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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文化研究工程·专门史研究》

内容概要

　　宁波文化研究工程是在宁波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由市社科院（社科联）组织、整合宁波市
社科界研究力量，旨在增强宁波文化软实力的一项重大工程。其成果分为三个研究系列，即宁波专门
史研究、宁波历史名人研究和宁波特色文化研究。　　宁波历史文化研究突出地域特色，通过对宁波
经济社会发展专门史的系列研究、历史名人的系列研究和特色文化的系列研究，系统梳理宁波历史文
化发展的轨迹，探索揭示宁波历史文化发展的规律，从而彰显宁波文化发展的竞争力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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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部史料真切的宁波革命概史（丁公量）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在宁波的建立与大革命时期
（1919-1927年）第一节 五四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在宁波的传播一、新兴的产业工人和新式学校的学生是
建立中共宁波地方组织的阶级基础　二、五四运动和宁波的学生、职工、“救国十入团”形成了强大
的思想基础三、宁波的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第二节 宁波中共地方组织、共青团组织、
国民党组织的建立一、1924-1925年，从社会主义青年团到共产主义青年团，宁波团地委的建立二、在
共青团的基础上，建立中共宁波支部、宁波地委　三、宁波的中国国民党市党部是在中共帮助下建成
的国共合作的左派组织　第三节 国民革命运动在宁波的开展一、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悼念列宁逝世
，建立非基督教大同盟及悼念孙中山逝世二、出版《社会科学研究》、《火曜》、《宁波评论》、《
甬江潮》等进步刊物三、轰轰烈烈的五卅运动在宁波四、宁波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盐民运动的发展
第四节 北伐军入城与工农群众运动的发展一、北伐军东路军入浙，宁波地委组织慰问　二、成立宁波
临时市政府--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统一战线的政府　三、拥有八万会员的宁波总工会成立，拥有十万
农会会员的宁绍台农民协会办事处成立第五节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宁波一、国民党右派焚毁宁波
总工会，宁波工人万人集会抗议，鄞县三千农民声援工友二、国民党右派在4月9日扣留宁波地委杨眉
山、王鲲，改组国民党宁波市党部，宁波临时政府夭折　三、4月10日，王俊派军警镇压工人、学生、
市民的示威游行，6月22日开始杀害王鲲、杨眉山、胡焦琴（女）、甘汉光、陈良义、吴德元，判处共
产党和国民党左派18人徒刑，大革命失败第二章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7年8月-1937年7月）第一节 大
革命失败后的宁波局势一、大革命失败后，在残酷的“清党”和农村土豪劣绅反攻倒算下，革命趋于
低潮二、宁波党组织的五次重建和六次破坏第二节 土地革命时期宁波农民的五次武装暴动一、芦浦暴
动（1927年5月）二、奉化暴动（1928年1月）　三、莼湖暴动（1928年4月）　四、亭旁暴动和浙江省
第一个苏维埃政权（1928年5月）五、姚北武装暴动与浙东工农红军第一师（1930年8月）第三章 中共
宁波地方组织的重建和宁波沦陷前的全民抗日救亡（1937年7月-1941年4月）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宁波地
方组织的重建和全民抗日救亡运动一、抗战初期宁波地区党组织的重建二、抗战初期宁波城区党组织
的重建和沿革三、抗战初期党领导的宁波学生运动（1938年5日-1941年4日）　四、宁波民先队的建立
及活动　五、抗战初期的余姚政工队⋯⋯第四章 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和发展（1941年5月-1945
年9月）第五章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解放战争时期（1945年10月-1949年5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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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于是，政府一面登报招寻潜出病人，劝告有关亲友切勿收留患者，一面成立“搜查队”，挨户检
查户口。凡发现缺人者，立即四出追索。从7日至14日共计发现潜离在外面死亡者达32人，疫区外住宿
过疫病患者和疑似患者共95处，远及慈溪、奉化和象山等县。凡是这些人住过的地方，均派消毒队前
往处理。　　与此同时，组织成立预防注射队，实行全市性预防注射。在发生疫病的毗连地区，有册
可据的共注射了22343人次。　　这里，还必须向读者介绍一下值得我们敬仰和纪念的汤非凡教授。他
与日本的石井四郎，同是齐名于远东的微生物学家，而两人所作所为截然相反。在人间遭遇战火的苦
难时，石井用细菌加剧屠杀人类，汤非凡却在极端的困难条件下，驻足大后方昆明，主持生产了大批
符合国际标准的疫苗和血清，拯救了因石井的罪恶而陷于生命危急的人们，并为东南亚的抗日盟军所
应用。宁波鼠疫流行后用于预防注射的大量疫苗，也都是由此而来。宁波广大人民在这场可怕的鼠疫
中，能抵抗疫病的传染，并得到余生，这是与汤非凡教授的努力分不开的。　　（六）疫区惨状　
　11月2日疫区封锁以后，一支由30人组成的消毒队，身穿白色防蚤衣和油布短统靴，进入疫区。消毒
队队长钟辉后来对人说：“我们进入疫区时，看到下半身爬上很多平时少见的红色跳蚤，凡是麦粒落
下最多的人家，疫蚤最多，死人也最多。”为了防止疫源外泄，对沿街壁缝用白纸粘封，沿途用石灰
水浇洒，店屋封闭，用硫黄蒸消毒12个小时，再撬开天花板和地板浇以石灰水，彻底清除死鼠的秽物
，疫区内的狗、猫等家畜一律捕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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