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问题讨论
·

也谈国共两党和香港海员大罢工

��

一兼订正 马林报告中的不实之词

莫 世 祥

读刘丽同志所写 《 香港海员大罢工是国民 党 领 导 的 》 一文

�《 近代史研究 》 ����年第�期�
，

颇有同感
。

惟惜其论证 未 能

完全揭示国共两党和香港海员大罢工关系的来龙去脉
，

谨补充和

订正如下
�

一
、

国民党与香港海员的历史联 系

����年
“
二次革命

”

失败后
，

孙中山等国民党人流亡海外
。

为了继续进行反对袁世凯独裁的斗争
，

他们把建立海上秘密交通

线的重任寄托在海员身上
。
����年

，

孙中山派中华革命党人赵植

芝
、

区玉
、

李拔南等在香港组织联义社
，

购运军械
，

转递密件
，

接应内地的革命活动
。

从这年下半年到 ����年上半年
，

中华革命党

先后在香港��艘邮轮上建立分部
，

委任分部长
。

据说
“

海员全体加

入中华革命党
，

运输困难
，

由是解决
” ① 。

�� ��年��月
，

中华革

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
，

原中华革命党党员都成为中国国民 党 党

员
。
����年��月

，

孙中山等国民党人在广州重组护法军政府
�

联义

社迁广州
，

旋奉孙中山之命
，

改为联义总社
，

成为国民党联络海

员
、

华侨的
“

海外交通部
” 。

这时
，

香港海员筹措组织全港海员工

会
，

孙中山欣然命名为
“

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
” 。

该会分别在

广东军政府和香 港 政 府 登 记 注 册
，

于 工��喻论月 ��日止 式 成

① 《 香港联义社革命史略 》 、 《 中华革命党委任人员姓名录 》 ， 《 革命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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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① 。

国民党与香港海员的联系进一步加强
。

二
、

国 民党内部对待香港海员大罢工

的不 同态度

“

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
”

成立之初
，

领导成员均为国民党

人
。

该会倡议香港海员大罢工之后
，

国民党员谢英伯
、

陈炳生等组

织罢工总办事处
，

具体负责罢工的各项工作
。

广东国 民 党 政 府

也从政治
、

经济
、

外交等方面支持罢工
。

罢工领导权始终掌握在

国民党人手中
。

然而
，

当时的国民党代表着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利

益
，

它在领导海员罢工的时候
，

不能不反映出民族资产阶级革命

与妥协的两重性
。

��� 海员工会中的党人分歧
�

海员罢工是海员工会中下层

国民党员推动和鞭策主持工会的上层国民党员的结果
。

据国民党

机关报 《 民国 日报 》 报道
，

陈炳生等工会领导人因受工人群起质

问
，

被迫于 ����年 �月 �� 日上午�时向船东发出最后通碟
，
限��小

时内应允加薪
，

否则一律罢工
。

可是
，
当天中午

。

工人们就坚决

要求立即举行罢工
。 “

激烈派会员 大 为 鼓 噪
” � “

若不先行罢

工
，

即念 �廿�四个月亦无答复也
。

言时极为愤怒
，

竟有将座上

局 �竭�盎茶杯掷地者
。

主席 �陈炳生�与办事人见事势如此
，

而工人一唱百和
，

究非言语 可 能 和 平 解 决
，

而
一

罢 工之事遂成

矣
。 ” ②在

“

激烈派会员
”
强烈要求下

，

罢工提前在当天下午 �

时举行
。

可是第二天
，

由于香港华民政务司通告愿意调处劳资关

系
，

陈炳生
、

翟汉奇等工会领导人又通知工人于该月 �� 日以前回

船复工
。

海员工人斥责这一叛卖行径
“

显系二
、

三办事人所为
，

事非公决
，

势难承认
。 ” ③ 虽然当时的报刊没有标明抵制工会领导

① 马超俊
� 《 中国劳工运功史 》 �

② 《 民 国 日报 》 ����月 �月��日
�

① 《 羊城报 》 ����年 �月 ��日
，

转引自章洪
� 《 香港 海员大罢工 》 ，

广东人 民

出版社����年版
�



人妥协倾向的
“

激烈派会员
”

