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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路中兴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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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临时校舍!此时
学生数已达

!""

多人"

!

月上旬!

确定青云路师寿坊 !今青云路

!$%

弄上海海运局宿舍位置 "

#$

幢民房为校舍! 弄堂口还挂上了
于右任写的 #上海大学临时校
舍$ 的牌子% 此时! 上海大学的
声誉蒸蒸日上 ! 考虑到未来发
展 ! 校方决定筹钱建造校舍 "

#%&'

年春! 江湾新校舍落成 !今

圣堂路奎照路"!

(

月
)

日! 新学期
开学" 然而&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发生后! 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给上
海大学扣上 &赤色大本营$ 的帽
子!强行查封学校!新校址也挂上
&国立劳动大学$的牌子%

从
)%&&

年到
)%&'

年的
$

年时
间里!上海大学六迁校址'从青云
里到西摩路(老西门(德润坊(师
寿坊( 江湾! 是一所名副其实的
&弄堂大学$(&陋校$% 尽管期间
国民党当局也数次拨款资助学校
建设! 但在共产党人参与管理与
教学! 马克思主义在学校影响日
益增大的情况下! 国民党当局遂
在
)%&'

年国共合作破裂之际!将
学校封闭%

&")*

年
(

月
*

日!&青云路上的
红色学府$上海大学)

)%&&

*

)%&'

年+ 遗址纪念墙在上海市第六十
中学建成% 学生们根据上大青云
路校舍外观的老照片! 用利乐包
和旧衣服为主要材料进行复原制
作%

&+)(

年
)"

月
&*

日!&溯园$在上
海大学宝山校区落成! 占地

)!""

平方米!全年向校内外开放%而老
上大因颠簸流转散落在街角巷落
的其他印记! 也受到了世人的关
注和重视%

老上大和现在的上海大学并
没有血缘上的关系! 之所以要追
溯那段烽火岁月! 刘长林认为是
为了继承一种大学精神! 一腔热
血青春'&注重理论和实践结合!

致力于服务国家和社会! 这在新
老上大是一致的% 老上大将社会
学系培养成革命人才的大本营!

而在
)%!"

年
(

月!上海大学社会学
系)时称复旦大学分校社会学系+

重建! 这也是
)%'%

年社会学学科
恢复后中国大陆高校成立的第一
个社会学系! 并逐渐形成了独特
的学科特色和优势%$他希望现在
的上大学子! 能像老上大前辈那
样!不枉费大好的青春年华!严于
律己! 在求学和今后的发展道路
上走出新高度%

同一个校名 ! 将穿越时空
的两所大学连接在一起 % 石库
门里 &弄堂大学 $的简陋当然不
比现代化优越的办学条件 !但
那里集聚起来的良师 ( 培养出
来的英才 ! 却狠狠地影响了中
国革命的进程和发展的方向 %

传承和弘扬红色基因 ! 老上大
的革命精神一定将继续激励来
者 !勇往直前 %

"

建党前后!中国共产党就意

识到培养人才的重要性!在上海

领导创办主持了一批 "红色学

堂#!覆盖青年$工人$妇女%之所

以称之为&学堂#!是因为它们的

学制并不完善! 有些只是补习

班$补习社!却在引导工青妇走

向进步道路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外国语学社

第一所培养干部的学校

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 !让

进步青年看到了中国的希望 %

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 介绍苏

俄$学习苏俄成为主流!研究俄

文$到俄国去!也成了很多人心

中的向往%

!"#$

年
%

月!共产国

际代表维经斯基一行来到中

国!与李大钊会晤!随后又在上

海见到了陈独秀! 双方就中国

革命问题进行了探讨%

!"&$

年

'

月!陈独秀领导创建了中国共

产党上海发起组! 紧接着又成

立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 !地

址就在法租界霞飞路 '今淮海

中路(的渔阳里
(

号%

时机成熟!同时为了掩护党

团工作!党领导下的"留俄预备

班)***外国语学社成立了!地

址同在渔阳里
(

号%

)"&$

年
"

月

&'

日!+民国日报,刊登+外国语

学社招生广告,-&本学社拟分设

英$法$德$俄$日本语各班!现已

成立英$俄$日本语三班..有

志学习外国语者请速向法界霞

飞路渔阳里
(

号本社报名% )学

社由维经斯基的翻译杨明斋担

任负责人!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

书记俞秀松为秘书! 协助工作%

俄语教员起初由维经斯基的夫

人库兹涅佐娃和杨明斋担任!后

又延请王元龄执教/英语教员是

袁振英$ 法语教员是李汉俊$日

语教员为李达$世界语教员为俄

国新闻记者斯托比尔%

外国语学社虽刊登广告向

社会招生!但学生基本是经各地

的共产党组织或青年团的有关

人士介绍进来的%学生数最多时

有五六十人!刘少奇$任弼时$罗

亦农$萧劲光$李启汉$许之桢$

傅大庆$周兆秋$彭述之$蒋光慈

等!都先后在学社学习过% 王元

龄曾回忆过她当时给学生上课

的情景-&教室在楼下客堂!黑板

挂在中间!黑板面朝东% 学生约

有
*+

人!课桌放得很挤!中间有

两条走道% )学社非常重视政治

学习!组织学生学习+共产党宣

言,和+共产党,月刊等!萧劲光

就曾说到他读的第一本马列的

书就是外国语学社发的+共产党

宣言,!&书的封面上有一个大胡

子的马克思像)%

除了学习! 学生还在党团

组织的领导下!参加革命实践!

