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章秋阳是著名爱国民主先驱，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章乃器的三弟。相比其二哥章乃器，
章秋阳的革命功绩却很少为人所知，特别是其作为中共早期工人运动领导者，以及与陈云、
周恩来等革命领袖的交往更是鲜有人知。

章秋阳出生于 1901 年，青田县小源（现东源）人，比章乃器小四岁，别名乃起，字郁庵。
少年时，其聪明勤奋不让两位兄长。章秋阳后考入浙江省立工业专科学校。在校期间，他思
想进步，成绩优异，因反对校方的不当教学方法，与进步同学发起学潮，而被校方开除。不得
已只身闯上海，得二哥章乃器之助，投考上海商务印书馆，录取为校对学徒工。

责任编辑 陈建东 版面设计 蒋巧巧

■热线电话：2121110 ■文字信箱：ojtk@sina.com

丽 水 文 史
LI SHUI WEN SHI 32022 年 4 月 18 日 星期一

本版由丽水市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及丽水日报社共同主办

 


















































丽水籍早期中共党员章秋阳革命事迹追记

■周

率

结识陈云，领导上海工人运动

1922 年，章秋阳（时用名为章郁庵）进入上海商务印书
馆虹口发行所当营业员，与同事陈云（时名廖程云，无产阶
级革命家、政治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社会主义经
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成为好友，并深受陈云的革
命思想影响。在 1925 年左右，恽雨棠、陈云、章秋阳、徐新
之、薛兆圣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隶属上海商务印书馆编
译所党支部，支部书记是董亦湘，后由沈雁冰（茅盾）担任。
章秋阳和陈云一起在商务印书馆发行所秘密建立发行所党
支部后，陈云、章秋阳、徐新之先后担任过党支部书记。关
于这段历史，陈云是这样回忆的：“1925 年 9 月至 1926 年的
前一段时间，党的支部书记是沈雁冰。那时发行所党员少，
与编译所的党员合在一个支部，在沈雁冰家内开支部会时，
只有章郁庵（章秋阳）和我参加。1926 年后一段时间，商务
发行所单独成立支部，支部书记是谁？我记得似乎是章郁
庵(他兼上海店员工会主任)。”

在陈云和章秋阳等人领导下，商务印书馆发行所党支
部组织党团员和群众参加了“五卅”反帝爱国运动，进行罢
工、上街游行示威等斗争。

1925 年 8 月和 12 月，商务印书馆的工人组织发动了两
次经济斗争大罢工。1925 年 8 月 21 日晚，陈云主持在上海
大学附属中学召开党团员、工会执行委员和积极分子会
议。会议通过了罢工宣言和复工条件等文件，选举 15 人组
成临时委员会，陈云任委员长，章秋阳为临时委员。陈云又
主持召开发行所职工大会，由章秋阳报告“五卅”惨案经过，
会场上群情激奋，纷纷要求举行罢工斗争。大会因势利导，
成立职工筹备会。会后，陈云以职工筹备会名义，再去联络
商务印书馆印刷所和编译所的职工，很快得到广大工友的
响应。

为统一罢工行动，8 月 25 日，商务印书馆发行所、印刷
所、编译所、总务处的代表组织成立罢工中央委员会，选举
罢工中央委员会委员 13人，章秋阳为委员之一。

在上级党组织、上海总工会、全国学生总会和上海学生
联合会的支持与声援下，经过斗争，商务印书馆工人的罢工
取得了胜利，资本家不得不承认了工人组织的工会，派出代
表和工人代表谈判。答应了保障工人政治权利，增加工人
工资，改善病残医疗等条件。9 月 1 日，商务印书馆发行所
职工会成立，选举职工会执行委员，通过职工会章程，在罢
工斗争中表现突出的陈云、章秋阳等 11位同志，赢得了广大
工人的信任和拥戴，被选为商务印书馆发行所职工会第一
届执行委员。

在罢工胜利后，商务印书馆发行所党支部在陈云、章秋
阳等人的领导下，成立了工会，出版不定期刊物《职工》，并
在上海大学、上海大学附中、尚公小学、华兴坊店联、东方图
书馆四楼等处创办夜校，为职工上政治课、文化课。

商务印书馆有工人四千多人，职工的文化素质和政治
觉悟较高，在 1925 年“五卅”运动中表现出了高度的爱国热
忱和英勇的斗争精神，成为上海党组织开展工人运动的一
个重要场所。商务印书馆党组织和工会是中共江浙区委和
上海总工会领导下具有坚强战斗力的党组织和工会之一。

