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代风流

苏兆征在国共两党间的政治抉择

（ 广东 ） 彭 涛 董 燕

苏兆征是 中 国工人运动 的伟大先驱 ，

中华全 国总工会的主要创建人和领导人 ，

中 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之一 。 他从香

港海员大罢工和省港大罢工的工运领袖成

长为八七会议和 中共六大全票当选的 中央

政治局委员 ， 为 中华 民族解放和无产阶级

革命事业作出卓越贡献 。 １ ９２５ 年 ３ 月 加人

中 国共产党的苏兆征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

战士 ， 既有现实客观的原因 ， 也有他个人

的主观抉择 。

对国民党推动中国革命的能力产生质疑

清朝末年 ， 中 国近代 民主主义革命的

开拓者和先行者孙 中 山先生为彻底推翻清

朝反动统治而开展革命活动 ， 于 １ ８９４ 年创

立兴中会 ，
１ ９０５ 年组建同盟会 。 苏兆征与

孙 中 山都是广东香 山 （ 今珠海市 ） 人 ， 身

为海员 的苏兆征与多次前往海外 的孙 中 山

在船上结识后频繁交流 ， 被孙 中 山 的革命

主张深深吸引 ， 于 １ ９０８ 年参加 了孙中 山创

立的 中 国 同盟会 。 后来 ， 同盟会改组为 国

民党时 ， 他又加人了 国 民党 。 苏兆征和其

他海员积极参加反清斗争 ， 为筹集革命经

费 、 传递消息及运送军火物资而奔忙 ， 是

辛亥革命在
“

广东方面的活动分子
”？

。

１ ９２２ 年初 ， 在苏兆征组织和领导香港

海员开展罢工斗争前后 ， 广东政局动荡不

已 。 广东政府虽然名义上属孙 中 山领导 ，

但实际上却为粤军军阀陈炯 明所控制 。 他

与英帝 国主义勾结 ， 阴谋反对孙 中 山 。 同

年 ６ 月 ， 他下令包围孙 中 山在广州 的大总

统府 ， 企图谋害孙 中 山 。 孙 中山机智脱险 。

事后 ， 孙 中 山号召讨伐陈炯 明所部叛军 ，

但成效不大 。 ８ 月 间 ， 孙 中 山 离穗赴沪后

十分痛心地说 ：

“

文率同志为民 国而奋斗垂

Ｈ十年 。 中间出生入死 ，失败之数不可偻指 。

顾失败之惨酷 ， 未有甚于此役者 。

”

作为同盟会的老会员和国 民党党员 ， 苏

兆征对此也很痛心 。 他看到辛亥革命以来 ，

国 内局势混乱不堪 ， 政治腐败异常 ， 军阀

连年混战 ， 人民痛苦不堪 ， 民 国徒有虚名 。

他 曰 渐认清 国 民党的严重局限性 ， 深感 国

民党 内各派勾心斗角 ，
矛盾重重 ， 无法有

效地推动革命 。 在国民党党内 ， 除了孙中山 、

廖仲恺等一批革命派继续坚持革命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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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 不少官僚政客只是把 国 民党作为争权

夺利 、 损公肥私的工具 ， 连孙 中 山都感叹
“

国 民党中不真心想在中 国进行彻底的社会

改革的党员太多了
”
？

。 苏兆征意识到他们

不可能真正带领 中 国人民彻底打倒帝国主

义和封建军阀 ， 实现中华民族解放的 目 的 ，

因而对 国 民党产生质疑 ， 跟随 国 民党干革

命的信念也开始动摇 。

通过香港海员大罢工对 中 国共产党有 了

全新认识

１ ９２ １ 年 ７ 月 ， 在马克思主义和 中 国工

人运动相结合的基础上 ， 中 国共产党正式

宣告成立 。 从成立之 日 起 ， 中 国共产党便

致力于工人运动 ， 建立 中 国劳动组合书记

部 ， 作为指导全国工人运动 的机构 ， 积极

发动和组织广大工人群众为争取和保护 自

身利益与合法权利而斗争 。

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的苏兆征是 中 国

最早的产业工人中 的一员 。 １ ９０３ 年 ， 年满

１ ８ 岁 的苏兆征来到香港的乐生号轮船当海

员谋生 ， 之后在英、 美等 国 的多艘货轮上

做杂役 ， 遭受着
“

工资薄 、 包工制和 民族

间 的不平等
”

