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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兆征对省港大罢工的贡献

丘均元

����年
，
反帝烈火燃遍神州大地

。

正是
“ 不惑之年

”
的苏兆征

，
饱含着革命豪情

，

并以鲜明的政治立场
，
积极参与发动和领导省港大罢工

。

在
一

年多的时间里
，
他担任了

省港罢工委员会的领导工作
，
是确保罢工实现和顺利发展的重要台柱

。

他在为坚持罢工

的实际斗争中
，
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和贡献

。

�一�

����年
，
震惊中外的五份惨案发生后

，
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迅速护展到全国

。

在为

支持上海人民反帝运动而爆发的各地罢工斗争中
，
规模最大

，
影响最深

，
时间最长的是

广州和香港
’

工人的大罢工
，
即省港大罢工

。

这次罢工成为五册运动开始的全国反帝浪潮

的中流抵柱
，
它进一步推动了全国革命形势的深入发展

，
而苏兆征为发动和领导这次罢

工斗争竭尽全力
。

����年 �月 � 日
，
中共广东区委和中华全国总工会得到五册惨案的消息后

，
准备立

即发动省港大罢工
，
文持上海人民的斗争

�

但恰在这时
，
盘据广州的反动军阀杨希阂

、

刘震寰阴谋推翻广东革命政府
，
广州处于紧急备战状态

。

所以
，
中共广东区委决定首先

于 �月 � 日组织广州各界群众举行声援上海人民的示威游行
，
同时也积极进行罢工的准

备工作
。

为此
，
一方面先后派苏兆征

、

邓中夏
、

杨殷
、

杨鲍安等人赴香港发动香港工人

的总同盟罢工
，
另一方面又派李森

、

冯菊坡
、

刘尔篙等人在广州发动沙 面 洋 务工人罢

工
，
并进行罢工后的各种准备工作

�

香港称得上是苏兆征的第二故乡
，
也是他早期从事工人运动的地方

。
����年

，
由于

生活所迫
，
��岁的苏兆征离开了家乡—广东香山县淇澳村 �今属珠海市唐家 区 淇 澳

乡�
，
到香港英国怡和洋行所属的一艘轮船

“
乐生

”
一

号做工
，
从此开始了海员生江

。 “
为

一有名的老海员
。 ” ① “ 他在船上与一般工人 部���常亲爱

， ‘

书努力排解工人的纠纷
，
并



勇敢的领导工人去反抗西人的无理虐待
、

打骂
、

及一切压迫
，
时常乘机煽动宣传

，
向工

人说
� ‘

团结即是自己的力量
， ，

所以工人对他都佩服信仰
。 ” ②俄国十月 革 命 的 胜

利
，
五四运动的爆发

，
更加坚定了苏兆征斗争的信念和决心

。
����年 �月

，
在他和林伟

民的积极发动和组织下
， ‘

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在香港成立
。

这是中国最早成立的现代

产业工会之一 更值得一提的是
， ����年 �月

，
为增加工资

，
改善生活

，
反对英国帝国

主义者的压迫
，
他领导了香港海员大罢工

，
并取得胜利

。

这次罢工成了中国第一次工人

法升宫翻的斩耙 点
�

自此之后
，
他为工人运动奔走呼号

，一

英勇斗争
，
往返 于 香 港

、

广

州
、

北京之间
，
并于����年 �月在北京光荣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

�月
，
第二次全国劳动

大会于广州举行
�

这次大会正式成立了全国统一的工会组织—中华全国总工会
，
苏兆

征被选为执行委员
