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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8月，陈独秀任书记，杨明斋、李汉俊、李达、沈雁冰、邵力子等人为成员

的中国共产党发起组（以下简称“发起组”）”在上海成立。当时，黄浦江两岸人才

汇集，各种学术观点纷呈，文化思潮活跃，全国各地追求进步青年纷纷前来，渴望

吸纳新知识、接触新思想。李达晚年时回忆说：“五四运动后，湖南、湖北、安徽、四

川等地有不少青年对旧社会不满，要求思想解放。这些青年都有一股朝气，想干

革命工作，想谋出路，许多人脱离了家庭和学校，来到上海。”

为培养、团结各地来沪的进步青年，给他们提供学习、发展的场所，“发起组”

决定利用上海外国租界密布、多种语言汇聚的条件，创办一家外国语学校，以公开

授课为掩护，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秘密开展革命活动。

1920年9月28日，邵力子主持的上海《民国日报》登载《外国语学社（以下简称

“学社”）招生广告》：“本学社拟分设英、法、俄、日语各班，现已成立英、俄、日语三

班。除星期日外每班每日授课一小时，文法课本由华人教授，读音会话由外国人

教授……报名费一元；学费每月二元。名额无多，有志学习外国语者，请速向法界

‘霞飞路新渔阳里六号’本社报名。”当时，“霞飞路新渔阳里六号”还驻有杨明斋创

办的“中俄通信社”，主要任务是用电报向莫斯科“共产国际”总部传递中国革命消

息，也接收“共产国际”电传十月革命后苏联各方面的真实情况，在中国共产党发

起组创办的《劳动界》周刊，上海《民国日报》等报刊登载。“学社”招生广告虽称对

学员收费，但由“发起组”成员和进步团体推荐的学员都一律免费，如：毛泽东以

“新民学会”名义推荐的湖南学员任弼时、萧劲光等，陈独秀介绍的安徽学员吴葆

萼、蒋光慈等，陈望道介绍的汪寿华、华林等。

1920年11月20日，“学社”正式开班，杨明斋任校长，李达、李汉俊、沈雁冰等

分别教授法、英、日语，杨明斋和“共产国际”小组成员库兹涅佐娃讲授俄语。“学

社”除提供外语教材，还把《马克思资本论入门》《共产党宣言》作为必学课本。萧

劲光晚年回忆说：“我读的第一本马克思的书就是外国语学社发的《共产党宣言》，

当时读起来很费解，尽管字都认得，但好些术语不明白。书是陈望道翻译的，马列

主义课也由他主讲，每个星期日讲一课。”学员们除了半天上课、半天自修或做工，

还要帮助“中俄通信社”抄写、油印、校对文稿，为《劳动界》周刊撰写稿件，柯庆施、

陈为人、卜士奇等20多位学员先后发表了《失业问题与社会主义》《黄包车夫拉车

吐血》等呼吁改变不平等的社会现状、关注劳苦大众的文章30多篇。他们同时也

组织、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党的“一大”代表包惠僧在《党的“一大”前后》一文回忆

说：“当时党的一些公开或半公开的集会，如：李卜克内西、卢森堡纪念会，纪念‘五

一’劳动节、马克思诞辰、‘三八’妇女节等集会都是在‘外国语学社’举行的。”

1921年2月，陈独秀得知苏联将创办“莫斯科东方大学”，他立即与“共产国际”

取得联系，希望接收中国学员入学，同时委托杨明斋在“学社”选拔学员，准备赴莫

斯科学习。从1921年4月到7月，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萧劲光等30多名学员，