的名字
，

罢工期间工会领导班子变

动一事却告诉人们
�
被海员工人推选上工会领导岗位的苏兆征和

林伟民
，

就是
“
激烈派会员

”
的先进代表

�

苏
、

林
、

陈
、

翟同为

国民党员
，

原有地位的差异却使他们在维护海员利益的问题上出

现激烈与妥协的冲突
。

这一冲突体现着国民党领导早期劳工运动

的两重性
，

同时又导致当事者双方数年后分别对峙于共产党与国

民党右派的营垒之中
，

刘丽认为国民党对海员罢工的领导主要体

现在苏
、

林等下层国民党员身上
，

这无意中忽视了陈
、

翟等原工

会主持者所体现的国民党上层领导的作用
。

事实上
，

陈炳生在海

员罢工前和罢工后不久都担任海员工会会长
�

罢工后期虽因杀妻

案被羁押在狱
，

但不到三个月就由孙中山特赦
，

重新出任海员工

会会长
�

这显然得助于国民党上层的青睐和在海员中的势力
。

如

实承认国民党对海员罢工的领导同时体现在苏
、

林
、

陈
、

翟等人

身上
，

有助于认清国民党领导早期劳工运动的两重性
，

���国民党上层领导对罢工的支 持 和 戒 虑
�

海员罢工前

后
，
正值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处于鼎盛时期

�

以孙中山为大总

统的广州
“
正式政府

”

对以经济斗争为主要内容的早期劳工运动

采取宽容和扶助的开明态度
�

从 ��� �年 �月
“
正式政府

”