。 “

从此
，
他不仅为海员工友奋斗

，
并且是为全工人阶级的利益而斗

争了
。 ” ③
上述可知

，
苏兆征在香港工人群众中是有很高的威信和深厚的群众基础的

，
这都为

其组织罢工提供了有利条件
。

他受命到香港后
，
为了组织罢工而废寝忘食地工作

，
做出

了卓越的成绩
。
概括起来

，
主要有如下几项

�

、

一是组成罢工领导核心
。

鸦片战争后
，
香港为英国殖民主义者所侵占

。

在香港居住的中国同胞
，
长期受到英

国殖民主义者的残酷统治与压榨
，
其痛苦特甚

。

香港广大工人群众虽有强烈 的 反 帝 要

求
，
但要团结起来举行罢工有其不少困难

，
且阻力重重

。

苏兆征等深刻认识到
，
要使罢

工得以实现
，
必须有坚强的领导核心

。

为此
，
他与邓中夏

、

杨殷
、

黄平
、

杨的安等五人

组成了中国共产党团委员会
，
作为发动

、

组织罢工的领导核心
。

二是改造
、

健全工会
。

罢工前
，
香港虽有工会一百多个

，
但情况极为复杂

，
除少数工会如海员工会为共产

党员所领导外
，
大部份操纵在黄色工会领袖手中

。 “ 这些工会的领袖
，
找不着一个是觉

悟的或革命的
。 ” ④为改造 、

健全工会
，
苏兆征等一方面深人工人群众中进行发动

。

由

于五姗惨案发生后
，
全国处于风起云涌的反帝浪潮激荡下

，
香港工人的爱国热情空前高

涨
，
要求声援上海人民的斗争

。

因此
，
经过短时间的工作

，
工人就发动起来了

。
另一方

面游说于黄色工会的领袖
。 “

因兆征同志平时对于各工会领袖有一种吸引力
，
故终能使

黄色工会与行会工会一致赞成这次最大的罢工
。 ” ⑤

、 、三是成立全港工团委员会
。

苏兆征赴港后
，
于 �月上旬至中旬与邓中夏等人在香港车衣工会和部份工会负责人

举行数次会谈
，
商讨举行罢工事宜

，
决定成立全港工团委员会

，
作为发动香港工人罢工

的领导机构
。

全港工团委员会成立后
，
苏兆征被选为干事局长

，
邓中夏为参谋长

。

与此同时
，
广州方面

，
李森等人积极筹划罢工实现后的各种准备工作

。

在国民党左

派领袖廖仲恺的支持下
，
广东革命政府也同意拨给一笔款项

，
作为罢工工人的伙食费

，

并封闭了广州的一些烟馆
、

赌馆
、

妓院和闲散的祠堂
、

会馆
，
以作为罢工工人的宿舍

，

这样就解除了罢工工人的后顾之优
。

经过一番准备和筹划后
，
香港工人的反帝政治大罢工于����年 �月��日 正 式 爆 发

�咦�
�



了
�

是 日
，
在苏兆征等人的领导下

，
香港海员工会首先罢 工

，
接着

，
电 车

、

印 刷
、

澎
务

、

码头搬运
、

煤炭
、

邮电等行业工人纷纷响应
。

先后参加罢工的人数达��万
，
其中�。

几万工人冲破英帝国主义的阻浇和威胁
，
分乘火车

、

轮船 回到了广州
。
苏兆征仍暂留香

港
，
继续发动罢工

。
�月��日

，
广州沙面洋务工人在中华全国总工会的领导下宣布总罢

工
，
并成立了沙面工人声援上海惨案罢工委员会

。

省港两支 罢工工人队伍汇合在一起
，

形成了一股巨大的反帝洪流
，
这就是著名的省港大罢工

。

�� 日
，
在广州区委和中华全国

总工会的组织领导下
，
省港罢工工人和广州各界人民团体共��几万人举行反 帝示 威 游

行
。
当游行队伍途经沙面对面的沙基时

，
遭到沙面租界的英法军警开枪扫射

，
停泊在白

鹅潭的莱日军舰开炮助威
，
制造了死亡��人

，
重伤���多人的沙基惨案

。

帝国主义又一次

对中国人民实行血腥屠杀
，
更加激发人民的愤慨

，
促使更多工人投人反帝斗争行列

，
罢

工规模进一步扩大
。

�二�

省港大罢工实现以后
，
