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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闻天两次苏州之行探微1 

张秀芹 

张闻天同志是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并在 1935年 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上当选为党中央总书记。作为杰出的无产

阶级革命家,其革命生涯的第一站便是苏州；作为优秀的无产阶级理论家，其调查研究的重要一站也选择了苏州。笔者最近在编

辑整理党在苏州的第一个地方组织——中共苏州独立支部的相关史料，张闻天在苏州的有关资料已大抵梳理清晰，现整理成文，

以飨读者。 

革命生涯第一站：创建中共苏州独立支部 

1923 年 7 月，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在讨论外埠组织工作时，将苏州列入首批建党计划。之后，陆续派出

党员到苏州活动。1925 年 5 月，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批准成立中共苏州支部时，成员仅候补党员陆秋心一人，因而当时虽有支

部存在，但在轰轰烈烈的五卅运动中未有影响和作为。1925年 8月 21日，中共上海地委改组为中共江浙区委，除管辖上海地区

外，还负责苏州、杭州、南京等地党的工作。针对苏州支部形同虚设的状态，中共江浙区委决定派人到苏州重新组织力量，建

立党组织，加强党的领导。 

恰在此时，中共党员侯绍裘应邀到苏州乐益女子中学任校务主任，中共江浙区委顺势决定由他与当年 6 月初才加入中国共

产党的张闻天一起到苏州开展建党工作。8月底，张闻天踏上了革命征程的第一站：前往苏州筹建党的组织，其公开身份是苏州

乐益女中的国文教员。张闻天、侯绍裘在乐益女中与早在该校任教的共产党员叶天底取得联系，并很快于 9 月初在该校成立了

中共苏州独立支部，张闻天、侯绍裘、叶天底 3 人为支部委员，张闻天负责宣传工作。中共苏州独立支部是当时中共江浙区委

下属的外埠 9个独立支部之一。它的建立,揭开了苏州人民革命斗争的新篇章。 

作为一名地方党组织宣传工作的同志，演讲成为张闻天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重要方式。1925 年 9 月 5 日，乐益女中举行

新学年开学典礼，张闻天发表演说，阐明女子教育应以现代思潮为基础，养成有精确的思想、理智和高尚的情感，能自谋生活、

参与社会改造的新女性。9 月 7 日是辛丑条约签订 24 周年国耻纪念日，乐益女中在当天上午举行了专题演讲会。张闻天在演讲

会上做了题为《帝国主义与辛丑条约》的演讲，分析各帝国主义国家怎样组成八国联军，通过武力侵略，逼签《辛丑条约》，划

分势力范围，瓜分我们中国。此外，张闻天还应时任江苏省立第一师范学生会负责人之一的匡亚明邀请，与样代英、肖楚女等

一道赴江苏省立第一师范开展演讲，宣传反帝爱国的思想。 

张闻天、侯绍裘等来到苏州工作短短两个月，不但创建了中共苏州独立支部，党的外围组织也逐步建立起来，一些积极分

子被吸收到党团组织中来，苏州的革命氛围日益浓烈，张闻天作为独立支部负责宣传工作的委员，在其间无疑发挥了独特的积

极作用。10 月初，中央选调首批干部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张闻天成为被选调中的一员。于是张闻天离开他革命生涯的

第一站，后在上海短暂停留，于 10月 28日乘船赶赴苏联。 

身处逆境再赴苏：调研集市贸易为民上书 

1959 年庐山会议后，张闻天由于批评“大跃进”的发言遭到批判，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任“特约研究员”。他虽

身处逆境，仍孜孜不倦致力于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反右倾”斗争，使国民经济

遭受严重挫折。1961 年起，中央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纠正各种“左”的偏差，中央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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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召全党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962 年初召开的七千人大会，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这给参会的张闻天以很大鼓舞，张闻天

