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京师史话:与党同龄的北师大党组织 

 

北师大党建工作的源头，可以追溯到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时期。1921年 8月,

中共北京地方委员会成立。当年秋,中共北京西城支部和东城支部成立。西城支

部以北京高师和北京女高师的党员为主组成。7月 1日是党的 95周年生日，校

史研究室谨以此文，叙述北师大的党建起源，向学校的庆祝活动献礼。 

 

一、 五四运动前后北京高师的进步团体 

 

辛亥革命并没有使疲弱的旧中国获得根本的新生，在民国之初的十年中，内

有武夫当国，外有列强觊觎，加之日本的勒索咄咄，政府的退让诺诺，民主和共

和成为国人心目中的空中楼阁。启蒙的紧迫感和救亡的危机感，以前所未有的沉

重，压在有识之士的肩上，进入先知先觉的一批人的心中。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重大事件。“南陈北李，相约

建党”，预示了中国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事业道路上的新开端。北京两高

师是李大钊同志曾经任教的地方，是李大钊同志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展建党活动

的一个重要基地。北师大能够成为最早建立党组织的全国高校之一，党组织的早

期发展卓有成效，与李大钊同志的关怀和指导密不可分。 

民国之初的北京两高师，既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阵地，也是五四运动的重要

策源地，有着追求进步和反帝爱国的优良传统。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以及五四运

动的推动，使得两高师很快涌现出了一批进步团体。 

1919年 2月，北京高师的匡互生、刘薰宇、杨明轩、周为群、周予同等同

学，发起成立了“同言社”，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他们探求真理，并谋

求救亡图存的行动。受“工读主义思潮”的影响，匡互生、周予同等于五四运动

的前夕，在同言社的基础上成立了“工学会”。这个组织起初有 55人，后发展

到 80余人。工学会不仅积极参与五四运动的发动和组织工作，还创办《工学》

月刊，提倡“工学结合”“工学互需”，以及“生活独立与人格完善”。 



1919 年 10月，北京高师创立

了平民教育社，它以“研究、宣传

及实施平民教育”为宗旨，在长达

五年的存续时间内，是宣传平民教

育以及新教育运动的全国中心，其

社员最多时达 120余人。具有共产

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它的口号下,

利用平民学校和补习学校, 对劳动

人民进行文化教育和政治宣传, 探

索救国新路，为革命积蓄力量。 

1919年底成立的北京工读互助

团,成立之初即得到了蔡元培、李大

钊和陈独秀等人的支持。该组织下

设四个组,其第二组设在北京高师、

北京工业专科学校、法文专修馆附

近,成员主要来自这些学校；第三组

设在北京女高师附近,也称女子工读互助团，参加者均为女学生，女高师及其附

中的同学占相当的比例。在李大钊同志的支持下，女高师师生自治会还于 1922

年 7月成立了女权运动同盟，倡导男女平等、女性独立和妇女解放。 

1919年 5月 6日成立的“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主要由北京高师

和北大学生发起和组成，是北京学生反帝爱国斗争的重要组织和领导力量，是中

共早期党员的重要输送渠道。由李大钊同志亲自参与组织的少年中国学会，北京

高师附属中学的赵世炎是其主要负责人，学会定期召开学术研讨会,研究新思想,

传播新文化,组织会员参加进步的社会活动。 

这些进步社团，大都以救国途经的探索、国民的教育和社会的改造为宗旨，

它们的行动既受马克思主义等世界思潮和俄国十月革命等政治运动的引发，也有

着青年一代基于对政局动荡、民困国危的不满，而期待民族独立、国家富强所做

出的努力和抗争。这为北师大早期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准备了条件，李大钊同志

的直接引导和具体支持，把这种可能变为了现实。 

 

平民教育杂志 



 

二、李大钊同志的关怀与指导 

 

1920年，李大钊同志迁至石驸马大街后

宅 35号居住，这里离两高师很近，从这一年

的秋季开始，一直到他牺牲前的时间里，李

大钊同志几乎不间断在两高师任教，先后开

设的课程有《史学思想史》《社会学》《女

权运动史》《伦理学》和《图书馆学》等课

程。 

课堂上，他不仅教给学生马克思主义的

观点和方法,还经常利用休息时间解答同学

们提出的问题，使得两高师学生较早地接触

到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精髓，逐渐理解科学社

会主义的本质。女高师的学生有这样一段回

忆，“一次，大钊同志在女师大上课时,大声疾呼地说:‘马列主义给妇女指出了

一条正确的道路,只有社会性质改变,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妇女才能获得真正的

解放。’他在黑板上写了一个论文题:《妇女解放》,到评卷的时候,他选了两篇

较好者送到女师大校刊发表。”李大钊同志还经常到两校参加纪念会或学术活动。

从 1921年到 1923年的“五四纪念会”,李大钊同志两次到女高师、一次到男高

师参加，并发表重要演说。1925年 1月,李大钊在北京师大所做的题为“帝国主

义侵略中国后之国民运动”的讲演；1926年 3 月,李大钊在女师大所做的“日本

维新运动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比较观”的讲演,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革命思

想的宣传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教学外，李大钊同志直接指导同学们的革命活动，部分同学在他的影响下加

入了中国共产党。以女高师学生为核心的北京女权运动同盟会，始终都得到了李

大钊同志的指导，他提出的“要求废除治安警察法;要求选举法中列人女子;要求

劳工保护法中应加入女工保护之条例” 等主张，使得北京的妇女解放运动更有

了针对性。女师大学生之所以能够走在妇女解放运动的最前列,李大钊先生功莫

 

李大钊 



大焉。1923年, 为声援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在李大钊和蔡和森等同志的领导

下, 北京高师的学生到各地串联。施洋、林祥谦遇难后,以李大钊为书记的中共

北京地方委员会以各界人士名义在师大风雨操场举行追悼会,千余人出席。也正

是在李大钊同志的引导下，女高师的缪伯英不仅最早参加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

说研究会”，还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北京共产党小组，成为我党最早的一位

女党员。北京高师的魏野畴，1923年初入党，李大钊是他的介绍人，后来成为

陕西省共产党的创建人和皖北苏维埃的创建人之一。 

 

三、北师大早期党组织的负责人 

 

1921年 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同年 8月,中共北京地

方委员会成立，下设中共北京西城支部和中共北京东城支部两个支部。西城支部

以北京高师和北京女高师的党员为主组成，首任书记为繆伯英同志。 

据麻星甫老师的梳理和考证，1923年，男女高师

开始各设支部，北高师（同年升格为北京师范大学）

的支部书记先后由许兴凯、黄道、游宇、谢伯俞、原

树敏、黄缘芳、李梦龄、高振国、孙秉哲等担任，女

高师（1924年升格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支部书记

先后由繆伯英、赵世兰、彭涟清、谢冰莹、齐淑容等

担任。1931年两校合并，支部也合二为一，涂茅若同

志任支部书记。这一时期，仅男高师的党员就有 40余

人。 

    北师大的党建工作起步早，在最艰险的环境中也得到了坚持，这既是她强大

生命力的证明，也是她紧扣国家前途、民族命运自强不息的结果。今天的北京师

范大学，党员人数已 9000 多人，她鲜明的党建特色和光荣的党建传统，已成为

学校各项事业辉煌发展的政治保证和动力源泉。今天，我们重温北师大的党建工

作的源头，是有着强烈的自豪感和面向未来的充分自信的。（魏书亮  白  媛） 

 

缪伯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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