��几万罢工工人云集广州

，
以广州革命眼据地为依托

，
向帝

国主义展开了英勇的斗争
�

省港大罢工之所以能够如期实现和顺利发展
，
最根本原因在

于中共广东区委和罢工委员会党团的正确领导
，
共产党人做了大量的发动上作和组 织工

作
。

但具体一点说
，
苏兆征则是这项工作中最艰苦的开拓者和最大的贡献者

。

大罢工实现以后
，
首先面临一个突出间题就是要把��几万工人组织起来

，
建立统一

的指挥机构
。

邓中夏一开始就预见到这次大罢工是为了反对帝国主义
，
求得民族解放的

政治斗争不是一朝一夕所能解决
。

所以
“ 必须有伟大填密的组织

” ， “
才能 历 久 而 不

敝夕
。

为此
，
省港罢工工人曾举行代表大会

，
专题讨论了成立省港罢工委员会作为昙工

领导机构等问题
。
����年 �月 � 日

，
省港罢工委员会宣告成立

，
苏兆征被推 选

�

为委 员

长
，
同时推选他兼任财政委员会委员长

，
李森为千事局长

，
邓中夏

、

廖仲恺等被聘为顾

问
。

省港罢工委员会由��名委员 �香港 �人
、

广州沙面 �人
、

中华全国总工 会 代 表 �

人� 组成
。

罢委会下设干事局
，
分置文书

、

宣传
、
招待

、

庶务
、
交 通

、
交 际

、
游

·

艺 七

部
，
另设财政委员会

、

纠察队
、

会审处
、

保管拍卖局
、

审计局
、

铁路委 员会
、

土 人 医

院
、

宣传学校等机关
，
分头办事

。

总之
，
罢委会设立后

，
成了带领广大工人进行斗争的

最 高指挥机关
，
而身为罢委会委员长的苏兆征

，
更是 日理万机

，一

为罢工斗争竭尽全力
。 ‘

正如邓中夏说的那样
�
当时

“
有隔日一开的八百余人之代表大会

，
，

有封锁香港的二千余

人之纠察队
，
有法庭

，
有监狱

，
有法制局以惩处汉奸

，
有公共饭堂

，一

有公共宿舍
，
有学

校以供给工友学 习
，
有检验货物处

，
有仇货拍卖处

，
有船支放行领证处 �凡中外轮船来

广州者臂须向罢工委员会呈报
，
须领得证书方可放行�

，
有骑船处 �不拘中外轮船

， 。
皆

派罢工工人骑船监视
，
不准驶到香港�以封锁香港和检查仇货

，
在这样的庞大组织巾

，

百务丛错
，
真是一 日几万

。

然而
，
兆征同志却处之裕如

，
以至于将近两年而不少懈

，
这



句见兆征领导群众的艺术和娜决问题的才能了
。
方⑥

应该着重指出
，
省港大罢工是在极其复杂条件下进行的

，
但它却坚持达 �年 �个月

之久 �罢工从����年 �月开始
，
直到 ����年�� 日才基本结束�

。

究其主要原因是罢委会

能根据形势的发展
，
及时制定一系列措施

，
并采取灵活的斗争策略

�

在这方面
，
苏兆征

也作出了重大贡献
。

就以采取灵活的斗争策略为例
，
省港大罢工是反对帝国主义

，
争取民族解放的政治

大罢工
。

因此
，
罢工开始后

，
罢委会提出了

“ 打倒一切帝国主义
” 的 口号

。
这是因为五

份惨案
、

沙基惨案是英
、

法
、
日等帝国主义国家共同参与制造的

，
美帝国主义也是支持

的
。
苏兆征也曾经提出这次罢工斗争应

“
团结全国各阶级

，
联合世界上一切被压迫民族

与被压迫阶级
，
持续的向一切帝国主义进攻” 的主张

。 ⑦与此相适应 ，
罢委会曾采取在

经济上对帝国主义全面封锁的方针
，
明令任何帝国主义国家的轮船不准进人香港

。

这一

做法
，
致 使海外交通完全断绝

。

其架果
，
不只是封锁了香港

，
使帝国主义造成损失

，
也

给我们自己 带来了很不利的后果
。
罢工两个月后

，
苏兆征等清醒地认识到

，
如果我们坚

持实行全面 到钦的政策
，
岌所有帝国主戈国家同样看待

