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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是中国红色革
命的起点，是中国共产党
的诞生地。从 1921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
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
13 位代表代表了全国 50
多名党员。经过近百年
的发展，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中国共产党党
员总数为9191.4万名（来
自中组部的统计数据）。
目前，奉贤全区现有了 5
万多名党员。

奉城，这个远离上海
市区的近海古镇，1927年
8 月，在奉城曙光中学诞
生了中共曙光中学特别
支部，接着在特别支部基
础上成立中共奉贤县委
员会。在现在奉城第一
小学内的曙光中学旧址
也就是当年奉贤县委的
诞生地，曾经是上海市郊
革命活动重要场所和马
克思主义传播地，早期中
共党员的聚集地、指挥
所，领导着奉贤和浦东地
区的革命活动；这里也是
培养和发展党员、进步青
年革命的红色摇篮。在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之际，追寻红色印
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让我们的国家越来越繁
荣强大，人民幸福、安康！

□ 沈士君

李主一在奉城创办曙光中学，
用他的话就是想通过教育来扩大
革命影响。“望东方曙光、曙光，一
轮鲜红的太阳。照着工房，照着农
场，照着红旗飘扬。冲破黑暗，我
们建设曙光的天国在地上。我们
有铁的纪律和红的热血欢唱，革命
青年，团结起来，追求革命曙光。”
正如这曙光校歌，激励着一群热血
青年。

随着对曙光中学和中共奉贤
县委旧址的深入研究，笔者发现李
主一是一个关键人物，所有来曙光
中学的教师和职工都是他聘请来
的，不管是外地还是上海市区以及
上海其它郊县来曙光中学的中共
党员都由他邀请或接待。同时，他
还负责直接与江苏省委联系工
作。还有，李主一的年龄是当时曙
光中学的党员中最大。他做工作
仔细、耐心，对革命忠诚！让我们
来看看李主一的朋友圈。

现根据笔者查找到曙光中学
部份教职工有关资料（惜由于年代
久远许多人的资料查不到），以
1928年为计算当年在曙光中学时

的年龄，居然发现他（她）们大多数
是20岁左右的年轻人。

1、李主一（1892-1928）烈士，
洪庙老李家埭人。1928 年 6 月 21
日黄昏牺牲于龙华，年仅37岁。

2、林钧（1897-1944年）烈士，
川沙人。1924 年加入中国共产
党。在曙光中学时32岁。

3、刘晓（1908-1988），湖南人，
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曙光
中学时21岁。

4、范志超（1905-1988）松江
人。在曙光中学时24岁。

5、姜辉麟（1897-1933）烈士，
松江人。1927年冬天，她经李主一
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曙光
中学时32岁。

6、姜兆麟（1893-1971），松江
人。1925 年 1 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在曙光中学时36岁。

7、方土人（1906-2000），江苏
江都人。在曙光中学时 23 岁，曙
光中学校歌作者。

8、徐宗骏（1904-1987），奉城
人，在曙光中学时25岁。

9、周大根（1906-1938）烈士，
南汇泥城人。1927 年 10 月，由林
钧和赵振麟介绍，在曙光中学加入
了中国共产党，并任数学老师。在

曙光中学时23岁。
10、赵天鹏（1903-1928）烈士，

南汇泥城人。1927 年 10 月，经林
钧和赵振麟介绍，在曙光中学加入
中国共产党。在曙光中学时 26
岁。

11、刘德超（1903-1982），湖南
人，在曙光中学时26岁。

12、杨逸菲（1909-1999），在曙
光中学时20岁。

13、盛幼宣（1908-1979），在曙
光中学时21岁。

14、金学成（1905-1989），四团
人，在曙光中学时24岁。

15、李 白 英（伯 殷）（1903—
1981），无锡人。“四—二”反革命政
变后，由李主一以招收教员的名义
招到红色摇篮曙光中学。一方面
担任教师工作，一方面参加当地的
革命斗争。在曙光中学时26岁。

在中共奉贤县委成立之前，
1925年，金学成、李主一已经先后
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7月，李
主一由上海回到奉城，筹组国民党
第一届奉贤县党部（国共合作）。
此年夏，李主一等共产党人在东乡
秘密组织农民协会，发动农民、盐
民、渔民开展各种革命斗争。1927
年3月30日，国民党奉贤县党部在
奉城召开代表大会，李主一为大会
主席，省党部特派员方正、金学成
到会监督。

