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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学习教育

沙文求：牺牲时年仅24岁

“昆仑为志，东海为心；万里长

江，为君之情。飞步东行，愿君莫

驻；瞿塘三峡，愿君莫躇。”

这首诗来自校友沙文求，表达

了他作为革命者的崇高志向和坚

定信心。

沙文求是 1925 级的复旦学

长。他1925年开始如饥似渴地学

习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和革命理论，

思想觉悟和政治水平不断提高。

同年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一生

为党的革命事业奔波，壮烈牺牲时

年仅24岁。斯人已逝，风骨长存，

属于复旦人的精神与坚守，正在潜

移默化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青年

学子，使红色的基因永远相传。

沙文求，字仲己，又字端己，

1904年出生在浙江鄞县。沙文求

有兄弟五人，大哥文若（孟海），三

弟文汉（叔温，张登），四弟文威（重

叔，今名史永），五弟文度（季同），

他排行第二。

年少时的沙文求勤奋好学，尤

其喜欢阅读历史书籍和古典小说，

景仰民间英雄的侠义行为，逐渐养

成了刚强果敢、见义勇为的性格。

1925年秋天，沙文求转入复

旦大学理科学习。尽管由于经济

问题，沙文求只度过了半年的复旦

时光，但（他说）：这半年可说是不

顾“手足”之赤寒（家庭贫困）而作

辛苦之战争。这种心的苦战，只是

因为科学（狭义）为最不朽之学问，

而作“向太阳”的飞（向理想社会）。

沙文求从复旦回到宁波后，光

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6年

受党组织的委派，回到家乡，开展

农民运动，组织农会，创办夜校，至

次年7月发展党员5人、农会会员

80余人，成立沙村党支部，任支部

书记，当时家乡的群众基础薄弱、

反动势力强，但他从未退缩，积极

组织成立农会进行斗争，使农民群

众从最初的不了解、不信任，到最

后积极自愿加入农会。

1926 年 7 月，国民革命军誓

师北伐，各地进步青年纷纷前往

广州，支援根据地建设，沙文求

也是其中一员。他在广州以笔

为刀，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与中

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与国民党

右派进行斗争。正当北伐战争

节节胜利的时候，国民党右派却

发动了骇人听闻的“四一二”反

革命政变，白色恐怖随即蔓延至

了广州，沙文求在宁波的家人也

遭到反动派的打击报复，举家逃

到上海避难。

大哥沙孟海劝他回上海暂避，

但沙文求断然拒绝：临阵而亡，我

且不悔。表现了革命者大无畏的

英雄气概。

沙文求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

坚持斗争。广州起义前，他以广州

市团委委员兼少先队总队长带领

宣传队到各区宣传鼓动，并组织团

员青年支援运输，看护伤病员。他

还走街串巷，深入到工人群众之

中，发动联系，根据党的指示，开展

了一系列的罢工和示威游行活动。

在1927年12月爆发的广州起

义中，沙文求又被任命为少年先锋

队总队长，他领导共青团员、少先

队员到大街小巷贴标语、呼口号，

宣讲苏维埃政府纲领，维持市内秩

序，捉拿反革命。与敌人短兵相

接，浴血奋战。

广州起义失败后，根据组织的

安排，沙文求担任中共广州市委秘

书长，他化名史永（沙文求牺牲后，

四弟沙文威为继承烈士遗志也改

用此名）在广州开展地下工作。

1928 年 8 月，沙文求不幸被

捕，在狱中，面对敌人的酷刑，他坚

贞不屈，严守党的秘密。8月下旬，

沙文求在广州红花岗残遭敌人杀

害，年仅24岁。

为了纪念他，沙村设立了了

“沙文求烈士故居陈列馆”，沙村小

学也改名文求小学。

生命不息，斗争不止。沙文求

用自身的坚韧不屈，谱写了共产党

人的英雄赞歌。

来源：档案馆校史宣讲团

为迎接中国共产党成
立 100 周年，复旦大学官
方媒体平台开设“红色基
因，赓续百年”专栏，推出
100 集融媒体系列报道
《青年问：百年复旦光荣底
色》。100 天听青年人讲
100 个故事。通过图文、
音频、视频等形式，全方
位、多媒体、立体讲述一代
又一代复旦人听党话、跟
党走的生动故事，展现一
代又一代复旦人前赴后
继、接力奋斗的光辉画卷，
引导广大师生学史明理、
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
力行，学党史、悟思想、办
实事、开新局，凝聚起全体
复旦人迈进新征程、奋进
新时代的强大力量。