在“共产国际”的协调下，先后分3批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

四

1926年，随着北伐顺利进军，工农运动

蓬勃发展，国民党新右派相继制造中山舰

事件、整理党务案等事件，刻意制造摩擦，

排挤打击共产党人。1927 年初，甘肃的国

共统一战线面临严重的危机，国民党右派

极力排斥共产党员的革命活动，最终导致

了公开对抗的“皖江会馆械斗事件”爆发，

中共甘肃特支遭到反动当局破坏，特支书

记张一悟等同志身份暴露，遭到了当局通

缉，特支工作陷入瘫痪。同时，国民党甘肃

党部右派与左派斗争激烈，国民党在甘肃

的党务工作亦陷于混乱。

1月底，中共陕甘区委通过时任国民联

军政治部主任的共产党员刘伯坚派保至善

以“西北政治委员会特派甘肃省党部党务

委员”的身份到甘肃整顿党务，伺机重建党

的组织。同他一起前往的还有在西北“国

民联军”总政治部工作的胡廷珍、在西安暑

期学校任教的马凌山和王孝锡三名共产党

员以及马凌山的表弟、进步青年雷鸣夏（雷

伟哉）。2 月初，保至善一行 5 人雇了两辆

马车从西安启程。当时春节刚过，尚是冬

天，一路上冰天雪地，行走困难。特别是过

六盘山时，山路陡峭，即使空马车也只能在

中午冰消雪融之时才能走一阵，人不得不

在冰雪泥泞中步行。这一走就是二十多

天，直到 2 月底 5 人才到达兰州，住进了国

民党甘肃省党部，并迅速与中共甘肃特支

书记张一悟取得联系。

1927年 3月的一个晚上，兰州地区的中

共党员齐聚贤后街十六号租赁的三间堂屋

内开会。会议由甘肃特支书记张一悟主

持，他分别介绍了保至善、胡廷珍、马凌山、

王孝锡，并说明了四人的来意。胡廷珍代

表四人谈了整理党务的意见：“在路线方

面，我们要坚持与国民党左派作团结合作，

反对分裂，但是要同国民党右派作坚决的

斗争。因为右派反俄反共，是反动派，不能

代表革命人民的利益，所以要和他们作斗

争，孤立他们。为了解决党务纠纷，拟将两

个市党部全部解散，重新进行登记，要使右

派在登记中失败；动员各厅局机关负责人

带头集体加入国民党，选出兰州市的执行

委员会；拟以国民党左派的身份，成立国民

党甘肃省党部。对这个权力机构，一定要

把领导权掌握在国民党左派手里，同时，要

很快的把广大群众组织起来，成立农民协

会、各行业工会、妇女协会、青年社……现

在国共合作，形势很好，北伐军占领武昌、

南昌后，工人群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收回

了汉口九江等英租界，革命势力已经发展

到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人民革命取得了

辉煌的胜利。在宣传方面，既要宣传共产

主义，也要宣传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大量发

行进步书籍报刊。”会议开到深夜才结

束。保至善、胡廷珍、马凌山、王孝锡四

人的到来，使兰州的党员欢欣鼓舞。在中

共陕甘区委的领导和指示下，他们确定了

当时的工作任务，进一步明确了斗争的目

标和方向。

目标既定，保至善四人便迅速着手整

顿国民党甘肃党务。为了迅速打开工作局

面，努力排除国民党右派的干扰和破坏，整

顿工作先从兰州市党部开始。很快新旧两

个市党部的牌子被取下，同时解散，所有党

员重新进行登记。在登记过程中，国民党

右派分子大多被淘汰，各厅局的公务人员

在厅局长带领下集体加入国民党，在此基

础上选举产生了国民党兰州市党部执行委

员会。在整顿兰州市党部的有利形势下，

又进一步成立了国民党甘肃省党部，时胡

廷珍任组织部长，马凌山任宣传部长，保至