为壮大上海工人组织，上级党组织指定由商务印书
馆发行所党支部派出同志去开展店员工作，章秋阳被任
命为上海店员总工会委员长、党团书记。章秋阳在工作
中实事求是，注重调查研究，讲究斗争策略，争取了不少
中小资本家对工会的支持。在店员总工会领导下，南货、
中药、估衣、煤炭、百货、米业、烟杂、典当等行业，都分别
成立了行业工人工会，并酝酿举行罢工。为扩大工会力
量，加紧准备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做好迎接北伐军的准
备，陈云、章秋阳商议决定把工作重点放在组织发动上海
最繁华的南京路上的先施、永安、新新、丽华四大百货公
司工人罢工。

1926 年冬（约农历十一月间），趁这几家大百货公司大
减价前几天，先施、永安两家百货公司工人举行罢工，上海
总工会发动各产业工会声援。不久，罢工取得了胜利，四大
百货公司广大职工发动组织成立了工会，建立了党的组织。

1926年秋至 1927年春，为配合北伐战争，中共中央和上
海区委发动组织上海工人，连续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在工
人武装与北洋军阀浴血奋战的同时，全市广大工人、店员以
罢工、罢市来声援起义斗争。2月 22日，上海市民临时革命
委员会正式成立，章秋阳担任委员。不久，章秋阳作为上海
特别市市民代表，参与筹备市民代表会议和成立上海特别
市临时政府的工作。他又和陈云同志一起出席了中共江浙
区委在杨树浦英电俱乐部召开的“暴动准备会议”。同时，
章秋阳还奉党组织的命令兼任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商人
部部长。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时，北伐军已进抵上
海龙华地区，北伐军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却按兵不动，
企图坐收工人与军阀在战斗中同归于尽之利。周恩来命章
秋阳以工人代表团名义去会见白崇禧，利用章秋阳的大哥
章培和白崇禧是保定军官学校同班同学的关系，说明上海
工人罢工和起义的意义，敦促北伐军立即向北站进军，从而
加快了北洋军阀在上海的溃败。

利用特殊关系，坚持党的地下工作

1927年 4月，蒋介石背叛革命，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
变，革命军民惨遭屠杀，党的工作转入地下。5月，章秋阳与
毛泽东、周恩来、陈独秀等 197 名共产党员被列入国民党的

“共党要犯”通缉名单。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章秋阳接受上
级党的指派，奔波各地，从事党的秘密工作。此时，其二哥
章乃器担任浙江实业银行襄理、营业部主任，大哥章培任浙
江省防军参谋长兼保安团长，陈云和章秋阳经常以章乃器
和章培的社会地位作掩护，从事地下活动。章秋阳经请示
中共江浙区委书记罗亦农和组织部长赵世炎同意，到国民
党军队去搞策反工作。经大哥章培安排，章秋阳担任了保
安团军需官，秘密活动于宁波、绍兴地区，接济有生活困难
的革命同志，并设法保护了一批中共党员。后因其秘密革
命活动被敌人所侦知，章秋阳在长兄章培帮助下逃出绍兴
来到杭州，并将名字由章郁庵易名为章秋阳，在二哥章乃器
的帮助下，成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经纪人，继续从事党的地
下革命活动。

当时，中共中央特科在上海保存有大量党的经费，但这
些经费的收支和周转的安全保密成为一大难题，于是，党组
织通过章秋阳多次把由中央苏区运来的金银交由章乃器，
再由他通过银行换成可以正常流通的法币。由于章乃器的
社会地位和章秋阳的谨慎，这些活动从未有过失误。

1933 年，陈云、潘汉年先后离开上海前往江西中央苏
区。1935年遵义会议后，陈云、潘汉年奉命先后秘密离开红
军长征队伍，到上海恢复党的组织，并设法重新接通因长征
而与共产国际中断了的联系，陈云、潘汉年约定把章秋阳列
为在上海的联络人。

1935年 7月初，陈云几经周折终于抵达上海。但此时的
上海不仅白色恐怖更加严重，而且中共上海中央局接连遭
到三次大的破坏，损失十分严重，一时间难以接上关系。陈
云只好先去找老朋友章乃器。通过章乃器联系上了章秋
阳，并与党组织接上了关系。章秋阳立即将陈云转移到法
租界霞飞路（今淮海中路）358弄尚贤坊 21号自己家中。不
料有一天，陈云与一位来找章秋阳的人不期而遇，这个人原
来也是商务印书馆的党员，与陈云相识。为了安全起见，章
秋阳马上安排陈云更换了住处，移至英租界山西北路老泰
安里章秋阳妻子唐文云家中。

经章秋阳联系，陈云见到了上海临时中央局的同志，了
解了上海党组织的情况，又通过潘汉年的堂弟潘渭年与潘
汉年取得联系。同时，章秋阳又帮他找到了杨之华（瞿秋白
夫人）和何实嗣（何叔衡之女），她们与共产国际驻沪联络员