成立到

����年 �月海员罢工不久
，

广州 已有��多个行业先后成立工会
。

其中��个行业工会分别举行过要求加薪的罢工
，

有��个行业工会

的要求得到但�满解决① ，

香港海员罢工后
，

正在桂林整军北伐的

孙中山急电国民党员马超俊
“
前往慰问

，

并力于协助
。

以是海员

益为奋兴
，

坚持罢工
，

不为所屈
” ② 。

然而
，

国民党上层领导扶助劳工运动
，

既出自同 情 恻 隐 之

心
，

又寓有疏导防范之意
。
��� �年初

，

戴季陶在 《 广东省工会法

草案理由书 》 中强调
，

应当在鼓励实业的同时
，

以法律确保工人

的某些权益
� “

否则
，

文化愈进步
，

产业愈发达
，

而社会阶级之

① 《 民国日报 》 副刊
，
�日��年 �月 ��日

�

② 马超俊
� 《 中国劳工运动史 》 �



悬隔愈甚
，

多数人之地位愈趋于卑下
，

反动之来亦愈速而愈大
�

今兹革命事业及革命人物
，

皆将陷于被革命之悲境
。 ” ① 既然扶

助劳工的目的
，

在于避免
“
革命人物

” “
被革命

” ，

那么一旦劳

工运动危及
“
今兹革命事业及革命人物

” ，

国民党支持劳工运动

的乐章也就会出现令人沮丧的低调
。

当时
，

孙中山等国民党人正致力于护法北伐
。

他们担心与英

国在香港的殖民当局公开冲突
，

会招致英帝国主义等列强的武装

干涉
，

从而殃及北伐大业
。

因此
，

他们在对外宣传中往往洗脱与

海员罢工的关系
，

不敢承认国民党在罢工中的领 导 作 用
。
����

年 �月
，

香港当局对广州国民党政府采取 报 复 行 动
，

禁止将粮

食
、

煤炭
、

五金转运广州
�

广州政府为之震动
。

外交部次长伍朝枢

急忙致函英国领事
，

声明
� “

海员罢工
，

是工人 自身利益间题
，

与粤政府绝无关系
。 ” ② 孙中山的英文秘书陈友仁在上海 《 字林

西报 》 上剖白
�

广州官方采取不干预罢工的原则
，

但可能有借款

供给工人使用⑧ �

个别国民党要员的神经还衰弱到如此地步
�

迟

迟不敢批准罢工海员在广州义务筑路
， “

恐外人因此牵入国际何

题
� ” ④ 事后

，

孙中山也坦率地申明
�

他只注重北伐
，

没有参与

发动海员罢工
，

更无意与英国冲突
。

他说
� “

当罢工事起时
，

余

在广西之桂林
，……余初不知有罢工事

。

直至吾人军用品因交通断

绝不能达梧州 �经此往桂林�时
，

余始知之
。

至余对罢工者之感想
，

苟彼等之 目的为经济的
，

余固予以同情
。

而彼等之罢工
，

其后虽牵

政治
，

原始时实为经济的也
，

但谓余赞助罢工
，

以期损害英国利益
，

余绝对不能承认
。

惟凡关于改良劳工情形之运动
，

余皆赞同之
。 ” 。

至于当时陈炯明之所以热心主持罢工调停事务
，

很大程度是

藉以抬高身价
，

增加与英国殖民当局交易的筹码
�

英国殖民者也

把早 日平息罢工的希望寄托在陈炯明身上
，

并以巨款引诱陈炯叽

① 见高语罕
� 《 广州纪游 》 ，

上海亚东图书馆����年出版
�

②④ 《 民国 日报 一 ����年 �月��
、
��日

。

⑧ 转引自吴相湘
� 《 孙逸仙先生传 》 �

⑤ 《 孙 中山全集 》 第 �卷第���页
�

���
�



颠覆孙中山的护法政权
。

英国驻广州的总领事在给英国外交部的

报告中
，

指责孙中山
“

乔装成劳工向导
” ，

认为对海员罢工
“

进

行有效抗衡的唯一希望
” ， “

存在于陈炯明将军的政府的固有共

同意识之中
。

该政府对这一运动完全出自同情
，

并以明智圆通的

态度对待英国人和其他外国人
” 。

香港汇丰银行同意只要陈炯明

发动叛乱
，

就向他提供��万英镑的援助① 。

陈炯明秉承香港当局

的旨意
，

催劝罢工海员降低 加 薪 要 求
，

早日结束罢工
。

�月下

旬
，

港督致电陈炯明
，

答应将海员工资增加百分之二十五
。

这仍

然低于海员要求增薪百分之三
、

四十的标准
。

陈炯明却在同月��

日向海员演说
，

敦劝他们接受港督条件
，
�天内开船复工② 。

海

员们不为所动
，

在 �月底联合香港各行业工人进入总同盟罢工
，

直到 �月 � 日才胜利结束罢工
�

由于阶级
、

党派和集团利益的差异
，

国民党上层人物在支持

和领导海员罢工的时候
，

无不首先顾全本阶级
、

本政党乃至本集

团的私利
，

无不有意掩盖罢工本身所体现的反对外国殖民者剥削

压迫的光彩
。

孙中山对香港报刊指控他
“

唆使
”
罢工的辩白

，

厂
’

东政府宣布与罢工
“

无关
”
的声明

，

陈炯明
“
调停

”
罢 工 的 表

演
，

这一切扑朔迷离的历史现象
，

都给国民党与香港海员罢工的

关系蒙上幽深的阴影
。

三
、

马林报告中的不实之词

����年初
，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广州 目睹了罢工初期国民党

人竞相支持工人罢工的热烈场面
。

半年后
，

他在给共产国际的执

委会的报告中依然为之赞叹不 已
� “

国民党与工人之间的联系是

① 奥勃特
� 《 银行家和外交家在中国 ����了一�����》 �

�

�
�

�������
�

����

���� ��� ��������� �几 ���皿�
，
����一���� � ��� �〔 ���一���������

������������
，
����

�

�

② 《 民国 日报 》 �，��年 � 日��日
�



多么紧密
，

这一点对我来说是十分清楚的
。

整个罢工都由这个政

治组织的领袖所领导
。 ”

