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南方局秘密
渝南中学创办者李世璋为中共早期党员，当过孙中山

随行记者和黄埔军校政治教官，参加过北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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綦江乡间的这所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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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綦江乡间，办起一所私立中学

渝南中学位于重庆市綦江区永新镇伏牛村（伏牛村
原属升平乡，后并入永新镇），北距重庆主城约80公里，
东南距綦江城约40公里。1995年时，渝南中学大部分
校舍被撤除，后来在其旧址上新建了有4层教学楼的升
平学校新校舍。

渝南中学的前身是私立文成中学，后因教师政见不
和，酿成严重学潮而停办。1941年春，早期中共党员李
世璋，与驻綦江的国民党渝南警备司令张轸发起，利用
文成中学校舍设备，开办了一所完全私立中学。因学校
位于重庆以南，故名为私立渝南中学。1941年10月13
日正式招生，开学上课。李世璋任校长达五年时间，主
持学校实际工作。

李世璋（1900 年～1983 年），江西省临川县温圳杨
溪村人，著名爱国民主人士。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创始人之一。李世璋幼年丧
母，家境贫困。1918年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1922
年冬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后当选为北大团支部
书记。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受《京报》委
派，做孙中山的随行记者；1925年夏，经周恩来介绍
到黄埔军校任政治教官，后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政治
部秘书、代理军政治部主任兼第十八师党代表，参加
北伐。1927年 9月蒋、汪宁汉合流后，李世璋与中共
党组织失去联系。1930年参加邓演达组织的中国国
民党行动委员会，担任中央干事兼组织部长，从事反
蒋爱国活动。

如今，渝南中学已旧貌难寻，但当年校长李世璋居
住的房舍依然还在。沿升平学校旁的一条小路前行，来
到一个小山头，一座土木结构的土墙板筑夹壁房屋映入
眼帘，这便是当年为李世璋和以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为
主的教师修建的办公室和住所，现定名为李世璋旧居，
系第三批重庆市文物保护单位。

这座始建于1941年的房屋占地面积221.4平方米，
共有7个房间，靠路边的房间为李世璋当时的办公室与
住处。房院之间的中部开有一扇小门，若发现异常情
况，屋子里的人可从小门撤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该旧居长时间由升平兽医站使用，后来因无人居住
年久失修成为危房，当地政府与文物管理部门用木棒对
房子实施了临时加固，进行抢救性修缮、保护。

（二）
秘密据点，隐蔽保护大批地下党员

就是这样一所看似普通的学校，却与中共中央南方
局结下了不解之缘。抗战时期，这所学校是中共南方局
在綦江的工作据点，隐蔽、掩护和保护了一大批中共地
下党员和爱国民主人士。

1941年左右，抗战形势紧张，国民党军队节节败
退。蒋介石又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掀起
反共高潮，因而中国共产党在重庆的地下工作面临险恶
处境。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统区和沦陷区的政治
斗争环境更为复杂和困难。为更好开展工作，巩固党组
织，中共中央南方局本着“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
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准备把在重庆工作的部分党员和
进步人士进行撤离，转移到偏远的农村，在川黔边境开
辟活动区域，建立党的工作据点。巧的是，李世璋此时
创办的渝南中学，正好提供了这样一个契机。

中共南方局通过中国民主同盟组织委员会主任章
伯钧找李世璋商量，要求李世璋吸收一批中共党员和进
步人士到该校工作，以便传播革命文化，壮大抗日民主
力量；另一方面要隐蔽一批革命战士，作为围棋的一颗

“闲子”，以待时机。规定党组织只对学生进行革命教
育，开展抗日救国宣传，在学生中不发展新党员，把渝南
中学办成民主运动的摇篮。李世璋欣然接受了任务。

从1943年起，南方局陆续安排十多名中共党员和许
多进步人士转移到渝南中学任教并从事地下工作。这些
共产党员的来源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南方局直接转移
的王华冰（原在重庆南开中学女生部工作，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任郑州工业大学党委副书记）、张志先、李可风
（西北大学）、张焕彩、王云等同志；二是南方局青年组从
中央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等转移来的廖永祥（原就
读于复旦大学外文系，新华日报记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文学研究所所长）、李
中杰（原就读于复旦大学外文系）、刘世明（原就读于复旦
大学史地系）、魏介全等同志；三是广东东江游击纵队撤
回到内地的曾庆明、罗伟炬、陈炳昭等同志。

