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列宁团校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少共苏区中央局根据中共中央指

示，在中央苏区开办的一所培养党的青年工作干部的学校。自20世纪80年

代以来，关于列宁团校的历史定位存在一些讨论。本文通过对土地革命战

争时期有关团校创办事宜的文献史料、亲历者的回忆录、改革开放以来有关

列宁团校的著述进行深度挖掘，综合各方面考证分析，以及赴列宁团校旧址

实地勘察调研情况，基本上可以判定在中央苏区创办的列宁团校是一所名

副其实的高级团校。

【关键词】 少共苏区中央局 列宁团校 历史考证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央苏区开办的列宁团校，虽然存在时间不长，但在党的青年工作

干部教育史上却具有重要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研究确定一批重要标识地，讲

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彰显时代特色，使之成为教育人、激励人、塑造人的

大学校。列宁团校处于中央苏区核心地带，是一座为党培养青年工作骨干的“红色熔炉”，

具有红色基因、悠久历史和光荣传统。进一步明晰列宁团校的历史定位，对准确勾勒出列

宁团校的历史轮廓、加强党的青年工作干部教育史研究、推进旧址的修缮工作、强化列宁

团校旧址的教育功能、加快建设成为富有特色的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具有重要的

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

一、开办团校是党、团组织探索青年干部培养的重要方式

早在1920年8月，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就推动成立外国语学社，作为培养青年干部的专

门学校。1922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后，一直比较重视团干部的培训工作。而创办团校

的探索则是从地方开始的。1923年11月30日，刘尔崧在《关于团独立支部地址人数及发团刊

问题的报告》中提出：“为利便训练团员起见，《团刊》应每人发一份。包括干员：团校——尔崧、

关于中央苏区列宁团校历史定位的考证

胡献忠 蒋国栋
（中央团校 共青团中央青运史档案馆，北京 100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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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铭（中央）、啸仙。”［1］这是现存革命历史文献中关于“团校”最早的记载①。

1925年8月21日，《团广州地委特别报告（第六号）》指出：“广校训练班初办时，本使各同学

确定团体的观念，然后再加以有系统的训练。所以当时决定的课程为：（1）C.P.与 C.Y.；（2）少年

国际；（3）第三国际；（4）怎样做学生运动和学生运动在中国民族革命上的意义；（5）怎样做青年

工农运动；（6）内部组织与纪律问题。教员为：罗觉、延年、太雷、中夏。”［2］团广州地委还决定“开

办有定期的团校（三个月毕业），指定比较明白的同学和负重要工作的同学四十人为第一批。

团校课程大纲照团刊上规定，主任教授为来杰。”［3］这样看来，广州团校已经比较规范了。

除了广州地区之外，开办地方团校的还有江西安源。1925年初，团安源地委决定“开办团

校，指定团员加入，予以主义的基本教育”，并规定教育的最低标准是：“（1）内部组织训练的教

育：选择本团章程及各种议决案，加以详明之解释，使团员明白本团之内部组织和训练之原则；

（2）主义的教育：灌输共产主义的基本原理，使团员了解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几种特性，以及

