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兆征是中国早期杰出的工人运动领袖，是 1922 年香港海

员大罢工的实际主持者，是 1925 年省港大罢工的主要领导人，尤

其在中共八七会议之后，苏兆征成为中共早期的中心领导人之

一，在中国革命运动中起到了不可磨灭的光辉作用。
一、苦难海员出身的中国工人运动领袖

1885 年，苏兆征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唐家淇澳村（今珠海市

淇澳岛）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幼年随父耕田、砍柴捕鱼，在外祖母

帮助下，曾念私塾三年。他 18 岁时来到香港，在英国怡和洋行的

轮船上做苦工。青年苏兆征曾先后在英美的多艘轮船上做杂役，

干最苦最累的工作还挨打受骂。同行的工友，有的不堪忍受虐待

而投海身亡，有的患病后被老板扔进大海。苦难的人生境遇培养

了他的意志，劳苦的工作经历铸成了他坚忍不拔的性格，漂流的

海上生活养成了他宽广宏大的胸怀。苏兆征在风浪中渐渐成长起

来。
1920 年，苏兆征在一艘英国轮船上做工。有一次，一名中国

童工又遭到无理殴打。苏兆征决心通过这一机会调动船上的海

员，为争取应有的权益保障与资方斗争。他向大家痛诉英国资本

家一贯欺压盘剥中国海员的种种恶行，号召必须团结起来反抗暴

虐。海员们在苏兆征的启发和引导下，团结一心与英国资本家进

行斗争。在苏兆征的领导下，海员的反虐斗争取得了完全胜利，为

海员们夺得了应有的权益保障。苏兆征在斗争中表现了非凡领导

才能与胆略，赢得了海员们的称赞和拥戴。这一胜利斗争，在广大

海员中传为佳话，人们欢欣鼓舞，认为这是中国海员反抗帝国主

义与资本家的第一次成功经历，称赞苏兆征是海员斗争的开路先

锋。
1921 年 3 月，在林伟民、苏兆征等人的不懈努力下，由孙中

山先生亲笔题写会名的海员工会正式成立，定名为“中华海员工

业联合总会”（简称香港海员工会）。苏兆征以工会组织为依靠，争

取工人阶级自身的利益，反抗资本家和帝国主义者的剥削压迫，

更加积极地为海员工人办事情。
1922 年 1 月 12 日，在林伟民、苏兆征等人的领导下，震惊中

外的香港海员大罢工正式举行。苏兆征由于具有无谓的革命斗争

精神与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被推举为主要谈判代表。在谈判过程

中，苏兆征处处维护工人群众的利益，始终立场坚定，态度鲜明，

镇静处事，团结工友，对香港当局及外国轮船资方的种种阴谋手

法时刻警惕、及时识破，既不为花言巧语所迷惑，也不为威迫利诱

所动摇，表现了工人阶级的高尚品德和高度的斗争智慧。在大罢

工的过程中，苏兆征十分重视舆论的作用，时常通过各种场合和

机会，向社会各界人士揭露帝国主义者和外国资本家对中国海员

以至中国人民的残酷压迫剥削，宣传海员工人罢工斗争的原因及

其正义性，指出这次罢工的举行就是因为广大海员不堪忍受帝国

主义者和外国轮船资本家的压迫剥削所致。正是苏兆征等领导人

和罢工总办事处重视做好宣传工作，引起了社会各界人士以至海

外人士的广泛同情和重视，因而在罢工进行期间，得到了社会各

界的支持与赞助。从 1922 年 1 月 12 日起至 3 月 8 日止，历时 56

天的香港海员大罢工，以取得重大胜利而宣告结束。
香港海员罢工的胜利，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具有重大的历史

意义。它强烈动摇了帝国主义在中国殖民统治的基础，极大地促

进了全国工人阶级的大联合，它是中国海员表现最光辉夺目的时

期，也是世界海员历史上最光荣的一页。通过这次罢工，苏兆征成

长为全国海员的中心领导者。
二、由工运领袖到中共早期领导人

通过斗争的实践，苏兆征日益发现和认识到中国共产党虽然

成立不久，却是革命宗旨鲜明，真正全心全意地代表工人阶级的

利益，一心为劳苦大众谋翻身解放的革命政党。特别是在香港海

员罢工的整个过程中，苏兆征深深感受到，中国共产党自始自终

给予真心实意的大力支持与指导，。在香港海员大罢工的关键时

刻，中共广东支部发表了《敬告罢工海员书》，郑重表示：中共广东

党组织坚决与广大罢工海员站在一起，竭尽全力为之后援。明确

提出共产党以海员同志为开始阶级斗争的急先锋，中共公开领导

工人运动的组织机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动上海以至国内各

地工人组织香港海员后援会等团体，从政治、经济各方面给予香

港海员罢工斗争以巨大援助。
所有这些，都使苏兆征不断加深了对共产党的认识。他日益

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真正与工人阶级心连心、共患难；劳动群众

要谋求解放，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实现。他对中国共

产党产生了无限敬仰之情，决心追随中国共产党。
共产主义信念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思想一旦在苏兆征的精神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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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里生根发芽，苏兆征的思想政治与革命觉悟就发生了质变，得