此外，先后转移到学校的进步人士还有：著名经济学
家施复亮（又名施存统，中共早期党员之
一，第一任青年团中央书记，民主建国会主
要发起人和领导人之一，新中国成立后任
劳动部副部长）、钟复光夫妇（他们的儿子
是人民音乐家施光南），作家黄碧野夫妇，
高天夫妇，以及李思浩、冯菊坡（省港大罢
工领导者）等。他们都是由重庆八路军办
事处通过各种关系介绍到渝南中学的。

南方局指定王华冰为渝南中学联
络人。转移来的中共党员彼此不暴露
身份，学校也没有建立党支部，他们都
各自与南方局和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单
线联系。

（三）
暗中筹备，师生准备上山打游击

在渝南中学的中共党员和进步人
士，虽是通过各种渠道汇集而来，有的互
不相识，但一经接触，即沟通了思想，彼

此心声相映，为共同的事业而团结协作。几年间，他们
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首先是对学生进行革命思想教育，传播革命的种
子。他们注重对学生进行时事政治教育，指导他们阅读
进步报刊，不时给他们讲解时事，使许多学生对共产党抗
日民主主张逐渐有了认识，激发起了青年学生的爱国热
忱和革命情绪；其次，着力于进步文学教育。共产党员和
进步人士多数担任国文教师或级任导师，他们以较多的
课时选讲鲁迅、郭沫若、茅盾诸名家的作品，这些进步文
学读物，有力启迪了青年学生的思想，对引导他们认识社
会，理解人生，寻求革命的道路具有重要作用；此外，还适
当给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启蒙教育。进步教师冒着风险
从重庆带来不少“禁书”，这些书籍成为当时珍贵的理论
教材，使学生通过学习，理解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同
时，指导学生开展各种有益的课外活动，推动学生广泛阅
读进步书刊，练唱抗战歌曲，排演进步戏剧，学生在活动
中普遍受到了教育。至1945年上半年，学校内的进步社
团发展如雨后春笋，达到20多个。通过多方面教育，在
学校播下了革命的种子，为后来在学生中发展一批党员
打下了基础，许多学生陆续走上了革命道路。

1944年下半年，国民党军队在湘桂线上大溃败，在
渝南中学工作的党员和进步教师，根据中共南方局的指
示，以广东东江游击纵队撤回内地的成员为骨干积极筹
建川黔抗日游击纵队，准备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并打
算在蒋介石溃败迁都四川西昌之际，把国民党军队丢弃
的武器弹药以及张轸送给学校自卫和军训的几十支步
枪收集起来，带领师生到江津、綦江边界或川黔交界的
大山区，发动农民，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全校500多
名学生，绝大多数人都表示愿意随学校上山打游击，抗
击日寇。后因日军很快投降，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计划
才未能付诸实施。

（四）
治校严谨，打造名噪巴渝巍巍学府

由于校长李世璋思想开明、治校严谨，教师中的共
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思想进步、教学勤奋；还因为各界捐
助学校，收取学费极为低廉，渝南中学吸引了大批綦江、
江津和南川的青年学子就读。綦河畔、山坡上，书声琅
琅。到1944年秋季，在校生已有高、初中10多个班五
六百人，成为名噪巴渝的巍巍学府。

在李世璋与共产党人和进步教师的影响下，后任国
民党河南省主席、第十九兵团司令、陆军中将的张轸也
转向到了人民一边，于解放前夕率部2.5万人起义。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张轸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1
军军长、民革中央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河南省副
省长等职。校长李世璋以及那些曾在学校教学和战斗
过的共产党员、进步人士，大多成为新中国各级领导岗
位的干部。

抗战胜利后，李世璋因另有任务，辞去了校长之职，
由陈翰屏接任。此后，大部分共产党员和进步教师也陆
续离开了学校。1946年，渝南中学迁到綦江县城对岸
湾滩子。1948年迁到綦江县城北校场坟山坡（今交通
路中医院住院部）。1950年，渝南中学停办，结束了其
光辉的历史使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世璋历任中央人民政府
政务院监委秘书长，监察部副部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
员会中央副主席、民革江西省委主任委员，江西省副省
长，江西省政协副主席等职。1983年6月在上海病逝。

（作者为原民革重庆市文社委主任、三级教授 图
片由作者提供）

重庆市綦江区永新镇伏牛村是一个深居乡
野的普通乡村，八十多年前，这里曾创办了一所
对后世颇有影响的中学，这就是渝南中学。

这所看似普通的学校，却与中共中央南方
局结下了不解之缘。抗战时期，渝南中学既是
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在重庆活动的重要根据
地，又是南方局在綦江的工作据点，隐蔽、掩护
和保护了一大批中共地下党员和爱国民主人
士，堪称一条中共南方局的秘密“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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