的压迫和痛苦 。 为 了更好地

联合与团结海员 的力量来维护 自 身的利益 ，

１ ９２ １ 年 ３ 月 ， 苏兆征和 同 乡林伟 民等人筹

划成立 了 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 （ 以下简

称香港海员工会。 中 国最早 的现代产业工

会之一 ） 。 从 １ ９２ １ 年 ９ 月 起 ， 香港海员工

会先后 ３ 次 向轮船资本家提出增加工人工

资 、 改善待遇及反对包工头剥 削 的要求 ，

但轮船资本家拒不答复 。 于是 ， 香港海员

大罢工于 １ ９２２ 年 １ 月 １ ２ 日 爆发 ， 掀起 中

国第一次罢工高潮 的第一怒涛 。 苏兆征高

举爱 国主义大旗 ， 始终以维护工人阶级的

利益为基本诉求 。 他这颗坚守工人阶级立

场的赤子之心 ， 与 中 国共产党代表工人阶

级利益且为之奋斗 的宗 旨是一致的 ， 这为

苏兆征选择加人中 国共产党奠定了客观的

信念趋同基础 。

中 国共产党对苏兆征领导的香港海员大

罢工的大力支持与指导令他鼓舞 。 中 国共产

党通过出版的刊物和发送的函电 、 文告为大

罢工构建舆论宣传基础 。 海员罢工期间 ， 由

中 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出版的 《工人周刊 》、 广

东党组织出版的 《广东群报 》、 广东团组织

出版的 《青年周刊 》 等革命进步刊物及时宣

传报道了香港海员罢工斗争的开展情况 ， 特

别是 《工人周刊 》 刊发的 《香港海员罢工的

现状及各地援助的踊跃 》
一文 ， 热情赞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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罢工斗争的正义性 ， 批判外国资本家压迫剥

削香港海员和镇压海员罢工的事实 ， 旗帜鲜

明地表示全力支持香港海员 的正义斗争 。 各

地工会的慰问电也极大地鼓舞了海员工人的

士气 。 中 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京分部领导唐

山制造厂工人给香港罢工海员发出声援慰问

电 。 京绥铁路南 口 总机厂工人托中 国劳动组

合书记部转上海
“

香港海员后援会
， ，

的信件 ，

着重提及
“

万恳贵处亦电知香港海员 ， 切勿

轻于让步 ，
以失我工人锐气

”

Ｉ 正当 １９２２

年 ２ 月 初香港当局采取高压政策 ， 苏兆征等

领导人处于
“

万分的危机中
”

之时 ， 中共广

东支部于 ２ 月 ９ 日公开发表 《敬告罢工海员 》

这一重要文告 ， 除在 《 广东群报 》 刊登外 ，

还印成传单广为散发 。 文告提醒
“

海员们懂

得分清敌我界限 ， 团结帮助我们的朋友 ， 打

击仇视我们的敌人
” ④

。 此文告旗帜鲜明地把

海员划人中 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阵营 ， 还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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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中 国共产党还 以实际行动支持香港海

员大罢工 。 劳动组合书记部领导人李启汉

组织发动 了上海工人大力声援香港海员 的

斗争 ， 挫败 了外 国轮船资方企图到上海招

募工人以破坏罢工的 阴谋 ， 李启汉因此被

上海反动当局拘捕 ， 后经党组织营救获释 。

劳动组合书记部发动上海以及 国 内各地工

人组织
“

香港海员后援会
”

等团体 ，从政治 、

经济上对罢工工人给予 巨 大援

助 。 京汉铁路工人在中 国共产党

的领导下 ， 在火车头悬挂印着
“

援

助香港海员
”

等字样的旗帜 ， 在

北京和汉 口之间往返飘扬 ， 振奋

人心 。 香港海员罢工期间 ， 李启

汉还受 中 国共产党和劳动组合书

记部的委托 ， 专程赶赴广东 ， 与

苏兆征等领导人会面 ， 鼓励罢工

工人要砥砺前行 ， 不畏艰难 。 劳

动组合书记北京分部成员邓培走

上街头 ， 发动各界群众为香港罢

工海员募捐 了数百元 ， 及时汇给

广州海员 罢工总办事处 。 香港海员 罢工爆

发后 ， 罢工工人相继从香港返 回广州 ， 中

共广东区委立刻组织党 、 团员全力投人接

待罢工工人的活动 ， 并走上街头 向各界群

众宣讲香港海员 罢工的意义 ， 号召社会各

界热情声援香港海员 的正义斗争 。

通过舆论宣传和从行动 、 资金上支持的

方式 ， 中 国共产党给予由苏兆征等人组织和

领导的香港海员罢工以大力援助 。 当苏兆征

收到一封封声援函电 、 看到出版的刊物和文

告、 收到各地千万工人汇集而成的一笔笔汇

款的时候 ， 内心激动万分 ， 深受鼓舞 ， 更加

深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和感情 。

此外 ， 中 国共产党也从组织上主动争

取苏兆征 。 １ ９２４ 年 ， 周恩来 、 陈延年等相

继调到广东工作 ， 加强党对广东地区革命

活动 的领导 。 中共广东 区委派遣一些党 、

团员 到香港开展工作 ， 建立了香港地区 的

党支部 。 党组织十分重视对苏兆征的帮助 ，

指定专人与他联系 ， 邀请他参加党组织 的
一些活动 ， 向他征求工作意见 。 同年春 ，

林伟 民代表香港海员工会赴苏联参加 国际

运输工人代表大会 。 其间 ， 由罗亦农介绍 ，

林伟 民加人中 国共产党 。 他人党后 ， 及时

向党组织汇报 了关于苏兆征的积极表现及

其对共产党的敬仰等情况 ， 郑重地把苏兆

征推荐给党组织 。 他说 ：

“

苏兆征为人正直 ，

诚实可靠 ，
工作认真 ，

一丝不苟 ， 廉洁奉公 ，

罢工胜利后 ， 部分海员代表在广州合影 ， 前排右三为苏兆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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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有革命志气 ， 是一位很好的 同志 ， 在海