有联系。不久潘汉年来沪，由于上海形势险恶，无法开展工
作，经商议决定北上。陈云、陈潭秋、杨之华等乘坐苏联货
轮经海参崴赴莫斯科，潘汉年随后也前往苏联。

1936 年 11 月 18 日傍晚，一位曾和方志敏同牢的囚友，
受方志敏之托，将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手稿送到章乃器
家，委托转交党组织。11月 23日，章乃器被捕，妻子胡子婴
怕敌人抄家，为保护方志敏烈士的手稿，她打电话联系宋庆
龄，并取出手稿交给章秋阳，由章秋阳深夜乘出租汽车送到
宋庆龄处。后来宋庆龄又将书稿交冯雪峰，由地下党转交
陕北党中央。

受周恩来领导，为抗战而被害牺牲

1938 年初，章乃器应李宗仁的邀请担任第五战区安徽
省动员委员会秘书长、安徽省财政厅厅长。章秋阳随章乃
器一同前往，途经汉口时，周恩来对章秋阳提出：有许多青
年去延安途中，屡遭国民党特务截捕失踪，要他与章乃器商
量一个办法，既能妥善安置好这批青年的生活，又能保存这
批进步青年的革命热诚，为抗日战争出力。章秋阳、章乃器
和孙诗圃三个人经过密商，决定以安徽省急需充实干部的
理由，由章乃器报李宗仁同意后，在武汉登报招收战区失学
流亡青年。由沙千里主考，章秋阳负责录取工作，共招收学
员 190 人。这中间有不少优秀人才后来成为章乃器改革安
徽财政的得力助手，解放后成为新中国财经战线上的骨
干。经周恩来批准，章秋阳利用章乃器任安徽省财政厅厅
长的关系，被委派为中国茶叶公司专员兼安徽办事处主任，
安排来安徽屯溪开展地下工作，为新四军军部传递信函与
情报。

1939年春，周恩来到皖南新四军军部视察，与在屯溪从
事秘密工作的章秋阳取得联系。3 月 17 日，周恩来一行离
开安徽前往浙江时，章秋阳偕同安徽地方银行屯溪总行稽
核陆嘉书乘坐新四军的两辆大卡车陪送周恩来到浙江金
华。在金华期间，章秋阳协助周恩来会晤了上海中华基督
教青年会军人服务部抗日救亡歌咏队队长刘良模等爱国人
士，鼓舞抗战，巩固统一战线，并秘密会见党内骆耕漠、邵荃
麟等同志，传达中央指示。这些人士中有许多是章秋阳在
上海时早已熟识的。

1939年 6月 3日，浙江战时经济座谈会第 14次会议在丽
水召开，讨论处属（丽水）经济建设问题，章秋阳代表中国工
业合作协会发言，指出处属经济建设应以提倡畜牧和种植
茶叶、油桐等经济作物为首要。

7月，在周恩来的直接支持和中共中央东南局和新四军
政治部的具体领导和帮助下，著名国际社会活动家路易·艾
黎推动和组织的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简称“工合”）浙皖办事
处在皖南政治、军事、经济中心屯溪正式成立，由章秋阳兼
任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浙皖办事处主任，并先后在浙江的丽
水、兰溪，安徽的屯溪、泾县、旌德成立 5个事务所，指导各地
组建各类生产合作社，生产日用工业品，为新四军提供军需
物资。在此同时，章秋阳还兼任“工合”东南办事处屯溪“工
合”讲习班主任，为浙、沪、皖及赣北等地培训“工合”干部。

“工合”办事处对兴办各类生产合作社，发展战时地方工业，
支援新四军抗战，作出了贡献。章秋阳的这些进步活动，以
及与新四军的关系，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关注。1940 年 2
月，章秋阳于屯溪近郊瑶溪村的一次宴席中被国民党特务
投毒杀害，新四军岩寺兵站站长忻元锡受叶挺、项英委托，
以新四军军部名义献了花圈。

章秋阳牺牲时年仅 39岁，他的一生虽短暂，却参与了许
多党的重大历史事件，从跟随陈云组建商务印书馆印刷所
党组织，建立工会，参与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到秘密从
事地下工作，为党中央处理革命经费，到接受周恩来的领
导，从事统一战线工作，为新四军传递情报与提供军需物
资，直至牺牲。经历之丰富，革命贡献之大，为丽水籍革命
人物中所罕见，其历史地位与革命功绩应得到铭记。

（作者系丽水市档案馆馆员、市政协文史专员）

1925 年 11 月章秋阳参与创办的《职工》杂志创刊号。

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所）职工会第一届部分执行委员合影，前排右二为章秋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