到了从实践到理论的升华。1924 年秋，中共香港支部成立，苏兆

征立即主动靠拢党组织，自觉争取党的指导和帮助。他多次邀请

共产党员前来演讲，请他们向海员介绍马克思主义。1925 年春，

苏兆征代表广东香港的工人团体，出席了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

表大会。在此期间，苏兆征多次到李大钊办公处（北京大学红楼）

与李大钊会晤，向李大钊汇报自己对共产党的认识，并聆听李大

钊对中共共产党纲领、章程、政策的阐释，并正式向李大钊提出了

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不久，在李大钊的介绍下，苏兆征加入了

中国共产党。一个放牛娃，经过海浪的拍打，在辛亥革命和香港海

员大罢工的磨练下，在马克思主义的哺育中，由党的领袖介绍，从

一个民主主义者成长为一个自觉的坚定的共产主义革命战士，开

始了他更加辉煌的战斗生涯。
1925 年 4 月，苏兆征接到党的指示，从香港前往广州，紧张

地投入了将在广州举行的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的筹备工作。经过

苏兆征、林伟民和李森（李启汉）等人日以继夜的积极筹备，1925

年 5 月 1 日至 6 日，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终于在广州正式举行，

出席代表 281 人，代表 166 个工会，组织工人 54 万多人。会议成

立了中国工人阶级的总指挥部、全国统一的工会组织———中华全

国总工会，苏兆征等人被推选为执行委员会委员。会后 20 多天，

即投入了轰轰烈烈的省港大罢工。
省港大罢工从 1925 年 6 月开始，至翌年 10 月结束，作为这

次罢工主要领导人之一的苏兆征，为这次反帝斗争做出了杰出的

贡献。他对内关心别人，热爱同志，尽心尽力安排好罢工队伍内部

的事情；对外始终保持着旺盛的斗志，坚持领导罢工，针锋相对的

回击各种反动势力的阴谋；另外为了争取外界对罢工的支援，他

又妥善处理遇到的各种情况，团结大多数民族资产阶级，扩大反

帝的联合阵线。
由于全国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政治军事的中心从广东逐渐

北移，武汉地区成了新的革命中心。1927 年 2 月，中华全国总工

会从广州迁往武汉。苏兆征接受武汉中央政府的邀请，任职劳工

部长。作为从工人运动中走出来的领导人，苏兆征全心全意为广

大工人群众谋利益。他亲自主持起草了一个《劳动法》，要求武汉

国民政府付诸实行，为工农大众的利益而不懈努力。
1927 年 7 月 15 日，汪精卫集团叛变了革命，苏兆征及时机

智的转入了秘密活动，继续坚定地组织武汉地区工人进行反抗国

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的斗争。在苏兆征的主持下，全国总工会发

表了《反抗压迫工人工会的宣言》，深刻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

命的无耻行径及其残酷屠杀革命群众的罪行。在苏兆征的组织领

导下，8 月初，武汉地区工人举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罢工斗争。
1927 年 8 月 7 日，中央紧急会议于汉口举行，这就是中国共

产党历史上著名的“八七”会议。会议选举了中央政治局，苏兆征

以最多得票当选为政治局正式委员。八七会议后，在中国革命转

入低潮和进步力量受到极大摧残的情况之下，苏兆征临危不惧，

与瞿秋白、李维汉一起，受命于危难之时，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常

委会，挑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担。
1929 年 2 月，由于积劳成疾又没有得到及时医治，苏兆征不

幸病逝。
三、对当今共产党人的启示

时光荏苒，苏兆征牺牲至今已经过去了 83 年，那风云激荡的

斗争年代距离我们越来越远。但是苏兆征身上体现出的闪光品

质，尤其是他积极投身革命实践，在基层一线砥砺品质，在同广大

群众的密切联系中锤炼作风，在实践中发现马克思主义，投身共

产主义，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增长才干和能力的品格，对当

今青年仍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
1.密切联系群众，锤炼革命家作风
中国海员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苏兆征出生

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8 岁成为海员。放眼苏兆征的革命历程，

他由农民而工人，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天然联系。
中国海员最先受到帝国主义的剥削和压迫，因而反抗帝国主义的

殖民统治也最坚决，在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中，海员工人运动转

为全中国的工人运动，农民———海员———革命者在他身上联结得

分外分明。
2.投身革命实践，砥砺忠诚品质
作为海员，苏兆征时常出入世界各个港口，有机会接触发达

的社会与新思潮，耳闻目睹很多新鲜事物，所以视野广阔。他较早

得知“十月革命”的消息，并逐步认识到革命的真谛，从而发动广

大海员，成立香港海员工会，发动海员罢工。在工人运动的实践

中，逐步找到革命的导师，以工运领袖的身份加入中国共产党。中

国早期的共产党人，大都是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后而又向工

农群众灌输马克思主义而成长起来；苏兆征却是在罢工的实际斗

争中接受马克思主义而成长为坚定的共产党员。由工人而民主革

命，而马克思主义，他在中国革命道路上留下了巨人的足迹。
3.战斗最后一息，纪念在于继承
严酷的斗争环境，长期的忘我工作，严重的营养不良，使苏兆

征积劳成疾。在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六大”和中共六大期间，苏

兆征患了阑尾炎。可是繁重的工作和强烈的责任心驱赶着苏兆征

不停的工作。1929 年 2 月，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用微弱的声音

加手势，断断续续说：“广大人民已不能活下去，要革命，等待我们

去组织起来。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奋斗，同心合力，使革命最后成

功。”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用生命指引我们：要继承革命遗志，

胸怀远大理想，陶冶高尚情操，培育科学精神，立为国奉献之志，

立为民服务之志，淡泊名利，自尊自律，牢牢把握人生正确航向，

把个人奋斗目标融入祖国和人民的伟大事业之中，为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应有的力量。
苏兆征，无愧于革命斗争实践中成长起来的中共早期领导

人，风范千古照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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