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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蔡興彤，1983 年生，黑龍江省牡丹江市人。2008 年畢業於黑龍江省哈爾濱市哈爾濱學院人文

學院歷史系，獲歷史學學士學位。同年九月考入華中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中國近代史專業，

2011 年獲歷史學碩士學位。現為南京大學歷史學系中國近現代史專業 2011 級博士研究生，師從

申曉雲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中華民國史，曾發表兩篇論文於《圖書情報工作》。

提    要

國立勞動大學是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創辦的第一所國立大學。它的興辦獲得了國民黨四

元老蔡元培、吳稚暉、李石曾、張靜江的鼎力支持。該校以工讀主義為思想理論基礎，倡導通

過互助的方法，奉行逐步改良的措施從而實現共產主義為己任。它的創辦與運作，集中體現了

20 世紀中國革命和中國國民黨中一部分人所具有的無政府主義的革命心態和革命思想。並且，

又由於其創辦於四一二政變之後，深陷於國民黨高層及高級知識分子群體內部的派系鬥爭。因

此，對該校的深入研究不僅有助於我們在一定程度上瞭解、認識 20 世紀的中國革命，而且可以

通過個案研究的方式，以特定的角度深入觀察 1927 年至 1932 年之間，中國社會特定階層的狀

況及所面對的問題，對現在中國大學發展中所面臨的各種問題之解決亦不無裨益。



作者簡介

王小莉，1985 年生，安徽省合肥市人。2007 年畢業於安徽師範大學歷史教育學系，獲歷史學學

士學位。2009 年考入華東師範大學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專業中國近現代史，師從劉昶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為江南學，2012 年獲中國近現代史碩士學位。現為上海市靜安區上海市第一中學

高中歷史教師，主要從事高中歷史教學和學生德育教育。

提    要

上海大學存在僅五年（1922 ～ 1927 年）。在這樣一個被戲稱為「弄堂大學」的學校，卻聚

集了國共兩黨的一些重要人物（邵力子、于右任、陳望道、鄧中夏、瞿秋白等等）以及社會名

流（胡適、戴季陶等等），國共兩黨的領導人以及後來逐漸成名的學者，當然還有來自江浙皖川

等地的近千名的青年學生。時稱「北有北大，南有上大」、「武有黃埔，文有上大」。本文從上大

的建立、教授群體、課程設置、黨派爭鬥以及學生活動出發，努力描述一個真實的「弄堂大學」。

相關的史實梳理清晰是首要部分。其次，關於上海大學的幾個問題的深入討論。一上大的

教授及其改造上大的努力，知識分子是影響一個時代進程的重要因素，為何當時諸多不同政治

傾向的知識分子願意彙聚在上大？二上大內的政黨爭鬥及其對上大的影響。風雷激蕩的國民革

命中，強調中共在上大的活動同時，也不可忽略國民黨在上大的活動。三上大的經費問題。這

是一個串聯上大各階段活動的重要線索。

幼年的中共對於馬克思主義並沒有深刻的體會，更無法結合中國的實際去靈活運用。黨派

之間及各黨派內部的爭鬥不利於清晰的認識中國革命的癥結，反而因為黨派色彩過重，學生成

為了激進運動的急先鋒，也為此作出了巨大的犧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