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倒孙传芳，打倒孙传
芳，拒绝张宗昌，拒绝张宗
昌，工会公开成功，工会公开
成功，齐欢唱，齐欢唱！”走进
三山会馆，站在那座有着一
百多年历史的古戏台边，你
依旧可以听见近百年前，上
海工人中传唱的这首“战歌”
《倒孙拒张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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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珍档 /

    1926年中共上海区委秘密组建

工人纠察队，准备以工人武装起义
推翻北洋军阀在上海的统治，迎接

北伐军，这首振奋人心的《倒孙拒张
歌》也在上海的工人之间流传开来，

提升了士气。“三山会馆是上海唯一
保存下来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

义纪念地,这座古戏台作为三山会馆
的重要组成部分，也见证了上海工

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预备党
员、三山会馆宣教干部张玉艳望着

古戏台说。在和平年代里，我们永远

都不会不忘记革命先辈们在那段峥
嵘岁月里的付出……

起义的歌声
走进三山会馆的古戏台，听到

这首《倒孙拒张歌》，你会立即跟着

哼唱起来，因为这个旋律就是大家
从小就会唱的《两只老虎》。提起这

首旋律的广为流传，还要追溯到
1926年。

那一年，国民革命军举起北伐

大旗，时任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宣传
科长的共产党员邝墉接到一项创作

任务———为国民革命军写一首军
歌。当时，士兵们文化水平都不高，

很多人甚至不识字，冗长复杂的歌
词肯定记不住。可是，如果歌词内容

过于简短，又很难体现出国民革命
军的精神风貌。邝墉下意识地用手

指在桌子上打着拍子，他心头忽然
闪过一丝灵光，眼前豁然开朗，随即

提笔写下歌词，并配上一首现成的
曲谱———“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

军阀，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国民
革命成功，齐欢唱，齐欢唱！”邝墉写

好词曲后，立即送给政治部主任邓
演达、副主任郭沫若审视，邓演达和

郭沫若看后感到十分满意，随即下
令印发到各部队，很快在官兵之中

传唱开来。随着北伐战争开始，这首
歌也就成了《北伐军歌》，后来改名

为《国民革命歌》，北伐军一路势如
破竹，迅速克复了大半个中国，国民

革命军军歌也越传越广，为宣传革
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1926年 7月底，中共中央发出

通告，号召各地党组织动员民众响
应北伐军，推翻军阀政权，建立地方

人民政府。8月，上海参加罢工的行

业越来越多，罢工矛头直指统治上

海的帝国主义、军阀当局。”张玉艳
说，“此时，不断从南方传来北伐军

作战胜利的消息，中共上海区委密
切关注着北伐战争的形势，秘密组

建工人纠察队，准备以工人武装起
义推翻北洋军阀在上海的统治，迎

接北伐军。现在我们在古戏台旁播放

的，正是当时传唱的以《国民革命歌》
为调子的《倒孙拒张歌》。”1926 年

10月 23日，中共上海区委决定发动
工人武装起义。

在这里除了这首《倒孙拒张歌》
之外，还可以听到“天不怕，地不怕，

哪管铁链子下面淌血花。拼着一个
死，敢把皇帝拉下马。”张玉艳说：

“这是 1927年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期
间传唱的民谣，在这个民谣背景下

的画面则再现了当时第二次起义开
始后，在老西门的起义工人、学生与

军警对峙的珍贵历史画面。”

革命的枪声
众所周知，上海工人第一次和

第二次武装起义都未能取得成功，

但留下了宝贵的经验。1927年 3月
20日，中国共产党决定举行第三次

武装起义。21日晨，中共上海区委发
布了全市工人总同盟罢工和举行武

装起义的命令。三山会馆也是上海

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南市工人纠察
队总指挥部。

在古戏台一侧的阁楼里，陈列
了一只皮箱，皮箱里放着几把手枪

模型，这是艺术化地模拟了当年怡
和纱厂女工党员王根英家宅阁楼。

张玉艳说：“第三次武装起义前，特
别军委曾将 12 支手枪交王根英保

管，被其藏在家里的阁楼上。”推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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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山会馆古戏台

三山会馆位于中山南路 1551号,是
上海唯一保存完好的晚清会馆建筑，是

1909 年由福建旅沪的水果商人集资兴
建， 会馆是旅沪的同乡和同业为了互助

而建立的社会团体， 三山是指福州城内
的三座山，因此得名三山会馆。馆内的古

戏台是整幢建筑的点睛之笔， 也是上海

唯一保存下来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
义纪念地。

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大本营和中国
共产党的诞生地。 1927年上海工人第三

次武装起义， 是北伐战争时期中国工人
运动发展的最高峰。三山会馆曾是“上海

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工人纠察队沪南总
部”，作为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重要

历史旧址， 三山会馆见证了最早一批中
国共产党人为实现伟大理想艰苦卓绝的

奋斗业绩， 见证了上海工人阶级勇于牺
牲、敢于胜利的优秀品质。■ 三山会馆古戏台 本版摄影 郭新洋

■ 上海“三罢”运动形成反帝联合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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茛 三山会馆门楼

