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22 年 5 月，在广州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

（后简称“一次劳大”）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劳动组

合书记部发起的空前盛会，对正在兴起的全国罢工高潮

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对国共合作的初步酝酿也起到

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一、第一次国共合作前的国内政治情况
辛亥革命失败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代表孙中山

一直坚持民主主义革命立场，并为之不懈努力，却屡遭

挫折。1917 年 7 月，孙中山发起了对北洋军阀的“护法运

动”，并于同年 9 月在广州组织中华民国军政府，与北洋

政府分庭抗礼，史称“南方政府”。1921 年 5 月，孙中山出

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准备统一两广后北伐直系，却

遭部下陈炯明反对。1922 年 6 月，陈炯明公然背叛孙中

山，炮轰总统府，孙中山被迫离粤赴沪。孙中山深感要实

现三民主义，不能单靠军人奋斗，而要依靠党的力量。此

时，共产国际、苏俄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向他伸出了友谊

之手。孙中山从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中看到了希

望，“欢迎俄国人民对中国人的帮助”，欢迎中国共产党

同他合作。[1](P150)1920 年 6 月，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

题的论述为建立革命统一战线提供了理论根据，孙中山

的革命转变又使之具备了客观可能性。1921 年下半年，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与上海国民党总部建立了联系。1922

年 3 月，少共国际派达林来中国与孙中山会谈，孙表示

同意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建议。
由于俄国十月革命的先导，工人阶级意识的提高，

马列主义的宣传与研究已相当普遍，中国共产党成立的

阶级基础、思想准备与国际声援等客观与主观条件都已

具备。1920 年 4 月，第三国际东方局派了魏金斯基来到

北京。经多次交谈，当时的一些马列主义者更加明白了

苏俄和俄共的情况，得到了一致的结论：走俄国人的路。
这时候，“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也被列入了日程。[2](P16)1921

年 6 月中旬，马林和尼科尔斯基由第三国际被派到上

海，建议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中共成立。1921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讨论了发展

党员的办法，并决定在各地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从团

员中提拔进步分子入党。大会还讨论了“中国共产党第

一次代表大会的宣言”，分析了当时南北政府的本质，主

张打倒北洋政府，但对孙中山的国民政府也表示不满。

二、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
孙中山与中国工人的关系源远流长，他非常重视和

支持工人运动。从辛亥革命时期开始，中国工人就追随

他多次参加武装起义。同时，孙中山在为革命奔走海内

外的过程中，对工人阶级受资本家残酷剥削和压迫的悲

惨境遇有很深的了解。孙中山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下设

宣传部，专门做联络工人的工作，特别是联络纺织工人

和机械工人的工作，同时选派国民党员到工人中去组织

工会。1921 年 2 月 8 日，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在香港

召开成立大会，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特派代表王斧均去

致贺，并亲自为该会书写招牌。
广东是中国新文化新思潮传播比较早的地区之一。

在“五四”反帝爱国运动中，在广东涌现了一大批进步的

和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如彭湃、杨匏安、
阮啸仙、刘尔嵩等，他们从斗争中逐步认识到广大工农

劳苦大众的伟大力量，开始逐步走向社会，深入工农群

众，把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结合起来。
“五四”运动之后，广东各地出现了工人组织工会热

潮，开始以俱乐部名义出现，再正式改为工会。[3](P64)1919

年 10 月，由香港机器研究总会和广东机器研究总会共

同决定，在广州成立中国机器总会。随着爱国运动的兴

起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工人阶级迅速觉醒，工人运动

进一步发展。1920 年秋，粤军回师讨伐桂系军阀时，各业

工人积极配合，粤汉、广九铁路工人先后罢工，拒绝为桂

论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与国共合作的初步酝酿

□刘 明

[摘 要]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前，工人运动得到了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及广州政府的支持。阐述国民党对工人运动的
同情与支持，国际代表与共产党联合革命，结成联合战线的提出，孙中山对共同合作的态度等，有助于进一步理解第一次
全国劳动大会的召开对国共合作的初步酝酿起到的承前启后的作用。

[关键词]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 共产国际 联合战线 罢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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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运送兵员、军火。广大工人在实践中逐步认识到，斗争

是为了反对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具有两个阶级冲

突的性质”，只有举行同盟罢工才能取得胜利。
1921 年春，广州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积极开展工人

运动，进一步开展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组织各种学

校和团体，培养革命干部，有组织地开展工人运动，在广

州河南机器工会内创办广州机器工人实习学校。1921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不

久，中国共产党广东支部成立。在中共广东支部的推动

和影响下，广州地区的工人罢工斗争不断兴起。1921 年

8 月，为统一领导全国工人运动，党在上海成立中国劳动

组合书记部，中共广东支部在广州高第街素波巷成立中

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南方分部，向工人开展宣传教育工

作，建立工会，改造、扩大原有的工会，发动和支持工人

的罢工斗争。
1922 年初，香港爆发了著名的海员大罢工，海员们

长期遭受英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和资本家的残酷剥削，

他们漂洋过海，较早受到世界社会主义思潮和国际工人

运动的影响，阶级觉悟逐渐提高。海员工人中的先进分

子苏兆征、林伟民等参加过同盟会，支持孙中山的革命

活动。5 月，海员工会向资方提出增加工资的要求，开始

组织策划罢工，并事先派人到广州发动各工人团体援

助，争取孙中山及南方政府的支持，同时在广州设立总

办事处，准备接待由香港返穗的海员工人。港英当局对

海员罢工进行镇压，却激起了更大规模的罢工。当时，孙

中山正在桂林全力推动北伐，得知消息后，他立即通知

广州军政府财政部长廖仲恺筹款支援。魏金斯基在《中

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和工人阶级》一文中说，无怪乎英国

人直到现在还不能原谅孙中山对香港海员的支持。香港

海员罢工成为全国第一次工人罢工高潮的起点，是与孙

中山的支持分不开的。
一个星期内，参加罢工的轮船达到 123 艘，罢工人

数约 6500 人。罢工工人纷纷撤离香港返回广州，受到广

州市民热情接待。国民党及广东政府对罢工给予了支

持，罢工规模迅速扩大。马林曾回忆：“香港海员罢工证

明，国民党与工人阶级组织之间有着真实的联系。南方

工人组织正在发展成民族主义运动一个组成部分的形

势。这就使得加入国民党更有必要，促成南方无产阶级

组织在民族主义路线上所处的有利地位。”[1](P87)