1927年4月12日，以蒋介石为
首的国民党在上海发动武装政变，
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当白色恐怖
笼罩在整个上海的时候，1927年7
月，李主一受党组织指示，到上海
邀请刘晓等中共党员来奉贤。

1927 年 8 月，中共党员刘晓、
李主一等根据上级指示，掩护从上
海、武汉等地转移出来的中共地下
党员，发动奉贤地区革命活动。一
面自己集资，还在奉城、四团、头桥
一带募捐，在奉城潘公祠（今奉城
第一小学一部分）创办私立曙光初
级中学。金学成、宋亚等中共党员
也出资援助。由李主一任校董，负
责筹集经费和聘请教师，聘徐宗骏
为校长。教职员有刘晓、刘德超、
李伯殷、范志超（女）、赵六规、方
正、姜兆麟（女，大姜）、姜辉麟（女，
小姜）、王厚生、顾凤城、陈绍兰、张
三囡等前后不下二、三十人。三个
班级，一百数十名学生，大多是奉
城居民及周围地区的农民和盐民
子弟，教员中不少是中共党员。周
浦中学因闹学潮被开除的二十多
名学生也来曙光中学就读。

据刘晓回忆：“我是和刘徳超
一起调到奉贤的。到那里后，先是
通过李主一的关系，我们被聘为奉
贤县教育局举办的小学教师进修
班的教师。经过3个月的工作，我
们团结教育了一批学生，如朱文
熙、沈枕石、李定扬、唐一新等，其
中有的同志后来成为当地农民暴
动的骨干。进修班的工作结束

（1927年7月底结束—笔者注），李
主一留我们在奉贤工作，要我们到
奉城曙光中学以教员身份为掩护，
开展革命活动。”

学校办起来后，刘晓、李主一
等即着手发展党的组织。同月，
悄然成立中共曙光中学特别支部，
直属中共江苏省委领导，刘晓任书
记，李主一任组织委员，负责支部
与省委间的联络工作，这是奉贤第
一个中共党支部。教职员中的王
厚生、范志超、李伯殷、顾凤城、徐
宗骏、姜辉麟等都是共产党员。
1927年秋，在曙光中学特别支部基
础上又组建为中共奉贤县委（首个
中共奉贤县委），刘晓为书记，李主
一为组织部长分管上层工作，刘德
超任军事部长、王厚生任宣传部
长、范志超为委员，徐宗骏列席县
委会议。奉贤县委的成立，标志着
奉贤地区党的活动，已度过了“四
一二”以后的低潮，走上恢复和发
展的阶段。

1927年8、9月间，中共曙光中
学特别支部与江苏省委接上关系
后，在《江苏省委关于各县委的组
织及工作概况》中，奉贤县在《有组
织、有工作已与省委发生关系的各
县表》内：奉贤“现有同志16人，尽
属知识分子，自办曙光中学”。这
说明，当时在奉贤已有 16 名中共
党员，都在曙光中学。

奉贤县委成立后，党的力量有
很大的发展。不仅奉城、南桥有党
支部，小庙、青村港、庄行、沈家桥
等地也都有党支部，有党员几十
人。曙光中学是县委机关所在地，
也是全县工作的主要据点，曙光中
学的师生、被派到各乡去宣传组织群
众，发动农民进行抗租抗捐的斗争。

在曙光中学内还建立了共青
团组织，并组织了“读书会”等进步
团体，给学生们教唱《国际歌》等革
命歌曲。在学校后院的一间小屋
里，秘密陈列着中共中央的机关刊
物《向导》周刊，以及《新青年》《前
锋》《布尔什维克》等革命书刊。可
以看到毛泽东、周恩来、李大钊、陈
独秀、瞿秋白、邓中夏、肖楚女、恽
代英等人的文章和讲话和陈望道
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在教师小
寝室的阁楼上，还藏有党的秘密文
件，供党内同志学习。

随着斗争的逐步开展，曙光中
学渐渐成了当时浦东地区的一个
革命中心，奉、南、川三县的地下党
人经常在这里接头和交流革命斗
争情况。如共产党人赵天鹏、周大
根等人，就经常来曙光中学交流情
况。1927 年 12 月，中共江苏省委

