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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历次代表大会回望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历次代表大会

与宁波渊源深厚的代表身影与宁波渊源深厚的代表身影 清晰如昨清晰如昨

历史发展的重要关头，总有一批批优秀分子挺立潮头，勇担使命。
2017年9月2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单正式向社会公布。
承载着8900多万名党员和450多万个党组织的重托，2287名代表将在即将召开的党的十九大上，履行神圣职责。
肩负使命，开拓未来。在这个重要的历史时刻，回顾参加过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是很有意义的。
日前，宁波市委党史研究室围绕新中国成立前的党的历次代表大会进行梳理，发现党的五大、六大、七大的参会

代表中有不少“宁波身影”。今天，我们选取了部分“代表”人物，共同回望难忘岁月。

撰文 王佳 李维昶
图片由市委党史研究室提供

慈溪举行新四军组建
80周年纪念座谈会

9 月 7 日，慈溪市纪念新四军组
建80周年座谈会在龙山镇举行。

80 年前，在民族危亡关头，中
国共产党将南方坚持斗争的红军游
击队集中整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
编第四军。75 年前，三北游击司令
部在慈溪金仙寺成立。在艰苦的斗
争中，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不断发
展壮大，创建了全国十九个解放区
之一的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成为
浙东抗战的主要力量和新四军的重
要组成部分。

当日参加座谈会的与会人员表
示，抗日战争的枪声已经消逝，但这
段艰苦卓绝的敌后抗战历史，并没有
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人们淡忘，浙东
人民的抗战精神，永远是珍贵的精神
财富。 （方湘敏）

宁海《吴越钱氏迁宁宗
谱》出版

近日，宁海《吴越钱氏迁宁宗谱》
出版。新谱为宣纸铅印、线装、绒布封
面。全谱共三编，分凡例、序、宸翰、家
训、宗谱、世系、传记、著述、图考、附
编等，共十二卷六十一章。

宁海吴越钱氏系吴越国武肃王
钱镠后裔，其十三世孙国祚公于元
至正年间由台迁宁，为宁海城内钱
氏一世祖。其分赵家山支、学西
支、三隍堂支。赵家山支、学西支
相继在 1997 年、2015 年续修过宗
谱，三隍堂支于 2015年 11月开始续
修三隍堂支宗谱，历时三年完成，
并将三支谱牒汇总，编纂成宁海城
内钱氏宗谱。

吴越钱氏世代相传家训有武肃
王八训、武肃王 《遗训》 十条及钱
氏家训，逐渐形成了谦和恭让、重
教尚礼的习性，涌现出光绪年间宁
海办女校首倡者、务本女学堂创始
人钱趣园；早期中共党员、以上海
三次武装起义老工人身份受到毛泽
东接见的钱静庵；首批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北京“钱氏景
泰 蓝 ” 创 始 人 钱 美 华 等 能 人 志
士。 （王泽泉）

鄞州开展“最美史志人”
评选活动

为 发 扬 “ 修 志 问 道 、 直 笔 著
史”的史志人精神，9月，中共鄞州
区委党史办公室、鄞州区政府地方
志办公室、鄞州区地方史志研究会
集中评选表彰了一批鄞州“最美史
志人”，37名史志工作者获此殊荣。

自 20世纪 80年代到当下的两轮
修志，鄞州区史志事业迎来了一个高
潮期，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史志工
作者。他们以编史为荣，以修志为
幸，编写了一大批史志作品，为鄞
州史志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
的贡献。 （陈莹磊）

吴亮平 肖岗
余光生朱宝庭卓兰芳

前 言

党的五大
代表·身影：卓兰芳、华林、赵济
猛、龙大道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
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
出席大会的代表有 82 人，卓兰芳、华
林、赵济猛、龙大道便是其中的4位。

卓兰芳，奉化人，1924 年参加中国
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中共党员。
先后在宁波、奉化、余姚等地从事工人
运动、农民运动和盐民运动，曾创建了
宁波第一个农村党支部——中共奉化松
岙支部。

1927 年，作为宁波农民运动代表，
卓兰芳出席了中共五大。6月，中共浙江
省委成立后，历任省委委员、农民部主
任等职，曾去诸暨、富阳等地恢复和发
展党的组织。根据浙江省委指派，作为
省委特派员和奉化忠义区暴动点负责
人，参与领导浙东暴动和奉化暴动。

1928 年 3 月 14 日至 16 日，卓兰芳参
加在上海召开的中共浙江省委扩大会
议，会后以省委特派员身份实际主持省
委工作。5月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在全
省认真贯彻党的六大精神。其间，成立
中共浙西特委，兼任特委书记。

1929 年 4 月，省委建制撤销后，卓
兰芳任中共中央巡视员，先后在浙东、
浙北、浙西等地巡视。5月，到宁波恢复
党组织，在他的帮助下，中共宁波特别
支部建立。

华林，这个名字对宁波人来说，可能
有些陌生。他是浙江富阳人，1920年 9月，
在上海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
被选定为第一批去苏联的留学人员。