决定外出实地调查，为研究经济问题积累第一手资料。调研的第一站，便选择了江苏。 

5 月 20 日,张闻天由无锡到达苏州。在苏州，市场、物价问题成为张闻天调研的重点。至 5 月 28 日离苏赴沪，此次张闻天

在苏州调研 9 天的时间里，几乎都围绕着市场展开。当时农村中刚刚恢复了集市贸易，有的城市也开放了自由市场，当时对于

这种做法，群众普遍是欢迎的。若要说问题，恰恰是群众要求扩大，而政策限制太死。吴县县委书记徐希真提到：工农业产品

换购存在矛盾，不等价交换，奖励的与需要的对不上，农民明显吃亏；苏州地委书记处书记罗运来提到：工农业产品不等价交

换，市场上出现了以高价对高价的黑市交易。另外，市场上一方面商品缺乏，另一方面仓库却积压甚多，主要原因是货不对路、

价格高、凭票证供应和外销次品多等；苏州专区供销社主任提出：农村市场由谁领导？三条渠道的位置如何摆？应该是国营为

领导，供销社为助手，集市贸易为补充。目前是集市贸易最大。供销社是否可以用高出高进参加一部分。现在价格管死了。苏

州市委副书记吴迪人在谈话中向张闻天提出几个问题：在中等城市，集市贸易究竟应如何搞？该不该开放？如何控制投机倒把、

小商贩，做到管而不死、活而不乱？对此，张闻天没有表态。吴迪人又提出如何看待自由市场上两条道路的斗争问题，张闻天

说:“这问题蛮复杂,你们这里有这个问题，其他地方也有，如何处理，各地做法不一，这个问题值得研究。”其实吴迪人所提

的问题，正是张闻天已经在考虑的一个大问题。 

南方调查回来，张闻天感到一个最大的收获，就是亲眼看到了集市贸易和部分城市的自由市场在交流物资中起到的良好作

用，而群众反映限制太多、太死，却是反映出政策中“左”的框子还没有能够突破。张闻天历来是相信经济问题要通过经济办

法来解决的，这次又真正看到了群众的需求。于是，为了把经济搞活，他就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这就是:打破统购物资的限

制，打破地区的限制，将集市贸易逐步扩大为全国市场。他把这个建议向经济研究所所长孙冶方讲了，孙完全赞成他的观点，

而且给他送来许多参考资料。经过对材料的进一步整理研究，张闻天终于在调查的基础上写成了给中央的报告《关于集市贸易

等问题的一些意见》。报告的中心意思就是建议中央开放市场，其内容是把他从调查过程中就开始酝酿的大胆的设想比较系统地

作了阐述：首先在地域上，主张集市贸易可以超出本地区范围，成为全国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市场应该容许和利用合作

商店、夫妻店、个体手工业者以及小商贩的合法买卖活动。在价格问题上，国家在规定全国各地的物价指标时，应该富有伸缩

性，要给地方以较大的机动权，使其能根据市场上行情的变化，调整工农业产品的比价。《关于集市贸易等问题的一些意见》中

提出的问题与想法，多处汇聚着张闻天在苏州调研期间的思索与启发。 

报告初稿完成之后，张闻天先征求社科院经济所专家意见，并根据意见作了一定修改。在送交中央之前的 7月 12日，张闻

天将书稿先行寄送毛泽东，并郑重地给毛泽东同志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最近两个月，我出去参观了一些地方（主要为江苏

省的苏北和苏南，此外还到了你的家乡——湘潭县的韶山冲）,了解到一些情况，主要是农业方面的情况”。又说:这里“只是

集市贸易问题，主要是关于工农业产品的交换问题。从我们能接触到的材料看来，这个问题现在很重要。”然而，在那个“左”

倾思潮盛行年代，提出一点带突破性的建议是多么的不易。报告送上去不出两月，八届十中全会就重点批判“单干风”、“翻

案风”,决定对“彭黄张周反党集团”进一步审查。张闻天这篇报告就变成了新的“罪证”。 

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张闻天迈向职业革命生涯的第一步便踏向了古城苏州。在这里，与其他仁人志士一道筹建了

中国共产党在苏州的第一个地方组织中共苏州独立支部，从此，苏州人民的革命斗争有了坚强的战斗堡垒和领导核心。在这里，

他将革命的火种与理想的火花播撒到姑苏大地，从此，苏州人民英勇顽强的革命斗争代代相传不曾停息。作为优秀的无产阶级

理论家，张闻天身处逆境一心为民，“戴罪”之身再次来到姑苏，倾听民声为民请命，是他求真务实、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的

鲜明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