马林还批评中共广东党组织
“

不和罢工

工人联系
，

也不支持罢工
” �

他举例证实说
� “

今年正月十五 日

联合举行示威以纪念罗莎
·

卢森堡和卡尔
·

李 卜克内西
，

有两千

工人参加
。

但是
，

很奇怪
，

共产主义小组对这次活动 却 置 身 事

外
。 ” ① 马林的报告断言广东党组织置身海员罢工之外

，

对此
，

海内外的中共党史研究者迄今尚无异议
，

仍然以为足资证信
�

这是巫需订正的有关中共党史的第一份失实的报告
�

先看 �月 �� 日纪念卢森堡和李 卜克内西活动的真相
�

据 《 民

国 日报 》 报道
，

在这天
，

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
、

互助社和马克思

经济学会联合举行李 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纪念会
�

到会工人�
，

���

余人
，

其中罢工海员�
，

�� 。余人
�

国民党员谢英伯担 任 大 会 主

席
�

中共党员林伯渠和中共广东支部负责人陈公博
、

谭鸣谦 �即

谭平山�
、

谭植棠等相继在会上发表演说
。

他们号召罢工工人发

扬李 卜克内西和卢森堡二人宁死不屈的
“
非妥协论

”
精神

， “
非

贯彻阶级斗争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不可
” ， “

我们只有联

合无产阶级
，

举行世界大革命
，

根本推翻资本阶级
，

以贯彻我们

的目的
” ② 。

会后举行了示威游行
。

可见中共广东党组织 �包括

社会主义青年团�是这次纪念活动的主要发起者之一
，

中共广东

支部三位负责人也都在纪念会上公开向海员工人宣传无产阶级革

命的理论
。

这怎能说得上
“

置身事外
”
呢�

大量的史料证明
，

广东的中共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在海

员罢工之后
，

积极进行接待和宣传工作
，

鼓励海员坚持斗争
，

指

明工人阶级最终解放的道路
。

当时的 一 篇
“

广州观感
”

介 绍

说
� “

凡有空旷之地
，

聚众一
、

二百人
，

多数是宣传共产主义
，

疖言打破资本制度
，

一切军阀战争杀人流血
，

实由制 度 不 良而

① 《 马林给共产国际执委 会的报告 》 ， 《 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 》 �

② 《 民国 日报 》 �匀��年 �月 � 日
�



起
。

平民感受此种灌输
，

将来影响甚大
� ” ① 陈公博后来也回忆

说
�

海员罢工
“
本来是国民党的联谊 �义�社主持

，

迫 �海员�

来粤之后
，

共产党遂于中加紧活动
�

海员分子是当日共产党的唯

一 目标
。 ” ② ����年�月�日

，

中共广东支部散发题 为 《 敬 告 罢

工海员 》 的传单
，

提出
“
坚持到底

” 、 “
团结一致

” 、 “

严守秩

序
” 、 “

注重自治
”
四项原则

，

引导海员将罢工进行到最后胜利
。

同年�月�� 日
，

陈独秀在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共工作时指 出
�

广东

党组织在海员罢工期间
， “

全部党员及青年团团员参 加 招 待 及

演讲
，

以共产党名义散布传单三千份
” ⑧ �

由此可见马林所谓广

东党组织与海员罢工无关的指责
，

是违反事实的
。

四
、

中共广东支部无法领导 ����年海员罢工的真由

中共广东党组织未能取代国民党而掌握香港海员罢工的领导

权
，

这是什么原因呢�

首先
，

早年共产党人都以充当
“

后援
”
为己任

，

尚未意识到

应当与国民党人争当海员工人运动的领导者
。

海员罢工后
，

中共

中央通过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首先在上海发起组织
“
香港海员后

援会
” ，

积极支持海员罢工
。

中共广东支部也在 《 敬 告 罢 工 海

员 》 中声明
� “

本党以海员同志为开始阶级斗争的急先锋
，

定当

竭其能力
，

为之后援
。 ” ④ 这种甘当

“

后援
” ，

尚未自觉与国民

党争夺民主革命领导权的思想
，

是与全党尚未成熟的认识水平相

一致的
�

早年共产党人因其局限而未能在海员罢工斗争中发挥更

大的作用
。

一 民国 日报 ， ����年�月 ��日
�

陈公博
� 《 我与共产党 》 ， 《 寒风集 》 �

《 中共中央执委会书记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 》 ， 《 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透