1921 年 9 月，华林到达伊尔库茨克
第三国际东方局，后被派往赤塔的远东
总工会担任中文三日刊 《工人报》 编
辑。1922 年 3 月，他在赤塔加入俄国共
产党，7月到达莫斯科，进入东方大学学
习。1923年2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4 年 8 月，华林回到上海，被派
到杭州，在国民党浙江临时省党部工
作，主要负责与各地隐蔽的同志进行联
络。1925 年 2 月，被派到宁波进行联络
工作，并参加宁波悼念孙中山活动。五
卅惨案发生后，回到杭州，开展声援上
海工人的斗争。11 月，为躲避军阀当局
的监控，来到宁波，以启明女子中学教
员的身份作掩护，继续开展党的工作。

1926 年 1 月，中共宁波地方执行委
员会建立，华林被选为书记。

龙大道，贵州锦屏人，龙华二十四
烈士之一。1923 年 11 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1924 年 9 月，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
习 。 次 年 秋 回 上 海 ， 从 事 工 人 运 动 。
1926年至 1927年，参加上海工人武装起
义，在第三次武装起义中，协助周恩来
等在闸北地区战斗。

1927 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龙大
道秘密离沪前往汉口，参加中共五大。6
月，率上海工人代表参加全国第四次劳动
大会，为大会起草了《经济斗争决议案》。

1927年 11月中旬，中共浙江省委在
上海召开会议，龙大道被增补为省委委
员。1928 年 4 月，被中共中央派到宁
波，任中共浙江省委工人部部长，开展
党的工作。5月，任中共浙江省委常务委
员、代理书记，在杭州主持省委工作。

龙大道的妻子金翊群，镇海人，两
人相识相知于革命工作中。婚后，金翊
群跟随丈夫，辗转上海、武汉、杭州等
地秘密从事革命斗争。

和龙大道一样，同是献身宁波革命
事业的异乡人赵济猛，是浙江东阳人，
早年曾就读于宁波美国教会学校崇信中
学。在校期间，参加宁波新文化进步团
体“雪花社”，宣传进步思想。1924 年
春，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被
选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宁波地方执行
委员会秘书，参与组织“青年读书会”

“流动图书馆”等进步团体，传播马克思
主义。

1925 年 2 月，赵济猛到奉化从事革
命活动。五卅惨案发生后，任奉化县五
卅外交后援会委员兼宣传股负责人，参
与声援上海五卅运动。1925 年 8 月，返回
宁波，10 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2
月，参与发起成立中国济难会宁波临时
总会，并任该会主席兼审查员。

1926 年 4 月，赵济猛出席共青团江
浙区委成立大会，被选为区委委员。7
月，任中共宁波地委书记。他一手抓工
人运动，一手抓农民运动，开辟镇海、
定海等地党的活动。

1927 年 4 月，赵济猛被任命为上海
南市部委书记，随后出席了中共五大。

党的六大
代表·身影：夏曦、俞阿炳、章松寿

1928 年 6 月 18 日至 7 月 11 日，中国
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
行。出席大会的代表有142人。

党的六大集中解决了当时困扰全党
的两大问题：指出中国仍是半殖民地半
封建社会，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仍然是资
产阶级性质的民主主义革命；明确了革
命处于低潮，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
党的中心工作不是组织暴动，而是做艰
苦的群众工作，积蓄力量。

六大代表夏曦、俞阿炳、章松寿参
与见证了这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

俞阿炳，又名余驾先，早年曾是宁
波和丰纱厂工人，1928 年 6 月，作为浙
江代表出席中共六大。会议期间，俞阿
炳被推选为组织委员会、职工运动委员
会委员，并在讨论 《政治报告》 的大会
上发言。

章松寿参加了大会政治委员会、组织
委员会、职工运动委员会、苏维埃委员会、
宣传委员会、财政审查委员会、湖南委员
会工作。会后，他回到浙江工作。

1928 年 9 月 ， 为 贯 彻 党 的 六 大 路
线，受浙江省委指派，章松寿到宁波重
建中共宁波县委，任书记。其间，调查
研究宁波党组织开展情况，向省委做了
题为“宁波工作概况”的报告。

夏曦，是两届党代表，湖南益阳
人。早年曾就读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
校，是毛泽东、蔡和森等人创建的新民
学会会员。1920年 10月，加入中国社会
主义青年团。次年 10月，转为中国共产
党党员。

大革命时期，夏曦积极从事国共合
作运动，是湖南国共合作的重要领导
人。1927 年 4 月底，出席中共五大，当
选为中央委员。会后，任中共湖南省委
书记。后参加八一南昌起义。

1927 年 9 月下旬，夏曦以中央特派
员身份到杭州，指导浙江党的工作。11
月，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当时，因中
共浙江省委和宁波党组织遭到严重破
坏，省委机关在杭州无法立足，夏曦把
省委机关从杭州迁到宁波。12 月，在存
德小学召开宁波各县党组织负责人参加
的省委扩大会议，夏曦传达八七会议精
神，部署工作，决定工作重点从城市转
向农村，准备武装暴动。