派林钧等人来到曙光中学，秘密召
开奉、南、川三县的党团员骨干会
议，传达党的“八·七”会议精神。
刘晓在党的“八七”会议后，曾向江
苏省委书记任弼时汇报过工作。
提出要抽调党员和积极分子，在曙
光中学加以培训后，分配到各地搞
农民运动。1928年2月，中共浦东
县委员会在奉城曙光中学成立，统
一领导奉、南、川三县党组织，林钧
任书记，刘晓、金学成为委员。

1928年3月29日，李主一赴沪
和江苏省委联系工作时，因省委机
关遭破坏，不幸被捕。在狱中遭到
了各种摧残，被折磨得遍体鳞伤，
但他以钢铁般的意志，严守党的机
密，宁死不屈，表现了一个共产党
员的英雄气概。6月21日黃昏，李
主一壮烈牺牲于龙华。

曙光中学的革命活动，引起了

国民党当局的怀疑。奉城大地主
廖味蓉密吿曙光中学“名为学校，
实为共产机关”。1928年4月3日
晨，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派员会
同县署秘书杨肖鲁率奉城法警，声
称“曙光中学李主一等有共产嫌
疑”，将学校查封。曙光中学被查
封后，奉城的中共地下组织遂遭敌
人破坏，王厚生、刘德超、范志超等
县委成员先后去上海，其它教师也
撤离奉城。从此，我党损失了一个
从事革命的重要据点。

1928 年 4 月，曙光中学被封
后，中共江苏省委指示改组县委。
书记为刘晓，委员有李定扬、周大
根、老乔、金大块头等。之后，县委
成员都分散在乡下活动。同年秋，
江苏省委设立淞浦特委，杭果人、
陈云和林钧先后担任领导。统一
领导松江、青浦、金山、奉贤、南汇、

川沙、嘉定、崇明等上海郊县的党
组织。

1928年6月16日，周大根奉组
织之命和赵天鹏等人去四团乡处
决恶霸张沛霖。7 月 2 日，赵天鹏
被国民党枪杀在四团。

1929年1月21日，经请示中共
淞浦特委同意，并在陈云、严朴等
特委领导人的直接领导下，刘晓同
志发动并领导了震惊国民党当局
的奉贤庄行农民暴动。

刘晓在“奉贤县委的工作和庄
行暴动”中是这样写的：“1928年，
奉贤由于基层干部的努力工作，深
入群众，当时奉贤地区党的力量发
展得相当快。四团、小庙、青村港
等党支部的党员各有 20 个左右，
庄行支部党员有几十个，新场附近
的东新市有党支部，离开海滨三四
里地的盐民中也有党员，党的组织
发展刲了亭林、柘林一带。当时，
也涌现了一批基层干部和党员骨
干，如马祖援开辟了小庙工作，唐
一新、冯陈二、吴国天等在庄行一
带活动，还有苏锡桃和他的两个儿
子阿大和阿二都是党员，在小庙和
盐民中工作。1928年冬，全县党员
已发展到二三百人。”也就是说，奉
贤从 1927 年 8 月 16 名中共党员，
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已经有二三百
名党员。

奉贤境内的中共革命活动，在
以后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仍然
以各种方式进行着。奉贤县委旧
址，她像一把烈火，在奉贤甚至浦
东地区燃烧！

中共奉贤县委在大革命时期
培养和发展了一大批党员骨干，在
奉贤和浦东地区造成极大的影响。

正如盛幼宣、杨逸菲夫妇之子
盛昌旦在“我父母的曙光情结”一
文写的：“奉城曙光中学，是上个世
纪20年代寄托着浦东地区年轻一
代追求光明世界的希望，也是一座
红色的大熔炉。”刘晓儿子刘松筠
则称当时“奉贤乃至整个浦东地区
的革命中心在奉城李主一创办的
曙光中学”，成为了奉贤地区革命
的红色摇篮！

（备注：文中所用资料、照片，
来自于奉贤县史志及有关传记，本
文标题请李主一烈士侄孙，上海市
作家协会会员、上海市书法家协会
理事、奉贤区书法家协会主席李祖
康题写。本文作者为曙光中学校
友）

——中共奉贤县委成立前后的故事（1925一1929）

李主一朋友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