员 中享有很高的威信 。 我们要把海员工作

做好 ， 把广大海员 团结起来 ， 就一定要把

苏兆征找来 ， 争取苏兆征人党 。

”

中共旅莫

支部十分重视林伟民 的意见 ， 随后将他的

意见及苏兆征 的情况 由返 回 中 国工作的共

产党员 带 回 国 内 ， 转给党组织 。 同年底 ，

林伟 民从苏联 回 国 ， 把 自 己在苏联的见 闻

以及对共产党的认识告诉苏兆征 。 苏兆征

由此受到极大的鼓舞与启发 。

从国 民党党员到共产党党员

苏兆征深深感受到中 国共产党 自始 自终

给予海员大罢工真心实意的大力支持与指导 ，

他曾主动寻找和争取共产党对 自 己的指导 。

如何接近共产党 的组织 ？ 苏兆征想到

首先要接近共产党党员 。 随着海员罢工的

推进 ， 按照香港海员工会的管理规定 ， 会

定期举行一些演讲会 ， 苏兆征时常主动邀

请一些共产党人前来演讲 ， 向海员介绍 国

内外形势 ， 宣传马克思主义和 中 国共产党

的主张 。 当他们演讲时 ， 苏兆征总是虚心

地坐在一旁认真听讲 。

一位在苏兆征协助

下到海员工会参加过演讲活动 的共产党员

回忆说 ：

“

在苏兆征的带领下 ， 海员工会十

分亲近共产党组织 。 香港海员在外地返航

时 ， 定期请一些共产党员 到海员工会作演

讲 。 演讲时畅所欲言 ， 百无禁忌 。

”
？ 这些

共产党人的演讲 内容与苏兆征奋斗 的 目 标

是一致的 ， 加深了苏兆征的领悟 。

随着海员 罢工的结束 ， 苏兆征 日 益认

识到 ， 中 国共产党虽然成立不久 ， 却是革

命宗 旨鲜明 ， 全心全意代表工人阶级利益 ，

一心为劳苦大众谋翻身 、 求解放的革命政

党 。 只有共产党才真正与工人阶级心连心 、

共患难 ； 劳苦大众要砸烂身上 的枷锁 ， 谋

求解放 ， 只有在 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

实现 。 至此 ， 对共产党有着高度认同与追

随之心 的苏兆征对违背初心 的 国 民党有 了

坚定的脱离意愿 。

１ ９２４ 年底 ， 当从苏联 回 国 的好友林伟

民与苏兆征会谈后 ， 苏兆征受到更大的鼓

舞与启发 ， 因而更加迫切地要求加人中 国

共产党 ， 同时更加 自 觉地在 日 常工作和斗

争 中锻炼 自 己 ， 主动接受党组织分配的工

作 ， 宣传党 的主张 ， 积极搞好海员工会的

工作 ， 并团结教育其他群众 ， 开展各种活动 。

１ ９２５ 年春 ， 中 国共产党和 国 民党左派

等进步力量发起了一个全国性的国民会议活

动 ， 并于同年 ３ 月 在北京举行了 国民会议促

成会全国代表大会 ， 到会代表 ２００余人 ， 苏

兆征代表广东 、 香港的工人团体出席会议并

发言 。 在北京期间 ， 苏兆征有机会与共产党

的一些领导人和从事工人运动的共产党人接

触 。 中共北方区委负责人李大判多次邀请苏

兆征到北京大学红楼 自 己 的办公室会晤 ， 对

他在领导香港海员罢工及这次国民会议促成

会议中的表现给予很高评价 ， 同时向他介绍

中 国共产党的成立经过、 共产党关于开展工

人运动的计划和策略 ， 并对他进行党的纲领、

章程和政策的教育 ， 帮助他进一步提高思想

认识 。 苏兆征向李大钊汇报了 自 己对共产党

的认识 ，
正式向李大钊提出人党的要求 。 不

久 ， 苏兆征在北京加人中 国共产党 ， 完成了

自 己的主观挟择。

经过长期革

°

命实践的锻炼 ， 苏兆征最

终 由
一名 民主主义者成长为一名坚定的共

产主义战士 ， 从此踏上新的革命征程 ， 更

加奋不顾身地为 中 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

的利益 、 为 中华 民族的解放事业而英勇奋

斗 ， 直到生命的最后￣■息 。

注释 ：

①③④⑤卢 权、榻倩江 ： 《 珠海历 史名人 ． 苏 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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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转 引 自 宋庆龄 ： 《 孙 中 山和他 同 中 国 共产 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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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９６２年 １ １ 月 １ ２ 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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