解放之方法；（3）政治的教育：研究国内外之政治经济状况；（4）劳动运动和青年运动的教育；（5）

纠正同志对旧社会一般观念的教育。”［4］

1925年8月，团安源地委组织部对培训绩效做出评估：“安地有团校及训练班之组织，团校

成绩尚好，训练班已有一班授完了课，成绩很好。”［5］

二、中共中央明确提出开办“高级团校”的要求

1928年7月，为了加强团内政治教育工作，共青团五大提出“组织团校”［6］“组织短期训练班

或团校”［7］“创办一些模范性质的学校和团校”“开办团校”［8］的要求。1929年2月，团中央常委

会强调“中央更须开始计划团校之创办”［9］。

1931年2月19日，团中央通过的《团在苏区中的任务决议》明确提出：“应该在二个月内开

办苏维埃区域内的团校。第一期学生可以从一百至一百五十人，三个月毕业。团校的目的在

准备团的中下级干部。苏区中央局应该准备团校的教授大纲及指定负责人，以后应继续办下

去并扩大它”［10］，要求“（少共苏区）中央局应在二月内开办团校”［11］。同年7月14日，少共苏区

中央局（即共青团苏区中央局）给团中央的报告中写到：“团校的创办，正在进行准备，须得经过

一时期后才能开办。”［12］这说明遵照团中央的指示，少共苏区中央局在1931年下半年已经开始

在根据地内筹划建设团干培训学校的工作。

1932年2月15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共中央关于青年团工作的决议——听了团书记同志

报告后的决议》，围绕加强团的组织问题，提出“应该进行新同志的支部书记的短期训练，并开

办高级团校来训练与重新训练干部”［13］，并且强调“对于苏区中团的任务，中央认为团中央去年

的关于‘团在苏区中的任务’的决议，必须迅速完成”［14］。这一文件透露出两个关于团校的重要

信息：一是中共中央赞同并要求开办“高级团校”来训练干部和重新训练干部；二是中共中央督

促苏区（尤其是中央苏区）共青团要迅速完成《团在苏区中的任务决议》中的各项，其中包括开

办团校。

三、列宁青年学校的举办为列宁团校的创办准备了条件

通过对现有史料的挖掘和研究可知，少共苏区中央局先后共举办了五期列宁青年学校。

刘尔崧1899年出生，广东紫金人，时任青年团广东区委执行委员，兼任团广州地委教育宣传委员，也负责广州团校的工作。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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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期为1931年10月至12月底；第二期为1932年2月初至4月底；第三期为1932年7月至10

月；第四期为1932年11月下旬至1933年1月中上旬；第五期为1933年1月中下旬至2月中下

旬。相关史料记载如下。

1931年10月，少共苏区中央局在江西瑞金叶坪举办第一期列宁青年学校。时任红四军直

属队青年干部的梁必业在其回忆录《梁必业将军自述》和《我在人民军队》中有大致相同的记

述：1931年10月，罗荣桓找梁必业谈话，让其作为红四军直属队青年干部人选，到少共中央列宁

青年学校学习。“第二天，我背着包袱和毯子启程，经壬田市到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所在地瑞金

叶坪报到，列宁青年学校就设在这里。全校有60多名学员，教室设在当地一个地主宅院

里，……列宁青年学校的负责人是少共中央书记顾作霖和宣传部长陆定一，他们也是主要授课

人。……在列宁青年学校，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导同志亲自给学员讲政治形势、军事斗争

和红军建设等问题。……1931年 12月底，我从列宁青年学校毕业后，回红四军待分配工

作。……我很快向罗政委汇报了学习情况，递交了学校的毕业鉴定。”［15］

1932年1月21日，《三军四军十二军三军团的团与青年工作的竞赛条约》中提出，为了充分

执行苏区团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一切决议，在少共中央局的领导下，订立三个月工作的竞赛条