计苏华：复旦上医第一位共产党员

计苏华是我国著名胸外科专

家、老年医学专家、中国老年医学

研究开创者。他不仅是上医历史

上的第一位共产党员，也是上医

最早的学生组织——地下党组织

第一任支部书记。作为在党关怀

下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他默默

完成党和人民的一件件委托，一

生都致力于中华民族振兴与党的

建设。他是和蔼可亲的老师、英

勇无畏的白衣战士、兼济天下的

知识分子，更是克己奉公的优秀

党员。他是上医的骄傲，也是我

国医学工作者的骄傲。

1935年9月，计苏华考入上海

医学院。在校期间，他始终保持

优异成绩，亦忧心于中华民族的

命运。1937年“八· 一三”上海抗

战爆发后,计苏华怀着满腔的报国

热情，穿梭于伤兵医院救死扶伤,

还奔赴中法公学民众学校和德国

教堂宣传抗日思想。

此后,计苏华参加了龚澎等一

批燕京大学学生组织的旅沪同学

会活动,共同研读马列主义著作和

进步书籍。读过《西行漫记》后，

计苏华大受启发，为此还特地去

访问了作者斯诺。也是在这段寻

觅与求索的经历中，计苏华深入

了解了共产主义，坚定了共产主

义理想。自此，他将拯救中华民

族的希望寄托于中国共产党,并于

1938 年秋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

党，成为上医历史上的第一位共

产党员。

入党后不久，计苏华相继发

展了同学聂崇铭、王士良入党。

1939年7月，他们在上级党组织的

指示下成立了上医历史上的第一

个党支部，计苏华担任党支部书

记。这个年轻的组织很快成为了

发展和培育上医共产党员的根据

地，计苏华和支部成员们积极开

展党的工作，向同学们推荐进步

书刊，并不断团结思想进步的同

学。在支部的努力下，上医校园

内弥漫着先忧后乐、舍我其谁的

进步之风。

同一年，烽火中的上医做出

了西迁的决定，上医党支部也随

学生一起迁往大后方。入滇后，

党支部一度与上级组织失去了联

系。1940年底，上医从昆明迁往

重庆，计苏华则前往贵阳红十字

会战地医疗队实习。在那段颠沛

流离的日子里，虽然党内联系情

况仍不明晰，但计苏华从未放弃

重新接上关系的努力。

直到1942年秋天，计苏华终

于从贵阳返回迁至重庆的上医，

担任中央医院外科住院医师。此

时，上医党支部关系也顺利转到

中共南方局。当时，信仰共产主

义的学生少之又少。在与周恩来

的秘书龚澎单线联系后，计苏华

向党支部的同志们传达了周恩来

“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

待时机”的指示，勉励同志们贯彻

党的方针,要以斗争求团结，要勤

学、敬业、交朋友。计苏华和支部

成员们发动学生们阅读进步报

刊，学习革命理论，团结了相当一

部分积极分子和中间同学，许多

交友对象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凭借忠诚的信仰、高尚的人

格和过硬的专业素养，计苏华成

为党重点培养和关怀的知识分

子。1943-1944年，周恩来和邓颖

超两次约见计苏华。在一次长谈

中，周恩来特别指出：“党不仅需

要政治家，也需要科学家，而且从

现在起就要注意培养。”这番话给

了计苏华极大的鼓舞，他意识到

自己所做的工作是在为新中国储

备人才，具有重大的意义！

1947年，计苏华在周恩来指

示下赴美深造。留美期间，他主

动联系并且广泛团结中国留美科

学工作者，把分散在美国各地学

习的进步力量组织起来，并吸纳

其中积极分子成立了进步团体

“建社”。“建社”由周恩来亲自取

名，意寓“建设社会主义”，作为成

立“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的

筹备机构。

在计苏华同志及理事会成员

的努力下，不少留学美国的中国

专家学者，冲破重重阻挠和封锁，

回到祖国参加新中国的社会主义

建设，其中就不乏钱学森、华罗庚

等对新中国的发展作出巨大贡献

的科学家。

1949年，计苏华从美国回到

祖国，龚澎代表周恩来接见了

他。此后，计苏华长期担任国家

领导人的保健医生，对老年医学

的发展和高级干部的保健医疗工

作亦作出了重大贡献。

学生朱振亚在怀念恩师时写

道：“那时候我刚刚入党,很幼稚,

觉得他是我们最好的老师之一。

他从不摆架子，不发脾气。他在

手术室里总是边讲边做，一遍又

一遍地手把手教我做手术的最基

本操作规程。他不一定知道我是

党员，但他发现我是在做对人民

有利的事,就默默地关心我的安

全、成长和进步，以至在白色恐怖

中勇敢机智地利用了他的职业营

救了我。他不居功、不计劳，只是

默默地在努力完成党和人民的一

件件委托。” 来源：医学宣传部

◀ 计苏华

▶ 刚考入上医的
计苏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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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沙文求
② 史料：沙文求故居
③ 史料：白色恐怖下
的广州街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