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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红色资源保
护

1920 年秋，上海共产党早期

组织委托党员李启汉到沪西小沙

渡纱厂集中区开办工人学校，对

工人进行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思想

教育。李启汉在上海槟榔路锦绣

里 3 弄一座日式二层楼房内开设

了学校，初名半日学校，这是中

共创办的全国第一所工人学校。

他不但教工人文化，而且用通俗

易懂的语言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

义真理：工人两字合起来是一个

天字，所以工人就是天。咱们工

人团结起来力量就大，就能翻身

做主人。第二年夏，时值中共一

大召开前后，上海英美烟厂 8000

多工人因不堪虐待，举行罢工。

受到党组织委派，李启汉毅然脱

下学生装换上工人服，领导工人

走上街头，工人们手持“劳工神圣”“还我血汗”的标语，游

行口号响彻云霄。经过 20 多天的斗争，厂主被迫答应工人提出

的条件。这是中共成立后第一次领导的斗争，标志着工人运动

由自发的经济斗争转向了有组织有领导的政治斗争。此后，李

启汉积极深入到机器、纺织、邮电等工人群众中发动群众，不

断将工人运动引向深入。而这却将他置于极为危险的境地，他

成了巡捕房的眼中钉、肉中刺。1922 年 6 月，因为多次组织上

海工人罢工，李启汉被巡捕房逮捕，后又被引渡给上海护军使署，

在狱中受尽了酷刑，但他却始终没有屈服。两年多的牢狱生活，

他被折磨得骨瘦如柴。出狱后，经过短暂的休养，他又奔赴湖南、

广州投入了更勇猛的战斗。1927 年 4 月，国民党右派发动政变，

李启汉被捕后不久就被秘密杀害，年仅 29 岁，遗体至今下落不

明。李启汉同志献身革命，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中国共产

党才是真正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人，是拯救国家和

民族的希望。

革命境界在斗争牺牲中升华

渔阳里往北，车程 7 公里，就到达了虹口区山阴路恒丰里

90 号，这里原来是“中共江苏省委旧址”。1927 年 6 月 26 日，

中共江苏省委在这里成立，这距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发生才过

去短短的两个多月，彼时上海正笼罩在极为严酷的白色恐怖之

下，大批的革命者被杀害，上海滩血流成河。而在这个时候，

陈延年和赵世炎等同志为了恢复和重建党组织，不顾危险、坚

持同反动势力作斗争。成立当天，时任江苏省委书记的陈延年

正在开会，在会议进行一半的时候，他得知会议所在地址被泄

密，于是他指挥大家迅速撤离。为了掩护其他同志，他与敌人

搏斗的过程中被捕。为了得到中共的秘密，敌人用尽酷刑对他

进行摧残，然而毫无所获，于是决定秘密杀害陈延年。在刑场，

敌人喝令他跪下，他大喊：革命者只有站着死，决不跪下！穷

凶极恶的敌人无计可施，只好一拥而上强行按住他，在砍第一

刀的时候被陈延年躲开了，恼羞成怒的敌人最终将其按在地上

乱刀杀害了他，这一年他才 29 岁。

在陈延年被捕后，中央任命赵世炎担任江苏省委代理书记。

转月的月初，被叛徒出卖的赵世炎在多伦路的 189 号寓所被捕，

这里距恒丰里 90 号只有 500 米，赵世炎与陈延年被捕的日期只

差 6 天，两个人牺牲的时间相差约 15 天。对于革命牺牲，赵世

炎从不畏惧，他对狱友说：“革命就是流血的，要改造社会就

不能不付出代价。一定要顽强斗争，不能有丝毫害怕，越害怕

一场别开生面的“半小时红色漫步”从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地《新青年》编辑部旧址——老渔阳里 2 号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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