约。条约明确了团内的教育工作，写明“以军或军团（三军团）为单位，创办一期列宁青年训练

班，以训练师的青年工作科人员与团的青年干事”，“要向政治机关提议对第二期列宁青年学校

（少共中央局办的）的学生，选择最适合于中央局规定的条件的人”，并且明确了竞赛时间为“自

本年二月一号起至四月三十日止。”［16］据此推断，第二期列宁青年学校应该在此期间举办。

1932年7月3日，《少共苏区中央局关于冲锋季中发展团与改造团的具体计划》明确提出：

“中央局应在冲锋季中举办第三期团校，训练县委工作干部，模范少队中的团政治指导员及红

军中师团青年工作干部”，同时要求“地方团部及支部对送到团校及训练班的学生，必须按照上

级通知，慎重选送，反对过去不负责任派送的错误倾向。”［17］结合1932年1月在《苏区团第一次

全国代表大会政治决议案》中的表述——“团校（列宁青年学校）”［18］，笔者认为这里提到的“第

三期团校”可以理解为“第三期列宁青年学校”。

1932年11月14日，《苏区少先队中央总队部命令》附则指出：“第四期列宁青年学校（已提

前于十一月二十二日开学），看护班（十一月二十五日开学）以及派往红校X练（十二月三十日）

的学生务须依时派人来，如有敷衍延误者，当以纪律制裁！”［19］

1932年12月26日，《少共苏区中央局 少先队中央总队联合通知》明确指出：“中央局与中央

总队部决定在第四期列宁青年学校毕业后，立刻继续开办第五期，专门训练少先队的干部”，同时

规定第五期列宁青年学校“训练时间——一个月”“入学日期——各地学生一定要在一九三三年

一月十四日以前到达瑞金中央局与中央总队部所在地，决不允许有一个地方迟延误时的。”［20］

在相关文件的表述中，“列宁青年学校”是作为括号里的内容紧附“团校”之后的，这表明两

者的名字基本上是通用的。尽管现存关于列宁青年学校的文献史料比较稀缺，但从查寻到的

文献史料来看，少共苏区中央局举办五期列宁青年学校的史实是基本清晰的。应该说，这几期

列宁青年学校（实际上是培训班）的举办为列宁团校的筹办做了积极探索和相关准备。

四、当事人的回忆真实再现了列宁团校创办的全过程和具体历史场景

提供重要史料再现列宁团校创建具体情况的，是两位当年参加过列宁团校培训的学员。

一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授予少将军衔的肖锋，从1928年初起，他近60年如一日坚持写

日记，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历史资料。另一位是长期从事青少年工作的赖大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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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锋（1916—1991），江西泰和人，参加列宁团校培训班时年仅15岁，当时担任少共赣粤

边区信（丰）、（南）康、南（雄）地区工委组织部长兼代理书记。肖锋晚年关于列宁团校的回

忆，最早见于1980年公开发表的《在列宁团校学习的日子里》。该文详细记述了他参加列宁

团校培训学习的过程：“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二日，我接到少共江西省委的通知，要我到瑞

金列宁团校学习。……团校设在洋溪，距庙背五里路。……洋溪是一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

小村子，团校的办公室设在村中间一家地主的院落里，学生宿舍和教室设在村西头两家地

主的大院里。这期学员共一百二十四人，都是十四到二十五岁的青年，其中女学员三十五

人。学员到齐后，就分队编班。全校共分两个队八个班。我被分在六班，大家选我当班

长。……十二月二十四日，举行开学典礼，红军总司令朱德、苏区中央局书记任弼时等中央

首长出席了开学典礼。……任弼时同志宣布顾作霖同志兼任列宁团校校长。任弼时同志讲

话后，杨副校长宣读了列宁团校第一期教育计划。学习时间，暂定两个月左右；学习内容，

有党史、团史、政治、地理常识和游击战术等课程。教员由苏区中央局的领导同志担任：任

弼时同志讲党史；顾作霖同志讲团史；徐特立、陆定一同志讲地理、政治常识；总参作战科王

科长讲游击战术。杨副校长还宣布了一个好消息：毛主席将亲自到团校来，讲授中华苏维

埃运动史。……团校还规定：少先队员不准抽烟，不准喝酒，不准吃辣椒。这三点必须做

到，如有犯者，要受纪律处分。……二月廿五日早晨，……在这个幸福的时刻，毛主席来到

了列宁团校，我们全校师生集合在大祠堂里，听毛主席讲课。……两个多月的学习生活很

快就过去了。二月二十九日列宁团校第一期正式结业。校领导邀请朱总司令、周总政委、

任弼时、顾作霖等领导同志到会。……周总政委还勉励我们发扬共青团的革命传统和作

风，做反‘围剿’的先锋战士。”［21］

该文作为目前最早提及“列宁团校”的文献，把列宁团校创办的时间、地点、参加人数、

课程内容以及开学典礼、结业仪式等基本情况讲得很清楚。随后，肖锋又在其回忆文章

《对瑞金革命旧址的一些回忆》（1981年）、回忆录《十年百战亲历记》（1983年）中提到列宁

团校的相关情况。比如，“过了绵江河，走不远，就到了洋溪村。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就驻

