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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珍档 /

红色档案
系列之四十二

坚坚守守初初心心使使命命
深深深入入入学学学习习习“““四四四史史史”””

建旅法党组织
赵世炎，1901年出生在四川酉阳

（今属重庆市），1915年他考入北京高

等师范学校附中，后在北京法文专修
馆学习。1919年，他结识了李大钊，加

入少年中国学会，成为最早信仰马克
思主义的青年之一。在《觉醒年代》剧

中，五四时期的赵世炎和邓中夏深入

长辛店铁路工人中，带去《新青年》，组
织平民教育讲演团，启发工人的觉悟。

李大钊对他欣赏有加，常常夸赞赵世
炎是自己最得力的助手。

1920年 5月 9日，赵世炎乘法国
邮船“阿尔芒勃西”号离开上海，6 月

15日抵法国马赛。在勤工俭学之余，
赵世炎抓紧每分每秒捧读书籍。每到

黄昏，他就到工厂顶楼平台，借助夕阳
的余晖，希望“窃取”更多的光阴读书。

于是，他自喻“黄昏之贼”，还在自己摄
于法国时的照片上写下这 4个大字，

以警示自己。赵世炎还常向其他同学
宣传马克思主义，“如果没有世炎同志

经常向大家讲解，我们对马克思主义
还不可能懂得那么快”，因而，他在旅

法同学中很有号召力。
1921 年，张申府、赵世炎、周恩

来、陈公培、刘清扬等 5人在巴黎成立
旅法党的早期组织，在《觉醒年代》最

后一集中，也有这一历史场景的再现。
1922年 6月 18日，旅欧少年共产党

在巴黎西郊召开成立大会。出席会议
的有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王若飞、

陈延年、刘伯坚、陈乔年、傅钟、郑超

麟、尹宽等 18人。成立会连续开了 3

天，均由赵世炎主持。大会宣告成立

“少年共产党”，选举赵世炎为总书记，
周恩来负责宣传工作，李维汉负责组

织工作，并由三人组成中央执行委员
会。旅欧少年共产党成立后，于当年 8

月创办《少年》月刊，由赵世炎、陈延年
负责编辑和刻印。至 1923 年 12 月,

《少年》共出版了 13 期。1924 年《少
年》杂志改名《赤光》，由周恩来、邓小

平编辑和油印。

“少共”成立后，赵世炎和同伴们
常到法国蒙达尼、克鲁梭等地讲演、

开会，在华工和勤工俭学学生中培养
积极分子，发展党组织。1922年冬，中

共旅欧支部正式建立，赵世炎为法国
支部负责人。据何长工回忆，赵世炎

作风踏踏实实，少年老成、不浮夸，使

人见而生敬。“蔡和森同志当时是专
门研究书本，勤于苦学，但世炎同志

是愿意接触实际，他是有理论有实际
行动，活动能力也很强”。旅欧党团组

织建立时，党团员只有 30多人，1923
年 2 月增加到 72 人，1924 年间发展

到 200多人。
1923年春，中共旅欧支部接到中

共中央赴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四大代
表团的通知，派一批学员前去苏俄学

习。经商讨，决定派陈延年、陈乔年、赵
世炎、王若飞、肖三等十几人赴苏俄学
习。3月 18日，一行人从巴黎北站坐

火车出发，途经柏林抵达莫斯科，进入
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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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觉醒年代》刻
画了一批在五四运动中成
长起来的爱国青年。除了陈
延年、陈乔年兄弟，还有赵
世炎、邓中夏等人，他们比二
陈兄弟更早信仰马克思主
义，追随李大钊先生，追求真
理，最早深入工人群众中，探
索革命道路；他们在工作中
成长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
导人，却又都英年早逝。
这些人中，化名“施英”

的赵世炎值得一说，他参与
创建中共旅法党组织，精通
几国外语，是上海第三次工
人武装起义领导者之一。起
义胜利后，建立了上海市临
时政府。最终因叛徒出卖而
牺牲，年仅 26岁。
5月 13日，上海音像