，
不仅不能利用其矛盾

，
有利于

我之对 敌斗争
，
可能会使帝国主义联合起来共同刘我

，
使我处于不利地位

。

为此
，
他与

其他 罢 工饭导人进朽了研笑
，
叙们了

“
凡不是英国货

、
英国船及经过香港者可直接来广

州
”
的政年

。
献是由又所有伟国主戈匡家全反到锁改变为单独对英到锁

，
集中力最打击

英国
。
这一 政策实施后

，
还速啦到了很大成彭

。
首先落现在拆散了帝国主义 的 联 合 战

线
。

采取单 独刘英政策后
， 日本和羡国的轮船公司

、

徉行
，
首先要求领证复业

，
并愿将

香倦
、

沙 面的商店也迁来广外营业
。
在港美商大来公司还决定租轮自上海运货来广州

，

不 经著港葺抵演塔
。
其他各国也然伪日

、

羡闻痴而来
。
总之

，
单独对英政策的头行

，
不

仅拆 散了帝国主义反刘罢工的联合战线
，
而且加探了他们之值的矛盾

，
使香港当局一再

叫器的 要以十万大兵欢们厂州陇落吓
，
完全破产

。
辰时

，
这一政策的实施

，
也知除了广

东组济的压难
，
伍进了广东经济的发展

。

广东不论在刘外船运
、
商业

、

财政
、
税收等各

方 面都出城好跳辰正
。
泛科也使商人有住息瓦做

，
浓民的产品可以出口

，
因而也九

‘

强了

工农联盟
，
促进了工商联合

。

同肘
，
罢工斗争开始后

，
国内亦出现极为复杂的局面

，
如内奸活动猖狂

，
他们反对

罢工
，
反刘卑命

。
因此

，
切助国民政府角清内奸又成为罢委会的主要任务之一

。
在协助

国民政府肃清内奸方面
，
苏兆征同样作出了重要质献

。

����年 �月
，
广东革命政府改组为国民政府

。
改组后的国民政府

，
宣布继续奉行孙

中山的联俄
、
联共

、
扶助农工三大政策

，
并在广东地区推行各种车命措施

。
这样一来

，

仗卜些反溉茸瓶农官燎遮客
、

国民党右派十分不满
。

他们暗中勾结帝国主义
，
并与公开

叫镶达兵广州
、
抢乱国民政府的军概陈炯朋

、

邓本殷遥呼相应
，
阴谋发动政变

。

他们还

制造谣言
，
挑拨离�旬

，
在所谓

“
反共并 ”

的放帜下
，
反刘工 农

，
反对革命

。
在此关键时

刻
，
以苏兆征为首的省港罢工委员会首先揭蕊邓本殷接受香港当局的贿贴

，
推备出兵广

东的阴谋
，
函请政府出兵讨伏邓本殷

。

苏兆征还专门发表题为 《肃清内奸》 的文章，
指

出� 又乃本殷是内奸
，
陈抓歇也是体奸

，
还有名隶国民政府旗帜之下

，
实暗与帝国主义勾



结的也是内奸
。
因此， 我们要下决心

，
先行肃清内奸

，
然后罢工可保

，
帝国 主 义 可 打

倒
。 ⑧随后由广东各界对外协会组织了以罢工工人为主体，

约有��万人参加 的 肃 清 内

奸
，
统一广东的示威运动大会

。

大会还通过了决议
，

要求国民政府采取措施
，
剪除陈贼

余荤
，
解散不法军队

，
肃清反动势力

，
统一广东全省

。

并且表示
，
全体人民坚决拥护国

民政府内外的一切革命政策
，
给国民政府撑腰壮胆

。

然而国民政府却动摇不定
，
不敢动

手处理
。

结果
，
右派先下了手

，
刺杀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

。

束��廖事件发生后
，
省港罢

工工人和广大群众全力义持国民政府
，
以武力解散了参加密谋的各派粤军

，
并把与廖案

有重大嫌疑的胡汉民
、

许崇智驱逐出了广东
，
使国民政府转危为安

。

总之
，
省港大罢工

不仅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在反帝斗争中的强大威力
，
同时还表现了苏兆征等卓越的组织