在这村的北头三栋砖瓦房里。它是党校的前身。……在这栋的后面，是我们的列宁团校。

校长顾作霖，副校长杨岳彬。团校只在一九三二年十一月至一九三三年二月底办了一期，

男学员九十多人，女学员四十多人。我是这一期的学员，并兼少共总支书记。在洋溪住过

的，我记得有朱德、周恩来、董必武、刘伯承、罗明、杨尚昆、杨岳彬等。”［22］肖锋公开发表的

相关回忆录都是根据自己的日记并重访革命旧址进行核实后补充整理而成的，可信度比

较高。

2010年，肖南溪整理其父遗稿，出版《肖锋征战记》，其中关于列宁团校的记述与之前的

肖锋回忆的时间、地点基本一致。其中还专门讲到，列宁团校第一期学习结束后，“团校选

择做过团的工作的党员王炳章、邱会玉（女）和我留下到中央党校（即马克思主义大学）第一

期继续深造。党校就设在团校老房子，我们由东房搬到北房就算报到了。”［23］

另一位亲历者赖大超（1918—1995），福建永定人，参加列宁团校第一期培训班时才13

岁，当时担任少共福建省委儿童局书记。晚年出版了《一个红小鬼的风雨人生》，书中回忆

了在列宁团校学习的历史点滴。其记述与肖锋的回忆高度契合，只有三处细节略有不同：

（1）赖大超回忆录中写到：“学生共有一百二十余人（其中女生三十余人），分为二队六个

班”；肖锋回忆录中写到：“全校共分两个队八个班”。（2）赖大超回忆录中关于学习的课程，

没有提及游击战术；肖锋回忆录中写有总参作战科王科长讲游击战术。（3）赖大超回忆录中

对毛泽东亲自来团校讲授中华苏维埃运动史没有提及；肖锋回忆录中记述得比较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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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对办学地点、时间及名称由来的考证

关于列宁团校的创办地点。根据梁必业的回忆，第一期列宁青年学校就设在叶坪。这里

的“叶坪”应该不是叶坪乡的叶坪村，而是指叶坪乡范围内的某一村子。根据现有文献史料分

析，极有可能就是距庙背村2.5公里的洋溪村。这就是说，随后的几期列宁青年学校很可能都是

在洋溪村举办的。理由如下。

第一，1931年9月28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和红一方面军总部从兴国进驻瑞金县叶坪村。同

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叶坪村召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诞生并在此办公。少共苏区中央局于1931年9月由永丰县龙岗迁驻瑞金叶坪乡庙背村，距叶坪

村约1.4公里。由此可见，少共苏区中央局连办公地都没有选在叶坪村，更不可能把列宁青年学

校放在当时党、政、军核心单位的驻地来举办了。

第二，为了方便工作联系和指导，列宁青年学校的举办地也不可能选择离苏区党的机关和

团的机关太远的地方。洋溪村位于叶坪村西北方向仅1公里处，有百十户人家，绝大多数为刘

姓，有几处地主大院、宗族祠堂可以借用，列宁青年学校第一期很有可能选址此地。1931年11

月，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成立，机关设在洋溪村，代部长徐特立在此办公和居住；1932年1月，中

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创办的无线电训练班由福建长汀迁至洋溪村，改名为“军委无线

电学校”，后改称“中国工农红军通讯学校”；1932年10月，由徐特立主持，中央列宁师范学校在

洋溪村创办。这些情况都可以作为洋溪村适合办学的旁证。另外，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

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在洋溪村刘氏宗祠成立，朱德、王稼祥、叶剑英曾在这里办公或居住。