善任农工部长，王孝锡任青年部长，陈仲弢

（共产党员）任妇女部长，其他各部由国民

党左派人士任职。另吸收了一批进步青

年、工人和农民代表加入省党部，保证了国

民党甘肃省党部成为一个以共产党为领导

核心的具有革命性的党部。省市党部成立

后，对内每周都要召开会议，介绍革命形

势，研究当前开展的工作。对外则印发各

类革命传单和文件，组织群众集会，宣传革

命道理，启发群众思想觉悟，在保至善等共

产党人的领导下，在推动兰州农民运动蓬

勃发展，掀起反帝爱国运动高潮、宣传革命

思想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了适应新形势下革命斗争的需要，

保证和加强党对革命运动的领导，针对中

共甘肃特别支部领导机构不健全的实际问

题，1927年 4月 17日，中共兰州特别支部(简
称兰州特支)成立大会在下沟召开。参加会

议的有胡廷珍、王孝锡、马凌山、保至善、张

一悟、贾宗周、王陶、姜屏周、韩芝惠、谈仲

瑜、邱纪明等共产党员。会议宣布成立中

共兰州特别支部，由胡廷珍任书记，王孝锡

负责组织工作、马凌山负责宣传工作，保至

善负责农工工作。会上，保至善等人都依

次发表了讲话。中共兰州特支的建立预示

着兰州地区的共产党员和广大人民群众在

经历了党组织一度不健全的困难时期后又

有了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集体，同时也代

表党的工作的恢复。新建立的兰州特别支

部联合国民党左派等进步势力，广泛发动

群众，开展各种革命活动，使兰州地区的反

帝反封建革命运动蓬勃发展，党的组织也

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不断壮大。

同月，兰州特支在下沟 9号召开秘密党

员及积极分子工作会议。参会的有农民、

商人、学生等农工学商各界代表 30 多人。

会议由保至善主持并作报考，重点强调了

开会的意义，保至善说：“……现在敌人已

磨刀霍霍，向全国劳动者动手了。我们致

力于国民革命，不能坐待灭亡，必须趁早相

应的准备，参加战斗。说到党的组织工作，

这极为重要，和打仗一样，欲想打胜仗，必

须订出正确作战方案，统帅部这调兵遗

将，后勤部保障军需，司令发号施令，才能

得心应手打大胜仗……”之后，胡廷珍又

作了半年工作报告，布置新的斗争方法。

他们二人的发言引起了代表们的热烈讨

论。在散会之前，保至善和代表们一起哑

唱国际歌，无声更胜有声的力量在每一个

人的心中荡漾。

新成立的兰州特支通过国民党甘肃省

党部大力宣传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

工”的三大政策，努力提高群众的思想觉悟，

组织建立群众性的革命团体。不久，青年

社、妇女会等群众组织纷纷成立，并以兰州

女师为集中点开展活动，保至善和特支的主

要成员有时间就去给学生们讲课，与同学们

座谈。保至善就曾在女师刚进大门第二院

的一个坐南向北的教室里，和女教员们谈

论民主与科学等问题，当他给大家讲到“德

谟克拉西”时，还有人要他解释这个名词。

青年社和妇女会的建立，调动了兰州广大

青年和妇女的革命热情。并且在城市的各

个工厂之中，保至善领导的工会组织也迅

速发展。（连载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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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原三处杜甫草堂