辑 �����一�����一
转引白 《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 �一 �》 。

①③②。



其次
，

当时中共广东支部陈公博等反对孙中山护法北浅
，

支

待陈炯明叛乱割据
，

严重损害党在海员工人中的感召力
。 “

二次

护法
”

期间
，

国民党内以孙中山和陈炯明为首的两大派系斗争甚

烈
。

前者主张北伐统一中国
，

后者主张联省 自治割据一隅
。

陈公

博不顾党中央的劝戒
，

蒙骗广东党
、

团组织中的一些成员
，

诬指

孙中山为
“
军阀

” ，

妄称陈炯明为
“

革命
” �

这样
， “

广东党部

问题
，

起初池们是不 自觉的
，

后来完全是 自觉的作陈 炯 明 的 工

具
” ① 。

党中央及时处理这一严重事件
，

将陈公博等 人 开 除 出

党
，

对参与此事的党
、

团员分别予以处分
，

在党的 机 关 报 《 向

导 》 周报上公开批判党内袒陈反孙的错误言论
，

号召全国人民支

持孙中山的民主斗争② 。

和陈公博等人的行径相反
，

香港海员和广州工人出于对孙中

山的崇敬
，

不仅没有被陈炯明热心调停罢工的假象所迷惑
，

而且在

陈炯明叛变之后
，

积极响应孙中山等国民党人的号召
，

或举行罢

工
，

或组织民军
，

或登舰作战
，

勇敢地捍卫孙中山的护法事业
�

孙中山登上永丰舰后
，

即派副官马湘
“

亲至海员联义社
，

召集联

义同志
，

潜来永丰
。

不数 日
，

联义同志之报到者有数十人
” ⑧ 。

曾

经领导香港海员罢工的苏兆征和林伟民
，

后来又成为组织民军讨

伐陈炯明的负责人之一④ �

只要将海员工人拥护孙中山的赤诚行

动
，

与陈公博等人支持陈炯明的可耻表现两相对照
，

人们就不难

理解中共广东支部在海员罢工及稍后一段时间里何以不能取代国

民党而领导海员运动
。

同时
，

也不难理解苏兆征等后来加入共产

党的海员工人何以在当年发出
“

找不到
”
共产党的感叹

。

①
②

③
④

蔡和森
� 《 中国共产党史发展�提纲 �》 。

参见拙文 《 早期共产党人对孙中山护法运动的态度 》 ， 《 党 史研究 》 ����年

第 �期
。

黄惠龙
， 《 中山先生亲征录 》 。

邓泽如
� 《 总理广州蒙难别录 》 �



五
、

香港海员大罢工在国共两党丙史上 的地位

中国工人阶级在 ����年五四运动中登上历史舞台
，

这为 日后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准备了历史条件
，

也向正在摸索苦斗的国民党

人展现出足资借助的新的政治力量
。

五四期间
，

广州一些国民党

人发动和联合当地工商学各界团体
，

召开国民大会
，

举行罢工
、

罢市
、

罢课
，

要求桂系军阀把持的军政府实行民主政治
，

让伍廷

芳出任广东省长
，

罢免主席总裁岑春煊
。

这场旨在反对桂系军阀

独裁统治的群众运动
，

可以说是国民党
“

实际运用民 众 团 体 之

始
” ① 。

此后
，

国民党理论家戴季陶
、

沈定一等人所办 《 星期评

论 》 上
，

对维护劳工权益
、

引导劳工运动等问题
，

均有赞助性的

探讨
，

其中不少看法与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认识颇为接近
。

因此
，

当工人阶级觉醒之初
，

当国民党还以在野党身份与军阀作

斗争的时候
，

国民党中的有识之士和早年共产党人在发动
、

组织

和支持工人运动方面
，

有过不分先后
、

不分彼此的精诚合作
。

国

民党领导的香港海员大罢工
，

得到共产党的大力支持与协助
�

这

可以说是国共两党合作
、

共同进行民主革命的先声
。

它说明日后

国民党联合共产党和工农民众的政策自有其长久积聚 的 历 史 渊