第三，根据2022年4月和8月两次对叶坪乡洋溪村刘曰蓁私宅现场踏勘，可以看到刘宅房

屋的内墙上保存了大量革命标语和漫画。其中二楼房间的墙壁上清晰写有“少班”（“少”应该

是“少共”的简称）、“打倒国民党”“打倒蒋介石走狗”“拥护全国苏维埃万岁”“拥护中国共产青

（年）团万岁”“学习马克斯（思）”的字样，在楼板上写有“初级班列宁室”等。从目测情况来看，

有部分字迹年代比较久远，可以作为当年列宁团校学员在该处私宅中学习住宿的证据。

关于列宁团校的创办时间。现有文献史料显示，第四期列宁青年学校是1932年11月22日

开学的，第五期开办时间应该在1933年1月中下旬。而根据肖锋、赖大超的回忆，列宁团校的开

学典礼是1932年12月24日。如果这三个学校都在洋溪村开办，那么列宁团校就在时间、地点

上同这两期列宁青年学校相互交叉。尽管缺乏相关历史文献的记述，考证组根据现有材料推

测：列宁团校是在第四期列宁青年学校的基础上试办，而且第五期列宁青年学校有可能也并入

了列宁团校培训中。理由如下。

第一，1932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要求“开办高级团校来训练与重新训练干部”。这就

是说中共中央局对团干部的培训有更高的要求。少共苏区中央局根据前三期列宁青年学校的

举办经验，致力提高一层，也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根据肖锋1980年的回忆，周恩来在结业大会

上讲到“试办的列宁团校”［24］。这就解释了列宁青年学校本来正在按期举办的情况下还要举办

列宁团校的缘由，也基本解释了在中央苏区的文献史料中没有提到“列宁团校”的原因。

第二，据赖大超回忆，“1932年11月的一天”接到去中央列宁团校学习的通知，他们“到达瑞

金团中央局后，在那儿住了一晚，然后便和王汉英同学到附近只有几十户人家的洋溪村列宁团

校报到。”“12月下旬的一天，团校举行开学典礼”［25］。这可以解释第四期列宁青年学校是11月

22日开学，到12月24日开学典礼时就改称“列宁团校”了。而且，肖锋在1981年的一次回忆中

也说到，“团校只有1932年11月至1933年2月底办了一期”［26］。由于当时处于紧张的战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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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抽调骨干集中学习并不是一件轻松容易的事情。学员接到通知有先有后，报到时间更是参