1928 年 5 月，夏曦离开浙江，赴莫
斯科参加中共六大。1936 年后，历任黔
东特区革命委员会委员、红六军团政治
部主任等职。1935年 11月，从湘鄂川黔
地区出发长征。

党的七大
代表·身影：吴亮平、朱宝庭、余
光生、肖岗、张凡

1945 年 4 月 23 日至 6 月 11 日，中国
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
开。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 547 名，候补
代表208名。

七大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
命时期极其重要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代表大会，作为“团结的大会、胜利的
大会”载入史册。

吴亮平，奉化人，作为晋绥代表团
成员出席中共七大。早年曾就读于厦门
大学和上海大夏大学。五卅运动中，任
上海市学生联合会总务部部长。1925 年
11 月，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2 月，
加 入 中 国 共 产 主 义 青 年 团 。 1927 年 4
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32 年，吴亮平到中央苏区工作。
1934 年 10 月，参加中央主力红军长征。
长征到达陕北后，曾负责接待美国记者
斯诺访问陕北，并担任毛泽东同斯诺谈
话时的翻译。抗日战争时期，历任中共
陕甘宁边 （特） 区区委宣传部部长、《解
放》周刊编辑部主任等职。

朱宝庭，镇海人，作为中直、军直
代表团成员出席中共七大。早年在上海
当水手。五四运动中，发动上海海员参
加反帝爱国斗争。

1922 年 4 月，朱宝庭到广州参加第
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受到孙中山接见。其
间加入中国共产党。会后，回到上海组织
海员工会，成立“中华海员工业联合会上
海支部”。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领导在
英、日轮船上工作的中国海员罢工。

1927 年 6 月，朱宝庭在汉口出席第

四次全国劳动大会和太平洋第一次劳动
会 议 ， 当 选 为 全 国 总 工 会 执 行 委 员 。
1928 年起，参加中华全国海员总工会的
领导工作。

1931 年，朱宝庭赴苏联参加赤色职
工国际工作。1933 年，到闽浙赣革命根
据地负责工会工作。后回到上海，参加
抗日救亡运动，1936 年，被国民党当局
逮捕入狱。全面抗战爆发后，朱宝庭被
党组织营救出狱赴延安。曾任中共中央
职工运动委员会委员、解放区职工联合
会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

余光生，镇海人，作为中直代表团
成员出席中共七大。1927 年，毕业于上
海交通大学土木系。1928 年，赴美国留
学。1931 年，在波士顿参加美洲华侨反
帝大同盟工作。

1932 年 3 月，余光生加入美国共产
党，后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美国共产
党中国局书记。1939 年底，回国参加抗
日，曾任张闻天的秘书兼管中共中央华
侨事务。《解放日报》创刊后，任副总编
辑、总编辑。

肖岗，慈溪人，作为华中代表团成
员出席中共七大。1937年 12月，参加革
命工作。1938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9 年 3 月，肖岗任余姚县工委书
记。5月，余姚县工委改为余姚县委，任
县委书记，兼宣传部部长。7月，任中共
宁 （波） 绍 （兴） 特委候补委员，并作
为代表参加在平阳召开的中共浙江省第
一次代表大会，被选为浙江出席中共七
大的候补代表。1940 年 12 月，抵达延
安，入中共中央党校一部特别班学习。

解放战争时期，肖岗参加了辽沈战
役的支前工作，成绩突出，被授予模范
干部称号。曾创作出版《求索集》《学步
集》等书籍。

张凡，上海青浦人，作为华中代表
团成员出席中共七大。担任过上海同济
大学学生救国会负责人，领导学生开展
抗日救亡运动。1936 年 7 月，加入中国
共产党。

全面抗战爆发后，受上海中共文化
工作委员会派遣，张凡到青浦开展抗日
救亡运动。1938 年五六月间，在新四军
军部教导队学习。其间，被新四军民运
部派赴皖南长江边敌后区开展游击战。
1939 年，在青浦东乡组建了一支有 2000
余人、千余支枪的抗日武装，担任后备队
总指挥。1939 年冬，张凡被江苏省党组织
选为中共七大代表。1941 年初到达延安，
先后在中央马列学院和中央党校学习。

1946 年 2 月，张凡回到上海，历任
中共淞沪工委书记、副书记，浦东工委
书记，浦东人民解放总队总队长，组建
人民武装，与国民党进行斗争。1948 年
5月，根据中共中央上海局的决定，张凡
率 300 余名武装人员南渡杭州湾，到达
浙东游击根据地，任浙东人民解放军第
二游击纵队第五支队政治委员。6月，任
中共四明工委副书记，并改任第五支队
副政治委员。8月，奉命赴浙东金萧地区
工作，任中共金萧工委书记、浙东人民
解放军金萧支队政委，率领游击队武装
连续七次外线出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