古戏台边这间小小阁楼的

老虎窗，仿佛穿越了历史，
如同与周恩来等指挥员一

起，听取训练汇报，了解起
义的装备情况。

事实上，革命远比戏台
上演的革命故事要残酷得

多。就拿王根英这位女英雄

来说，1907年她出生于上海
浦东，9岁起在外商纱厂当

童工，16岁顶替别人名字进怡和纱厂。

1924年，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担任老
怡和纱厂第一任团支书。领导青年工人

反对资方克扣工资的罢工斗争。五卅惨
案后，王根英领导工人成立罢工委员

会，响应市总工会总同盟罢工斗争的要
求，罢工坚持 118天，时间之长，为全市

之最。不久，被吸收为中共党员。张玉艳

说：“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中，她不
顾哥哥反对，冒着生命危险，将特别军

委送来的枪支和部委秘密购买的弹药
藏在家里。第三次武装起义当天，她将

武器分发给工人，随着队伍向闸北前
进。”中共五大后，王根英与陈赓在上海

负责中央特科的情报工作。由周恩来介
绍，与陈赓结婚。在秘密战线上，王根英

全力协助陈赓的工作，为党中央提供了
许多重要情报，营救了大批被捕同志。

不过，由于叛徒的出卖，她在上海被捕
入狱。在狱中，面对敌人的酷刑和非人

的折磨，她坚贞不屈。1937年全面抗战
爆发后，周恩来亲自到狱中将王根英解

救出来。1939年，王根英在反扫荡突围
战斗中壮烈牺牲，年仅 32岁。

胜利的呼声
提起当年三山会馆成为上海工人

第三次武装起义南市工人纠察队总指

挥部，也有一段故事。
1927年 3月 21日上海工人第三次

武装起义时，南市工人经过 4 小时激
战，解除了南市全部反动军警武装，缴

获轻重机枪、步枪、手枪等大批弹药，近

1000名工人纠察队用缴获的武器武装

了自己。至下午 5时，南市的起义率先取
得了胜利，这一日，整个南市民众一片欢

腾，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当天傍晚，南
市工人纠察队员集中于华商电气公司

（后为南市区大兴街菜场）并准备宿营于
该处。后因觉得场地太小，经王荷波同志

与福建同乡会负责人协商，决定迁往三

山会馆，并在大门上挂起“上海南市工人
纠察队总指挥部”的大红横幅。1927年 3

月 23日，南市工人纠察队 2000多人在
三山会馆隆重举行“上海总工会工人纠

察队沪南总部”成立大会。会后留下 300

名武装纠察队员入住三山会馆。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
总指挥周恩来同志在警卫员杨福林同

志陪同下，乘坐云飞出租车前往三山会馆
视察。值得一提的是，杨福林后来
住在上海，当年他也是个神枪手，

能“左右开弓”———左、右手都能用手枪。

在三山会馆里，周恩来同志从楼下到楼上亲
切慰问南市工人纠察队员，一边握手、一边

祝贺，使纠察队员深感亲切、温暖。慰问结束
时，周恩来同志在古戏台边的东厢房语重心

长地嘱咐：一要在工人纠察队员中建立党支
部，加强党的领导；二要在工人纠察队积极

分子中发展党员，壮大党的力量；三要武装

工人纠察队员，积极开展军事训练，提高队
员战斗力……

为了落实起义总指挥周恩来同志
的指示，南市工人纠察队总部在三山会

馆建立党支部，并规定各单位参加军训
人数：500 人以上大厂为 80 人，100 人

以上工厂为 20人，100人以下工厂按实
际情况办理。参加军训的武装纠察队员

一律蓝布制服，束皮带，制服上佩有白
底黑字的纠察队员符号。队长还佩武装

带，队长和队员十分神气。每天清晨 4

时吹号起身，在古戏台前的天井内、广

场上认真操练，6时吃早饭，夜晚轮流值
班。还要上政治课、军事课，每天过着有

组织、有纪律的集体生活。

如今的笑声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

古戏台走过了那段峥嵘岁月，如今时逢

其盛，7月，一台台讲述再现革命精神的
传统戏曲在古戏台上唱响，“我们希望借

此让观众感受红色经典的艺术魅力，也
为庆贺建党一百周年锦上添花。”张玉艳

说，“我们在古戏台上听到了《红灯记》为

代表的传统红色戏曲经典，也听到了小
朋友们带来的朗诵节目《赞歌》，孩子们

用真挚而又投入的表演，流淌出对党的
热爱，对幸福生活的珍惜，对成为一名为

祖国发展奋斗者的信念与憧憬。”
戏迷们走进这片古戏台，一边听

戏，一边也听着张玉艳介绍着这座超过
百年的古戏台：“三山会馆是沪上一座

保存完好的晚清会馆建筑，始建于 1909

年。古戏台是整幢建筑的经典之笔，顶

部喇叭型藻井，自上而下，镂雕着百鸟
朝阳、八仙吉祥、五福拱寿和旧时上海

城墙的模型。戏台四周刻有上海城墙模
型，还有凤穿牡丹、鱼龙戏珠等木雕图

案。古戏台为中国传统榫卯结构，设计
科学、工艺精湛，使这个旧时唱戏时的

共鸣箱成了极其珍贵的艺术品，达到了
实用与美的和谐。当然，这座建筑也是

上海唯一保存下来的上海工人第三次
武装起义纪念地……”

如今，我们在古戏台前欢聚一堂，
在欢笑与戏曲中重温经典，去感受先辈

们在黑暗中的抗

争与坚守，去体

悟今日成就的伟
大，百年的历史

烟尘中，总有一
种信仰在传承，

总有一盏红灯在
闪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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