差不齐。因此，在少共苏区中央局的通知中，多次强调“务须依时”“决不允许……迟延误时”等

词句，而事实上很难做到准时报到、准时开学。同样是参加列宁团校的培训，肖锋是1932年12

月12日接到通知的，比赖大超晚了许多。

第三，根据肖锋1980年的回忆，列宁团校第一期开班时有学员124人，结业时学员为146

人。似可以解释为有后续学员（比如第五期列宁青年学校的学员）加入。

关于列宁团校的名称来历。考证组遍查土地革命时期的历史文献《红色中华》《青年实话》

《列宁青年》《少年先锋》《红星》《苏维埃》及相关文件，均未发现“列宁团校”这一名称。现可以

初步判定，“列宁团校”最早出现在肖锋1980年公开发表的回忆性文章《在列宁团校学习的日子

里》。赖大超1998年在回忆录《一个红小鬼的风雨人生》中也提到，1932年11月去洋溪村列宁

团校报到的事。如何解释这一问题呢？

第一，1932年1月苏区团一大通过了《政治议决案》，其中有“团校（列宁青年学校）”的表

述。这就是说，当时“团校”与“列宁青年学校”是可以并称的。

第二，少共苏区中央局机关刊物《青年实话》1932年上半年刊载的文章中曾出现过“中央团

校”名称。1932年5月，时任少年先锋队中央总队部总训练部部长张爱萍在《这就是对斗争的逃

避》一文中写道：“赖仁钊同志，是中央团校的学生，是临时省委派去的，在三四个月中，除天天

在那里干些消极怠工的勾当外，整天东跑跑，西趟趟。”［27］1932年6月，赖仁钊在《接受张爱萍同

志对我的批评》中也承认：“我在中央团校毕业后，由江西省委分配我到广昌工作。临时少共广

昌县委，从三次战争胜利后成立到现在，已有八九个月了。”［28］从张爱萍1932年5月的发文内容

可以推测出这里的“中央团校”指的是第一期列宁青年学校，而张爱萍他们理解为少共苏区中

央局办的团校，故有此称。这在当时的中央苏区有一定的普遍性。

第三，战争年代办学不像现在这么严谨规范，在正式文件中出现的“列宁青年学校”，常常

被学员和干部口头上称为“少共中央列宁青年学校”“中央列宁青年学校”，诸如此类。

第四，如果列宁团校第一期在列宁青年学校第四期基础上试办的假设成立，那么“列宁团

校”的名称在文件中没有出现、而在当事人的回忆出现就说得通了。

六、改革开放后相关专家的一致认定

1988年7月出版的《教育百科辞典》载有：“列宁团校 1932年在江西苏区举办的一所青年学

校。同年12月24日，列宁团校第一期在江西瑞金洋溪村举行开学典礼，红军总司令朱德、苏区

中央局书记任弼时等出席。……1933年2月25日，毛泽东为列宁团校讲课。2月29日第一期结

业，周恩来到会勉励学员”［29］。

1989年7月，由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静如等主编、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青年运动词

典》关于“列宁团校”条目的解释内容为：“1932年在江西苏区创办的一所青年学校。1932年12

月24日，列宁团校第一期在江西瑞金洋溪村举行开学典礼。”［30］

1991年11月出版的《教育大辞典》记述为：“1932年12月，中共中央局决定在江西瑞金县洋

溪村创办列宁团校。”［31］

1993年2月，由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青运史研究所编写、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

主义青年团团史词典》将“列宁团校”解释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共青团在江西中央苏

区创办的一所青年干部学校。……1932年……12月24日，列宁团校第一期在江西瑞金洋溪村

举行开学典礼。”［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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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2月，由中共瑞金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写、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瑞金人民革命

史》也记载着“中央列宁团校，址设洋溪刘曰蓁私宅”［33］。该书执行主编曹春荣谈到，此书所论

依据的是20世纪60年代瑞金县委县政府组织开展的第一次革命旧居旧址调查结果，有据可查，

真实可信。该书副主编刘庆芳是洋溪村人，也参与过这次革命旧居旧址调查。在调查中听村

民刘善宝谈及过列宁团校就在刘家对面。这一线索对确定列宁团校旧址提供了重要依据。

2009年4月，由共青团赣州市委和中共赣州市委党史办公室编写、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

《中央苏区青年运动史》记载：“列宁团校……地址在江西瑞金洋溪村……团校校长顾作霖

（兼），副校长杨XX，任课教员有任弼时、顾作霖、徐特立、陆定一、以及总参作战科王科长。”［34］

2019年8月，由中共党史学会编辑、中共党史出版社和党建读物出版社联合出版的《中国

共产党历史组织机构辞典》列有“列宁团校”条目，其释义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

在中央苏区创办的培养共青团干部的学校。1932年12月，在江西瑞金成立，顾作霖任校长。

第一批学员共124人，都是14至25岁的青年。学校主要教授党和团的历史、政治以及游击战

术等内容。”［35］

七、中央苏区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领导下的最大的“一块试验田”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随着土地革命的兴起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毛泽东、朱德

领导的赣南、闽西根据地成为全国最大的根据地。中共中央决定将苏区中央局和苏维埃中央

政府设在这里。根据中共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的决定，1931年1月，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小

布正式成立，由中央派来的项英担任代理书记，领导中央苏区的一切工作。4月，为加强对中央

苏区青年运动的领导，少共苏区中央局在宁都青塘成立，由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顾作霖担任书