领导才能
。
正如����年��月

，
中共广东区委在 《为省港大罢工自动的停止封锁宣言》 中

指出的
� “

你们 �罢工工人�是中国民族革命的光辉里你们在过去��个月中
，
以少数冻

饿的无武器的群众
，
与世界上赫赫有名的第一强大而凶恶的英帝国主义相坚持

，
你们非特

没有失败
，
并且还给英帝国主义在中国以空前的打击一 使他们损失了亿兆金镑

，
剥夺

了他们在南中国贸易的权利
，
使香港变成荒岛

，
使大英帝国的威信空前扫地

，

一你们

这 种英雄的
、

有效的
、

长期的斗争
，
实为中国反帝运动历

�

史上从来所未有的斗争
。 ” ⑨

�三�

把罢工工人组织起来以后
，
如何解决��几万罢工工人的费用问题

，
这也是一个极为棘

手 的难题
。
这个难题不解决

，
大罢工不可能长期坚持下去

。

应该谈

费用低题上
，
廖仲恺功不可没

。
他曾以财政部名义

，
在解决罢工工人的

，
每 日拨给罢工委员会一万元经费

。

还饰令广州市政厅将征收半月捐租 �后改一月�交中央银行专为罢工费用
。 、，

并在各县征

收殷实绅商捐
，
拍卖所有没收的英商货物用以支持罢工工人费用

。

此外
，
还责成各华商

烟草公司拨盈利部份捐助罢工委员会
。

�但我们认为
，
当时身兼财政委员会委员长的苏

兆征
，
在财珍问题上所作出的努力和建树的业绩亦不能低估

，
这是其对省港大罢工又一

重大贡献
。

苏兆征在理财方面
，
邓中夏有这样一段评述

� “
兆征一生都身兼财政

，
在海员工会

中
，
在 省港罢工中

，
以至于后来在共产觉的中央中

，
都是如此

。

在海员工会他管财政
，

每月必开会报告帐目一次
，
收据一总拿来听凭到会者查阅， 并将帐目在会刊 上 按月 登

载
。

在省港罢工时
，
两日向代表大会报告帐目一次

，
又发行帐目专刊

，
送各工会审阅

。

省港罢工委员会每 日进出动辄数万元
，
有时甚至数十万元

，
若不 如此

，
何 以 能 招 大

信
。 ”

�这一段评述
，
不仅说明苏兆征一生廉洁自守

，
收受无一私财

，
而且表明他是一

位理财能手
。

苏兆征经常对人说
，
财政工作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

，
搞好这项工作

，
实际上掌握

了罢工的经济命脉
。

因此
，
他在主管财政工作的过程中

，
认真负责

，
一丝不荀

，
据当时

��



在会计部工作的回忆
�

苏兆征在财政问题上
，
不但身体力行

，
而且要求会计部的工作人

员一定要把各项帐目处理得分毫不差
，
严格实行财经制度和纪律

，
说这是关系到十几万

名罢工工人的衣食住行
，
影响到罢工斗争成败的大问题

，
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

在他的教

育下
，
会计部的全体工作人员

，
勤勤恳恳

，
同心同德

，
有条不紊地工作

，
并且取得很大

的成绩
。

�
苏兆征在主管财政工作过程中

，
尽管敌人制造种种流言蜚语中伤他

，
说什么 “ 苏兆

征肥了
。 ” 工贼粱子光一伙也捏造事实

，
诬蔑苏兆征接受奸商贿赂

，
企图将苏兆征撵下

台
。

但是由于他平 日廉洁奉公
，
坚持原则

，
一丝不苟

，
定期向罢工工人报告收支帐目

，

接受工人代表的监督
。

因此
，
广大罢工工人却始终信任他

，
把他视为完全可以信赖的知

心 人和当家人
。

到了罢工后期
，
帝国主义者还主使一小撮反动分子制造了一起火烧省港

罢工委员会所 在地东园建筑物的事件
。

事件发生后
，
谣言四起

，
说什么苏兆征与会计部

的人平 日有贪污行为
，
这场大火就是他们互相勾结放的

，
为的是毁灭贪污痕迹等等

。
面

对恶毒的攻击
、

诽镑
，
苏兆征却镇定自如

，
他在带领罢工工人重建罢工委员会地址的同

时
，
一方面鼓励大家

，
要保持沉着冷静

，
继续坚持本职工作

，
并提醒大家

，
千万不要慌

乱 如果我们都乱了
，
罢工工人兄弟就会更加混乱起来

。
另一方面

，
他提议组织一 个清

帐委员会
，
负责清查会计部的帐目

。
清查结果证明

，
所有帐目一清二楚

，
分 毫 不 差

。

“ 这样一来
，
反革命制造的火烧东园事件彻底破产了

，
苏兆征同志在群众中的威信也就

更高了
。 ”

�

综上所述
，
苏兆征在省港大罢工中

，
为组织

、

发动
、

领导罢工斗争呕心沥血
，
忠贞

不渝
。

而这一罢工斗争沉重地打击了英帝国主义
，
有力地支持了广东革命政府

，
促进了

广东革 命根据地的统一和巩固
，
为北伐战争准备了群众基础

。

就从这意义上说
，
苏兆征

对中国革命的贡献是巨大的
。

甚为惋惜的是
，
苏兆征为革命一生勤劳

，
积劳 致 疾

，
于

����年 �月�� 日病逝上海
，
终年��岁

。

逝世前曾留下
“
希望大家共同努力

，
要同心合力

达到革命胜利
” 的遗言

。

这位
“
中国工人阶级的领袖

” ，
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

，
作出

自己应有的贡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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