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负责编辑《学生杂志》

1895年 4月 11日，杨贤江出身于浙
江慈溪的一个裁缝世家，是家中长子。他

8?入私塾，17?考取浙江省立第一师
范学校。1917年，杨贤江作为优秀毕业

生，经校长经亨颐推荐，赴南京高等师范
学校工作兼修学业。1919年五四运动爆

发，杨贤江积极投身学生运动，关注政治

和青年学生问题，立志教育救国。
1922年 5月，在商务印书馆负责编

辑《学生杂志》的杨贤江，在沈雁冰（笔?
茅盾）和董亦湘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

党。商务印书馆是最早建立中国共产党
基层组织的地方之一，沈雁冰 1921年初

参加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是中共最
早的党员之一，也是商务印书馆的第一

位党员。到 1923年时，上海的党组织分
为四个组：上海大学、商务印书馆、西门

和虹口。在商务印书馆这一组中，除沈雁

冰、杨贤江外，还有董亦湘、徐梅坤等 13

位共产党员。1921年至 1927年，商务印

书馆内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近 200?。

当时，中国有两本杂志对青年的影响
很大，一本是恽代英主编的《中国青年》，

一本就是杨贤江编辑的《学生杂志》。在杨
贤江的带领下，《学生杂志》在思想性、知

识性和趣味性等方面均达到很高水平，他
因此被称作中国青年一代的良师益友。

长眠于龙华烈士陵园
1927年 10月初，中共中央为保存革

命力量，派杨贤江去日本旅居避难。1929

年 5月，杨贤江回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宣传
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住在明德里 52号。

当时，杨贤江一面从事党的地下工
作，参与组织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一面

从事教育科学方面的研究，翻译教育、妇

女等领域的文
章。针对国民党当局的教育现状，他编写

了《教育史 ABC》《新教育大纲》等著作。
在《新教育大纲》的序言中，杨贤江写道：

“我这本教育书，特别是拿有志于教育战
线的青年志士为目标，要向他们解释教

育的本质，说明教育的作用，并辟除对教
育的迷信，纠正对教育的误解。”

1931年 7月，杨贤江病倒。由于当时
中国的医疗条件有限，党组织想方设法送

他去日本治疗。当年 8月 9日，因医治无
效，杨贤江在日本逝

世。后来，杨贤江的

骨灰被运回上海，
先是安葬在永安公

墓，如今长眠于上
海龙华烈士陵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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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贤江在明德里完成《新教育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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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贤江，中国共产党早期青年运动领导人之一，早期传播马克思主
义教育思想的教育理论家。杨贤江的主要教育专著有《教育史ABC》和
《新教育大纲》，是中国最早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教育著作。杨贤
江曾寓居于延安中路 545弄（原福煦路）明德里 5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