记。其实，在两个月前，共青团中央局就明确提出，“（团）中央指定的苏区中央局，应该立即与

（苏区）党的中央局发生关系，在它的领导之下工作”“（少共苏区）中央局应该经常地向团的中

央局报告工作，每两星期工作报告及派交通到中央”［36］。因此，少共苏区中央局成立后，积极贯

彻落实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工作指示和精神要求，“加紧苏维埃区域的青年运动的领导，帮助

党执行苏维埃区域内的一切最紧迫的任务”［37］。因此，与其他根据地相比，中央苏区具备更为

扎实的落实党中央和团中央相关指示、政策的充要条件，列宁团校的举办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由于“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的错误方针指导，1933年初，中国共产党在白区的工作几

乎损失殆尽，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已无法立足。团中央机关也遭到严重破坏，被迫于1933年1

月同临时中央一道迁入中央苏区。团中央驻瑞金沙洲坝下肖村，4月与少共苏区中央局合并，

对外称少共中央局（即共青团中央局）。原少共苏区中央局书记顾作霖转任少共中央局书记。

八、从办学规格、办学标准等方面情况看，列宁团校已经具备了高

级团校的基本特征

从当事人回忆的具体历史场景及相关文献史料来看，列宁团校的办学规格、办学标准、办

学要求都是非常高的，已经基本具备了高级团校应有的特征。所以，赖大超回忆录中记述在列

宁团校学习情况的章节，标题使用的是“在中央团校和中央党校学习”［38］。也有研究者评价道：

“列宁团校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最早的中央团校”［39］。

从办学规格看，在当时是最高配置。校长人选是由中共苏区中央局宣布任命的。开学、结

业典礼均有中央领导同志出席并发表讲话。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朱德、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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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弼时出席开学典礼，任弼时发表讲话；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出席结业仪式，周恩来发表讲话。

从培训管理来看，采用分队编班制。124名学员来自不同军队和地方，如有少共赣粤边区

信康南地委工委组织部长兼代理书记肖锋、少共赣粤边区信康南地委工委儿童局书记肖曼玉、

少共福建省委儿童局委员兼汀州市委儿童局书记赖大超等人，共分为两个队八个班进行管理

和教学，并成立了少共总支部，下设两个支部。

从课程设置看，比较全面。学员主要学习中共党史、团史、苏维埃运动史、政治和地理常

识、游击战术等，设有列宁室满足学员自习，并提供篮球、排球、歌咏、舞蹈等丰富多彩的业余生

活，举行军事演习，这些是地方团校无法实现的。1932年3月，少共湘鄂赣临时省委开办了一期

团校，但因“团校教材缺乏”“没有收到好大效果”［40］。

从授课人员看，分量很重。比如，中共党史由任弼时讲授，顾作霖讲团史，徐特立、陆定一

讲地理、政治常识，总参作战科的同志讲游击战术，毛泽东亲临团校作中华苏维埃运动史报告，

这些也是地方团校无法实现的。1932年5月，少共赣东北省委报告称曾开了一期团校，但“因教

育人员的关系，以后停办了”［41］。

结论：通过对中央苏区各种历史文献进行全口径梳理和研究，少共苏区中央局于1932年12

月在瑞金洋溪村创办列宁团校的史实呈现客观清楚。无论是从列宁团校的办学地点、办学时

间，还是办学规格、课程设置、授课人员等方面看，都充分体现出完全遵照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开

办高级团校的指示，并同团中央关于开办团校的决议要求高度契合。再者，列宁团校在办学过

程中提出的理论学习、考试测验、纪律准则等方面的要求，对比地方团校都是比较高的、比较严

的，这也是论证列宁团校历史定位的重要依据。综合以上各方面的考证分析，以及到列宁团校

旧址实地勘察调研情况，基本上可以做出判定：列宁团校是名副其实的高级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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