杜甫一生游历栖身之地，散布于全国各地的杜甫草堂大约有40
座之多。从有关典籍和地方志可知，陇右地区最著名的杜甫草堂有

天水东柯谷杜甫草堂、成县杜甫草堂和徽县栗亭草堂。

天水东柯谷杜甫草堂,位于天水市麦积区甘泉镇柳河村。据史

载始建于北宋哲宗绍圣（1094—1097）年间。明代崇祯末年(1644年)
毁于兵火后重建。同治七年(1868年)再遭兵毁，毁坏殆尽，之后又加

修葺。据《陇上杜祠知多少》载，东柯杜甫祠为秦、陇、蜀、荆、楚、豫等

所有纪念杜甫祠中修建最早的一座，可谓天下第一草堂，因此宋代以

后被列为天水十大名胜之一。

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年）爆发了安史之乱，为避战乱，杜甫于

唐肃宗乾元二年来到了秦州东柯谷，在侄儿杜佐住所之旁结草芦以

寄迹，种花木以埋踪，并将此地曾看作是理想的避乱隐居的“桃花

源”。诗人在秦州期间所作的《陇右纪行诗》大多是在东柯草堂的作

品。当地流传至今的民谣说九股松、八股槐、杜甫草堂、砚瓦台。长

期以来，草堂所在地柳家河称子美村，学校称子美小学，把旁边的千

年老槐——八股槐，称子美槐。

杜甫寓居天水期间，用大量的诗篇描绘了独特的陇右自然风貌，

记述了特定历史时代的人文景观，呈现出了显明的地域文化色彩。

《山寺》一诗，是古代诗人中最早咏写麦积山的诗作“野寺残僧少，山

圆细路高。麝香眠石竹，鹦鹉啄金桃。乱水通人过，悬崖置屋牢。上

方重阁晚，百里见秋毫”。秦州胜景南郭寺则借助杜甫的诗作名扬四

方，不少人就是吟诵着“山头南郭寺，水号北流泉。老树空庭得，清渠

一邑传”走进陇右的。东柯谷是天水文化发源地之一。“东柯好崖谷,
不与众峰同。采药吾将老,儿童未遣闻。”杜甫曾乘船前往东柯谷，途

中，意将其地视为陶潜所记之桃源胜地，盖欲卜居其处。

成县杜甫草堂，又称杜公祠，座落于县城东南3.5公里处的飞龙

峡口，是一组纪念唐代伟大诗人杜甫流寓同谷的祠堂式建筑，也是国

内现存三十七处“草堂”中历史最久的一处。

唐肃宗乾元二年(759年)的深秋，安史之乱战火正炽，诗人杜甫

从华州弃官西行，经长安，到达秦州。阴历10月间，他又冒着“天寒

霜雪繁”，挈妇将雏，辗转来到当时的同谷(今成县飞龙峡)。诗人在飞

龙峡的西岸选择了一处背青山巨岩，面对峡谷山峰，避见向阳的山坡

地，营建了简陋的栖身草堂。在同谷的一月多时间内，诗人“亲自负

薪采松，拾橡为生，儿女饿殍者数人”。在严峻的生活考验面前，诗人

先后创作了《龙门镇》《石龛》《积草岭》《泥功山》《风凰台》《万丈潭》

《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发同谷县》等十几首诗作。尤以《凤

凰台》和《同谷七歌》为最，与“三吏”“三别”争辉。同年冬11月初，诗

人取道东南由栗亭、木皮岭、自沙渡一线，开始了向“喧然名都

会”——成都的艰难跋涉。唐懿宗咸通十四年(872年)，成州刺史赵

鸿在五律《杜甫同谷茅茨》中写道：“工部栖迟后，邻家大半无。青羌

迷道路，白社宗杯盂。大雅何人继，全坐此地孤。孤云飞鸟什，空勒

旧山隅。”说明当时故居遗迹尚存。宋微宗宣和五年(1123年)，“秀才

赵惟恭捐地五亩，县令涑水郭慥始立祠。使来者美其山川，而礼其

像，忠其文”，在杜甫故居的遗址上重修了一座祠堂。乾隆六年（1741
年）记载：“子美草堂在飞龙峡口，山带水环，霞飞雾落，清丽可人，唐

乾元中子美避难居此，作草亭，有同谷七歌及凤凰台诸诗，后人感其

高风，即其址祠祀之”。后来经过宋、明、清，民国年间几次修建和补

茸，草堂才逐步美轮美奂，初见规模。现在草堂内还留存有南宋光宗

绍熙四年宇文子震刻写的诗碑，明世宗嘉靖九年和十九年立的两座

诗碑，及明神宗万历四十七年立的《重修杜少陵祠记》碑石等十多处。

成县杜甫草堂

徽县栗亭杜甫草堂位于栗亭川，唐代属同谷县所辖之栗亭镇。

栗亭河纵贯南北，两岸地势平坦，良田广布。史称此地“山出珍果野

