夫人王会悟联系的#三说是董必武
和李达&一说王会悟'出面商定租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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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文女校与近代上海

今博文女校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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