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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从革命老区小甸出发
9月24日，骤雨初晴，天高云淡。寿县

革命先烈纪念碑在碧空中显得更加巍峨。
上午9时，小甸集特支成立 100周年纪念活
动之一“星火探寻”活动在小甸集特支纪念
馆启动。“星火探寻团”由寿县县委组织部、
县委宣传部、县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寿
县融媒体中心和小甸镇党委政府组成，县
委常委、组织部长洪毅然出席“星火探寻
团”发车仪式，并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为

“星火探寻团”授旗。
1919 年五四运动爆发后，马克思主义

广泛传播，先进分子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科学真理中寻找到了解决中国问题的出
路。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伴随着新
民主主义革命的大潮，小甸集成为我党早
期革命史中的“红色重镇”。1929 年 5 月 9
日，寿县县委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指出：

“寿县在民国十一年，就有二三同志的组
织，当时是党的婴儿的时候。”

1923 年冬，曹蕴真、薛卓汉、徐梦秋等
根据上海大学党组织的指示，接受在寿县
发展党组织的任务，从上海返回寿县家
乡。他们把进步的教师、学生和农民组织
起来，利用学生会、农会等组织借各种节假
日，做宣传发动工作，集会讲演革命道理，
指出劳动大众受苦受难的根源和奋斗的方
向，要大家树立起自主、进步、科学的精
神。是年冬，先后介绍上海大学学生方运
炽、小甸集小学校长曹练白和在宣城省立
第四师范读书的陈允常等人入党。随着党
员人数的增多，革命队伍的壮大，在寿县地
区建立党组织的条件已经成熟。1923年冬
于小甸集小学召开全体党员会议，在煤油
灯下，在绣有镰刀、铁锤的旗帜下，大家举
起拳头宣誓：时刻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
一切，永不叛党。庄严宣布安徽农村第一
个党的组织——中共寿县小甸集特别支部
成立，特支书记曹蕴真。特支直属党中央
领导，并设有“交通”，负责上下来往的通
讯。

特支成立后，以瓦埠、李山庙小学、小
甸集为阵地，党员以教书为掩护，从事革命
活动。曹蕴真、徐梦秋在瓦埠小学教书；薛
卓汉、方运炽在小甸小学任教。党中央不
断给特支指示，还经常邮寄《新青年》《中国
青年》等革命刊物和马列书籍。党中央的
指示有时利用夹层纸的旧小说书翻过来写
好后再翻回重新装订，有的用米汤书写，都
由“交通”传递。当时党中央指示的主要任
务是：对内发展党员，对外建立农会、妇会、
商会等群众组织，领导群众进行反帝反封
建斗争。

中共小甸集“特支”的成立，开创了安
徽早期革命运动的先河，从此，寿县地区乃
至安徽的革命斗争有了我党的活动中心和

领导力量，为后期党组织的创建和发展起
到引领和示范作用，鄂豫皖苏区“二十八年
红旗不倒”就有小甸集特支的贡献，在安徽
党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

洪毅然表示，今年时值中共小甸集特
支成立100周年，这是寿县乃至安徽省党史
教育的一件大事。怀揣初心使命，肩挑历
史记忆，追寻寿县早期共产党人的奋斗脚
步，去探寻先辈们一路播撒下的簇簇革命
烈焰踪迹，意义重大，使命光荣。

他说，忘记历史意味着背叛，铭记历史
才能勇毅前行。组建“星火探寻团”，就是
要重走先辈革命之路，追寻他们抛头颅、洒
热血的万丈革命豪情，追忆他们求真理、立
初心的英雄事迹，走进历史去发掘收集烽
火档案，进一步丰富完善中共小甸集特支
党史资料，赓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
在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中坚守初心、勇担使
命。

当天上午 10 时，写着“星火探寻 小甸
出发”8个大字的车子，满载寿县党组织和
家乡人民的重托，缓缓驶出小甸集特支纪
念馆，向上海进发。

上海大学：从红色学府校史墙上寻找
英雄的名讳

9月25日上午，“星火探寻团”的成员们
不顾一路辛劳，在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
院余浩然老师引荐下，开始了在上海大学
的探寻活动。

1922年10月23日成立的上海大学，是
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正规大学。学校
克服种种困难，艰难办学，吸引四方热血青
年影从云集，为中国革命和建设汇聚、培养
了一大批杰出人才，赢得了“文有上大，武
有黄埔”“北有五四时期的北大，南有五卅
时期的上大”的美誉。1923 年秋，薛卓汉、
方运炽、曹蕴真、徐梦秋等人中学毕业后转
入上海大学读书。因为革命工作需要，在
上海大学的寿县青年大多没有毕业就离开
学校，只有少数人毕业。