学社的很多成员后来也加入了

团组织% 从
,"&,

年春天开始!

由杨明斋和包惠僧负责! 选派

学生分批赴俄% 最终有
-$

多人

长途跋涉来到俄国!开始了半工

半读的岁月%

,"&,

年
.

月随着中

国共产党的成立!外国语学社逐

渐停止活动%

上海工人半日学校

第一所工人学校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

级的先锋队!先天就和工人阶级

有着血脉之亲%

,"&+

年中国共

产党发起组成立时! 就已经将组

织开展工人运动作为工作重点%

小组成员李启汉被派往工厂密

布的沪西小沙渡筹建纺织工

会! 但他认为纺织工人文化水

平普遍不高!可以先从创办工人

半日学校入手%

同年秋天! 沪西小沙渡工

人半日学校在槟榔路锦绣里

'今安远路(日商内外棉九厂的

一幢两层楼房里成立% 李启汉

主持办学并任教!他根据工人上

工时间!开早晚两个班!故称为

&半日学校)!教科书用的是基督

教青年会编的普通识字课本%然

而! 一开始并没有多少工人报

名! 即使来上学的人也经常缺

课% 为了扩大学校影响!李启汉

决定在寒假期间! 将学校改为

工人游艺会! 用文娱活动来吸

引更多工人%

,"&+

年
,&

月
,"

日!工人游

艺会成立大会召开! 李启汉$杨

明斋$邵力子$沈玄庐等共产主

义小组成员都发表了演讲!他们

鼓励工人破除陈旧观念!团结互

助!努力学习% 游艺会非常受工

人欢迎!李启汉也借机帮助他们

组织了纺织工会沪西支部%第二

年春天!学校重新开放!报名工

人明显增多%教员在课堂上除了

教认字!还对工人进行革命的启

迪!向他们讲解资本家剥削的真

面目! 鼓励大家团结起来斗争%

学生孙良惠成了工人运动的积

极分子!后被推举为纺织工会的

负责人! 在
,"&*

年的大罢工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

不久!学校就被租界当局盯

上!后被巡捕房封闭%

,"&,

年夏

天!工人半日学校改名为上海第

一工人补习学校!中国劳动组合

书记部干事李震瀛任校长!报名

人员增至
&++

人!成为早期开展

工运的阵地之一%

,"&&

年李启

汉被捕后!学校一度停办% 同年

秋天!青年团员嵇直被派到沪西

小沙渡地区开展工作!他从开办

小型工人补习班做起!还为他们

解决生活上的一些困难!赢得了

工人的信任!使得补习班又重新

开了起来%此外!在劳勃生路!一

个相似的工人补习班也开了起

来!由徐玮主持%

,"&%

年
*

月!邓中夏将两个

补习班合并为更大规模的工人

补习学校!设在小沙渡路'今西

康路(和槟榔路'安远路(交界的

一套
-

间平房里% 而当时在社会

上已经颇有名气的上海大学师

生!也给予工人补习学校以有力

的支持!从中发展党团成员% 孙

良惠不仅成为上海纺织工人中

的第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后来

还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

委员%

平民女校

第一所培养妇女干部的
学校

,"&,

年 !在新文化 $新思

想的影响下! 妇女解放运动兴

起! 一大批进步女学生来到上

海寻求真理! 而女工参加工人

运动的热情也日渐高涨% 在这

种情况下!陈独秀和李达商议!

决定 &在上海创办一个平民女

校!以期养成妇运人材!开展妇

运工作)% 为了便于掩护!平民

女校以黄兴夫人黄宗汉所主持

的中华女界联合会的名义举

办!于
,"&,

年
,&

月筹办 !翌年

&

月开学!校址在南成都路辅德

里
(-&

号
/

'今成都北路
.

弄
%&

号(% 李达出资租房并任教务主

任!其夫人王会悟'平民女校高

级班学生(负责具体工作% 学校

设有高级班和初级班! 半工半

读!招生年龄不限% 当时学生有

-+

人左右! 丁玲就是高级班的学

生%初级班学生钱希均曾回忆说-

&平民女校是半公开的! 学生有

年龄大的!也有年龄小的!有中

学生!也有小学生% 来的教师都

是大学教授!也有外国人% 在附

近住的人认为平民女校不简单!

不是一般的学校% )

当时的教员都是义务兼课!

有不少是共产党员% 高级班的课

程有国文$英文$数学$物理$化

学$经济学$社会学等!教员包括

邵力子$高语罕$陈望道$沈雁冰$

美国人安利斯$李达$周昌寿$李

希贤$陈独秀等% 初级班主要教

语文$英语$算术!教员有王会悟$

高君曼'陈独秀夫人($张秋人$柯

怪君'柯庆施(%除了陈独秀$李达

外!施存统$张太雷$刘少奇等!后

来都曾到女校作过演讲%

当然! 女学生们也不负众

望!积极参加党团组织的各种活

动%

,"&&

年!日华纱厂工人罢工!

女校学生就到工人中去演讲宣

传!还走上街头募捐!支持工人

运动% 此外!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纪念俄国十月革命等活动中!也

都能看到女校学生们活跃的身

影% 王会悟$王剑虹还负责编辑

+妇女声,半月刊%

,"&&

年秋天! 李达应毛泽

东邀请前往湖南任教!教员也大

多忙于革命工作!再加上经济拮

据!平民女校最终停办!部分学

生后来进入上海大学继续学习%

!资料由中共上海市委党

史研究室提供"

"

上海建党岁月里的红色学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