资料馆从海外发现和成功
采集到的两段赵世炎烈士
的珍贵活动影像首次公开
亮相，这是迄今发现的关于
赵世炎仅存的活动影像，填
补了党史研究空白。

领导武装起义
1926年 3月，赵世炎出席在广州召开的

第三次全国劳动代表大会。会后，党中央任命

赵世炎担任中共江浙区委组织部部长、上海
总工会党团书记，兼任江浙区委军委书记。这

样，25岁的赵世炎来到上海。他不负众望，一
到上海就和上海区委书记罗亦农、上海总工

会委员长汪寿华布置“五卅周年纪念”群众示

威游行。
1926年 10月至 1927年 3月，上海工人

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赵世炎是组织者和领
导者之一。前两次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由于工

人孤军作战、准备不足等原因惨遭失败。为了
领导第三次起义，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到达

上海，和江浙区委的领导同志一起研究对策。
周恩来和赵世炎把 500多人的工人纠察队编

成若干大队和中队，每天夜里进行操练。
党组织还决定派一部分同志打进军阀和

资本家组织的保卫团，有些同志对这个决定
有异议。赵世炎亲自去基层党支部作解释工

作，他参加商务印刷所的党小组会，动员党员
同志打进反动的保卫团，掌握武装。正是这一

决定，使大批工人纠察队打入保卫团，得到了
武器；有的保卫团完全为工人掌握，可以用公

开身份运送武器。陈云当时在商务印书馆工
作，他后来写道：“我在商务印书馆党支部和

职工活动分子的会议上，曾多次听过他的讲
话，每当大家意见分歧时，只要他来讲一下

话，大家都心服口服，很快消除了分歧，取得
一致意见。赵世炎同志就是这样一位受人尊

重的革命家。”
1927年 3月 21日，上海工人举行的第

三次武装起义打响了！起义共分 7个作战区,

在闸北境内，敌人盘踞的势力多至 20余处，
又有白俄兵及英帝的铁甲汽车炮轰起义工

人，激烈的巷战遍及全区。赵世炎是闸北区的
起义指挥者，他身先士卒，下午两点离开闸北

宝山路的总指挥部，前往沪东纠察队，亲自指
挥战斗。在他的指挥下，沪东纠察队发起迅猛

攻势，很快攻入闸北区，并按原计划消灭虹镇
和胡家木桥两个警署后，又攻下香烟桥五区

警察三分所。赵世炎拿到一支枪和一把指挥
刀，指示沪东纠察队赶快集合去攻打江湾警

署。经过侦察，江湾警察们早已逃跑了。赵世
炎当即赶紧前去支援闸北纠察队攻打东方图

书馆。21日，工人武装起义在各区域均次第
解决，而闸北境内经过 30多个小时的激战，

是战斗最激烈、艰苦的地区。最终上海工人第
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建立了上海市临时政府。