蜜、地产薯芋稻粱”，为陇右不可多得的富庶地域。杜甫早在寓秦期

间就已把此地想像成了“虽伤旅途远，庶遂平生游”《发秦州》的一方

乐土。栗亭川距同谷不过一日行程，杜甫一家从同谷东行，经店村、

横川而至栗亭。栗亭于元至元六年(公元1264年)归入徽州，今属徽

县栗川乡辖地。杜公村在今徽县城西40里的栗川乡杜公行政村，徽

成县间公路穿村而过。杜甫钓台位于杜公村南5里的木皮岭下元观

峡内，有一如屋巨石，石面平坦如席，依山傍潭，石面上有一个人的臀

部印迹和一对清晰的脚窝印迹。后人为记其事，在对岸石崖上呈丁

字形凿刻了“宛在中央，少陵钓台”八个楷书大字。

杜甫在北宋时期受到文人学士的普遍尊重，陇右地区的这三处

杜甫草堂修建的年代都集中在北宋的哲宗、徽宗两朝期间。历经千

年的时代沧桑，目前这三处草堂中规模最大的是成县草堂，小具规模

的是东柯草堂，而片瓦无存仅留痕迹的是徽县栗亭草堂。徽县栗亭

草堂在陇右地区的杜甫纪念祠堂里是出现最早的，但现状是最令人

惋惜的。

□ 刘志宏刘志宏
清乾隆皇帝不但在宫中

设置内务府造办处，还制作

了大量精美的传世文物，尤

其喜欢为陶瓷、玉器及文房

器具等题诗，其中有一首对

定窑烧造的瓷器发出啧啧称

赞：“古香古色雅宜心，宋定

名陶器足珍。质韫珠光堪作

鉴，纹镂花鸟具传神。擎来

掌上掬明月，题向诗中证旧

因。盛得朱樱千万颗，满盘琥珀为生辉。”

武汉博物馆收藏有一件宋代定窑烧造的白釉弦纹三足

炉，筒体，平底，马蹄形三足外撇。定窑作为宋代六大窑系之

一，是继唐代的邢窑白瓷之后兴起的一大瓷窑体系，有“中国

北方白瓷中心”之说，素以生产白釉瓷著称，兼烧黑釉、酱釉

和绿釉瓷，文献分别称之为“黑定”“紫定”和“绿定”。宋哲宗

元祐八年（1093 年），北宋大文豪苏东坡出任定州知州时期，

亦极其喜爱定窑瓷，以“定州花瓷琢红玉”来赞美定窑瓷的绚

丽多彩。定窑所烧白釉瓷胎土细腻，成品胎质白而有光，观

之色如玉，敲之声如磬，纹饰秀美，刻花奔逸，温润恬静。“定

州花瓷瓯，颜色天下白。”元人刘祁在《归潜志》中赞美的，即

是定窑烧造的白釉瓷。

焚香、烹茶、插花、挂画为宋代四艺，其中熏香除了除臭、

驱虫、避秽、防疾之外，还成为文人官绅的雅物，即便是闲坐

或小寐，亦要焚香于室。无论是书斋雅舍，还是轩阁凉亭，处

处熏香清悠，为生活增添几分情趣。宋代诗人周紫芝笔下的

“梦断午窗花影转，小炉犹有睡时烟”，就是宋代焚香大盛的

写照，以至于焚香的瓷炉在当时得到大量生产。定窑生产的

瓷器器形多是碗、盘、枕、炉、盂等日用生活器皿，其他种类器

极少。

这件定窑白釉弦纹三足炉胎质坚致，通体施白釉，釉色

牙白，釉泽莹润，具有定窑产品典型的特点。此炉以定窑发

明的覆烧法烧制而成，造型简朴，端庄优美，是宋代定窑烧制

的一件精品。1960 年长沙杨家山南宋夫妇合葬砖室墓出土

了一件定窑白釉弦纹三足炉（收藏于湖南省博物馆），另外在

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天津

艺术博物馆、瑞典亚洲博物馆和美国波士顿美术馆等处，都

有同类型的定窑白釉弦纹三足炉入藏，可见宋代定窑烧造了

一定数量的此种瓷器。宋代定窑能从民窑跻身于烧制宫廷

用瓷的名窑行列，其工艺的先进和技法的精湛，从这件器物

上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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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创办的第一个外国语学习机构中共创办的第一个外国语学习机构
□□ 周文洋周文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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