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大学践行“养成
建国人才，促进文化事业”的办学宗旨，成
就瞩目，英才济济。他们中有党和国家领
导人，有为国捐躯的烈士，有著名的社会活
动家，有一流的学者、作家、剧作家、诗人
等，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社会科学研
究、自然科学普及等方面作出了杰出的贡
献。

以瞿秋白、邓中夏、蔡和森、张太雷、恽
代英、高语罕等为代表的“红色教授”则积
极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使上海大学成为
革命青年向往的“东南革命最高学府”。

在上海大学党委宣传部、档案馆等部
门支持下，“星火探寻团”邀请上海有关专
家学者，共举办两场交流座谈会，并参观了
学校图书馆展陈，查阅了档案馆资料，收集

到大量寿县早期革命史的佐证资料，“星火
探寻”达到预期效果。

在上海大学校史室外展区“溯园”的师
生名录中，我们看到了教员高语罕的名字，
看到了曹蕴真、薛卓汉、薛卓江、徐梦秋、徐
梦周、方运炽、方曙霞的名字。在名录的稍
后地方位置，我们看到了旁听生曹渊的名
字。这些学子大多家境优渥，衣食无忧，他
们完全可以过着闲适的生活，却为了拯救
水深火热中的劳苦大众，寻找救国救民的
真理，从上海大学走出，去传播真理，发动
群众，开展斗争……方运炽烈士在“瓦埠暴
动”中带头扒了自家的粮食，曹渊烈士在北
伐战争中，英勇杀敌，喋血武昌城头，被誉
为“模范的革命军人”、为新中国作出杰出
贡献的100人之一。他们的英勇事迹值得
人们永远缅怀和铭记。

在上海大学校史馆，我们再一次看到
高语罕的名字。1921年1月，高语罕已成为
中共早期建党骨干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筹
建者之一，他把在芜湖五中、工读学校等校
的讲义编纂成《白话书信》，由上海亚东图
书馆出版，与《尝试集》《独秀文存》齐名，成
为宣传新文化运动的又一力作。次年8月，
高语罕参加完中共“二大”，受党组织派遣
留学德国。在哥廷根大学，他一边读书，一
边从事党的工作，与张申府等人一起组建
中共旅欧总支部。在《九死一生记》中，他
回忆道:“朱德、章伯钧等人加入共产党和国
民党，皆经我一手包办。”他是上海大学派
往黄埔军校的政治教官，所有的教官都有
图片资料，只有高语罕没有，这不能不说是
一个缺憾。

在上海大学校史室外展区“溯园”附
近，“星火探寻团”的同志和上海大学的同
志共同从红色学府的土地上挥锹铲土，装
入瓶中，准备带回小甸集特支纪念馆，种植
一棵“上海大学树”，让上海大学的精神与
小甸集特支的精神成为共同的精神力量。

9月26日，是“星火探寻团”在上海探寻
的第二天。根据安排，我们来到位于上海
市黄浦区兴业路的中共一大旧址参观，大
家都抑制不住心中的激动，纷纷在旧址前
留影。在入党宣誓大厅，我们在一位老年
志愿者的引导下，重温了入党誓词。有意
思的是，志愿者老同志曾经作为下放知青，
下放到寿县双庙集镇锻炼过，听到寿县乡
音感到很亲切。得知第二故乡寿县脱了
贫，瓦埠湖大桥沟通南北，老人也很欣慰。

随后，在讲解员的引导下，“星火探寻
团”的同志重温了中国共产党从石库门到
天安门28年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感受改
革开放和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社会发生的
巨大变化，坚定了永远跟党走、奋进新征程
的决心和信念。

发现·铭记·传承

赵鸿冰

—— 中共小甸集特支成立100 周年寿县早期共产党员奋斗足迹探寻纪实

2023 年 12 月，中共小甸集特支成立将迎来 100 周年。为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赓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始终保

持革命者的奋斗精神，激励全县人民迈进新征程、奋进新时代的精气神，寿县县委、县政府组织了系列纪念活动，编辑出版《小

甸百年》，拍摄音乐MV《走向纪念碑》，举行“星火探寻”、纪念大会等活动，把纪念活动推向高潮。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