源
。

香港海员大罢工以促进国共两党第一 次在震动全国的政治事

件中协同行动
，

而开两党合作之先河
�

还以展示国共两党对待工

人运动的真实态度
，

使海员工人思索和选择真正代表自己利益的

领路人
，

而在国共两党各自的历史上分别竖立起意义不同的里程

碑
。

虽然国民党史学家在回顾香港海员大罢工时
，

不无 自豪地强

调
“

本党实司指导地位
” ① ，

但是他们却忌讳国民党在领导这场

① 邹每
� 《 中国国民党史稿 》 第一篇

“
组党

’ �

但邹鲁将此事发生 的 时 间 说

成
‘
民国七年

口 ，
即 ����年

，

误
。

① 邹鲁
� 《 中国国民党史稿 》 第一篇

�

组党
� 。



罢工时所表现的动摇和妥协
。

这些动摇和妥协反映出资产阶级及

其政党对早期劳工运动赞助
、

疏导和疑惧的矛盾心理
。

它们预示

随着工人阶级 日益觉醒及其与外国列强
、

封建势力乃至资产阶级

的矛盾斗争的日益激化
，

作为旧民主主义革命领导力量的资产阶

级和国民党将不愿也将不能领导 日益成熟并富有反帝反封建政治

内容的劳工运动
�

香港海员大罢工就成为国民党单独领导的第一

次
、

同时也是最后一次震动全国的劳工运动
。

香港海员罢工之际
，

中国共产党成立不过半年之久
。

党尚未

形成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革命理论
，

刚刚开始从事工人运动
，

由

于广东党组织在陈公博影响下一度袒护陈炯明
，

反对孙中山
，

党

在海员工人中的声誉受到损害
。

但是
，

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

先锋队
，

代表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的利益
。

早年共产党敏锐地觉

察到海员罢工将对全国工人运动发生重大影响
。

他们不仅积极支

持海员罢工
，

而且进而发动和团结全国的工人团体一同斗争
。

罢

工结束后不久
，

党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名义
，

发起召开第一

次全国劳动大会
，

扩大了共产党在全国工人中的影响
。

参与此事

的张国煮在 《 我的回忆 》 中说
� “

由此
，

中共确立了它在工人群

众的领导地位
。 ”

一位参加过香港海员大罢工
，

此后三年又加入

共产党的老同志则把香港海员罢工称为
“

中国海员工人运动的转

折点
” 。

他指出
� “

我们海员工人从追随孙中山闹革命发展到追

随共产党闹革命
，

是以香港 �海员�大罢工为契机的
。 ” ① 这番

话道出香港海员大罢工在中共党史上的地位
�

如果说五四运动锻

炼出一批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

从而准备了数年后中国

共产党的诞生
�

那么香港海员罢工也锻炼出一批工人阶级的先锋

战士
，

他们不满于国民党陈旧的主义和腐败的作风
，

决心在共产

主义的旗帜下为全人类解放而奋斗
，

这就为 日后党的壮大奠定了

坚实的阶级基础
�

① 冯桑
� 《 中国海员工人运动的转折点 》 ， 《 工 运史研究资料 》 总��期

�



工人运动的领导权从扶助劳工的国民党手上
，

最终转到代表

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利益的共产党手中
，

这是新旧民主主义革命

交替时期民主革命领导权转移的最初而又最基本的标志
。

从近代

历史的进程来看
，

这一标志需要历经二七罢工
、

五姗运动才得以

确立
。

可是
，

谁能因此忽视香港海员罢工的历史意义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