血洒枫林桥畔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

到处屠杀革命志士，上海一时血流成河。6月

26日，中共江苏省委在上海施高塔路恒丰里
104号（今山阴路 69弄 90?）召开成立大会

时，因叛徒出卖，省委突遭搜捕，书记陈延年、
秘书长韩步先等被捕。赵世炎无所畏惧，担任

江苏省委代理书记。韩步先在威逼下成了叛

徒，供出“施英”即赵世炎，并交代其住址。在
历次工人罢工斗争中，“施英”都是指挥者之

一，反动当局决定不惜任何代价逮捕“施英”。
7月 2日黄昏，敌人包围了虹口北四川路志

安坊 190号，赵世炎归家时被埋伏在家中的
警察逮捕。被捕当晚，他的妻子夏之栩不顾身

孕，冒着大雨连夜通知王若飞等人转移。
上海枫林桥监狱是国民党当局设的一座

处决革命者的刑场。人们曾义愤地把国民党
特务处处长杨虎和特别军法处处长陈群称之

为“狼虎成群”。在监狱中，敌人用尽各种酷
刑，赵世炎大义凛然：“要想从我口中得到半

点机密，那是枉费心机。”7月 19日，26岁的
赵世炎英勇就义。1927年中共机关刊物《布

尔塞维克》杂志发表悼念文章：
“赵世炎、陈延年二同志之死，是

中国革命的最大损失之一”。1962
年，赵世炎的入党介绍人吴玉章

曾赋诗缅怀：
龙华授首见丹心， 浩气长虹

烁古今。千树桃花凝赤血，工人万
代仰施英。

“《觉醒年代》有续集吗？你现

在的幸福生活就是续集。”一批革
命英烈用赤血推动一个时代的觉

醒，如今，信仰之火永远赓续，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力势不可

挡。

通几门外国语
在莫斯科东方大学，赵世炎被补选为中

共旅莫支部委员，他如饥似渴地学习法语、德

语和俄语。赵世炎常说：“只有掌握了外语这
一工具，才能更好地接受新思想。”刻苦学习

之余，赵世炎写出万字长文《世界第一名帝国
主义者———英国》，于 1924年 7月在《向导》

周刊连载。文章结论极有见地：中国革命的首

要任务是打倒帝国主义。帝国主义不打倒，一
切军阀官僚是打不倒的，中国人民的问题也

是万难得到解决的。

1924年六七月间，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
开第五次代表大会，李大钊率中共代表团参

加大会。赵世炎列席会议，并担任中共代表团
工作人员。大会期间，他充分发挥通晓德、法、

英等国语言的专长，常到德国组、法国组、意
大利组去旁听，细心研究各国党的经验，向李

大钊等同志汇报，还翻译文件，供中共代表团

阅读。李大钊对赵世炎的工作十分满意。紧接
着召开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大会，赵世炎又为

参加大会的王荷波做翻译，他认真听取欧洲
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关于领导工人阶级进行斗

争的报告，现场翻译罗若夫斯基的演说《罢工
的战术》。此次公开亮相的正是赵世炎列席这

两次会议时的珍贵影像。虽然两段纪录电影
中拍摄到赵世炎的镜头总长不到 10秒，却是

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关于他仅存的活动影像，
真实记录下这位英年早逝的青年在国际会议

上所展现的自信风采和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
的坚定信念。

会后不久，由于国内革命斗争的需要，
1924年秋赵世炎离开莫斯科，同任弼时等经

海参崴回国。听说赵世炎回国了，各地党组织

都争取这位难得的人才。他决定回北京，在李
大钊先生指导下工作。此后，他被任命为中共

北京地委书记、北方区执行委员会宣传部长
兼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1925年苏联驻华大

使在北京召开三八妇女节纪念会，此时的赵
世炎已任北京地委书记，又一次客串翻译。几

个外国友人即席发言，赵世炎用多种语言流

畅地翻译，赢得热烈掌声。
1924年到 1926年两年里，赵世炎以“士

炎”“施英”“识因”的笔名，撰写了 70多篇宣

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刊登在《政治生活》《向
导》等报刊上，产生很大影响。郑超
麟曾回忆：“他（赵世炎）写文章不要

打稿，是直接刻到蜡纸上，刻好就
印，这点也是大家很佩服的。”

那时，北洋军阀常派暗探盯梢，
这些暗探大多身穿灰衫，戴有色眼

镜，活像灰墙上的一块“泥巴”。每次
散会或接头完毕，勇敢机智的赵世

炎总是先出去吸引暗探以掩护同

志，他幽默地说：“我先走，把‘泥巴’
带走，免得麻烦你们。”赵世炎有实

干能力，推动北京的党团组织迅速
发展。李大钊曾赞扬说：“世炎脑子

快，很多问题对我很有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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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世炎赴法勤工俭学时，

在圣太田警察局的登记表
1922年 6?，赵世炎等留学生在法国成立“少年共产党”。 前排左起：2为赵世炎，6为
陈乔年，8为陈延年，11为王若飞；中排左起：3为刘伯坚；后排左起：9为周恩来

上海平江路的枫林桥松沪护军使
署旧址，1927-1937年先后改为上
海警备司令部、淞沪警备司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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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码看赵世炎
生前珍贵影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