为引导工人阶级有组织地团结战斗，推动工人运

动的发展，中共中央于 1922 年 4 月决定：由中国劳动

组合书记部召开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鉴于国民党和

广东政府对工人运动持同情、支持的态度，欢迎在广州

开会，遂确定广州为会址，由劳动组合书记部广东分部

负责筹备，以广东宣讲员养成所作为会议招待所。各地

代表（共 173 名）从 4 月下旬起，陆续到达广州。他们分

别代表上海、武汉、长沙等 100 多个工会 34 万多名会

员。其中广州、香港两地的代表占 80%，谭平山、冯菊

坡、刘尔嵩、苏兆征、林伟民、谭天度等人赴会。5 月 1

日，出席全国劳动大会的代表和广州工人数万人在市

立第一公园（今人民公园）举行庆祝“五一”劳动节大

会。陈独秀作题为《劳动节的由来及意义》的演讲，张国

焘、张太雷也发表了演说。会后举行游行。5 月 2 日，第

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东机器工会礼堂正式开幕。大

会先后由张国焘、谭平山主持。大会接受了中国共产党

提出的“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的政治口号，

通过了《八小时工作制》《罢工援助》和《全国总工会组

织原则》等决议案。大会号召全国工人阶级铲除帮派，

消除隔阂，联合成一个强固的阶级战线，反对国际帝国

主义、封建军阀、资产阶级及其他剥削阶级。大会期间，

国民党广东支部开会欢迎并宴请与会代表，孙中山也

接见了代表。这是中国工人运动史上空前的盛会，大会

成功“引导工人阶级开始走向全国团结的道路”[4](P68)。会

后，工人运动继续高涨，工人阶级罢工斗争从以经济斗

争为主发展到争取自由、民主权利和反帝反封建军阀

的政治斗争，中国工人阶级力量逐步成长为具有全国

影响力的重要政治力量。

三、国共合作的初步酝酿
早在 1920 年 7 月，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

列宁便提出了《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指出殖民

地半殖民地的革命，第一步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

义，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准备条件。列宁还指出，无

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必须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民族

解放运动结成联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无产阶级在

民族解放运动中必须和农民建立联盟，还可以而且应当

同资产阶级民主派建立联盟，但必须保持无产阶级的独

立性。1922 年 1 月，共产国际在苏联召开远东各国共产

党和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

等团体共同组织代表团参加了这次会议。
在广东，早期共产党人同孙中山、国民党关系较为

密切。再次想在广东建立革命政权的国民党对广东种种

革命活动一般采取支持的态度，对共产党的组织也不加

干涉。1921 年 8 月，张太雷从俄国回到中国，担任马林的

翻译。经过张太雷的努力，马林与陈独秀之间加深了了

解，两人之前的一些分岐意见渐趋一致，确定了中国共

产党参加共产国际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马林和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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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秀还讨论了中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初步

决定了在民主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同孙中山领导的国

民党建立联合战线的方案，由马林出面与孙中山进行初

步商谈。马林向陈独秀明确提出：必须联合国民党。12 月

下旬，马林在张太雷的陪同下到广西桂林会见孙中山。
马林向孙中山提出了几点：一是改组国民党，与社会各

阶层尤其与农民、劳工大众联合；二是创办军官学校，以

建立革命的基础；三是促进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

合作。[5](P46)这些都得到孙中山的认同。1922 年 1 月，马林

又到广州与国民党领导人会谈，得到的印象是“他们全

都对苏俄抱支持态度”[6](P18)。在广州期间，正值香港海员

罢工，马林看到国民党和南方政府支持罢工，遂对国民

党增加好感，认为孙中山可以与苏俄建立友好关系，国

共两党也可以密切合作，中共开始在思想理论上从排斥

国民党到联合国民党转变。
马林结束了中国南方之行后，向中共中央提出了

以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加入国民党的形式，

实行与国民党合作的建议。1922 年 4 月底，中共中央局

召集到穗参加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

“一大”的党、团领导干部开会，参加会议的有陈独秀、
张太雷、邓中夏，少共国际代表达林以及各地党、团组

织负责人共 20 多人。少共国际代表达林根据共产国际

远东会议的精神作了报告。大会讨论并确定了党对即

将召开的全国劳动大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大会的

指导方针，同时讨论了与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的问题，

认为同国民党合作是必要的。这是中国共产党酝酿国

共合作的重要开端。
中共中央为了加速与孙中山建立联合战线，一面声

明中国共产党将不因孙中山所受到的暂时挫折而改变

与其合作的原有立场，一面指派张太雷改组《广东群

报》，积极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陈独秀于 1922 年 5

月 23 日在《广东群报》上发表的《共产党在目前劳动运

动中应取的态度》中也表达了他对国共两党合作的看

法：在这样世界趋势及中国劳动运动极幼稚的现状之

下，中国共产党应该本诸党义，对于劳动运动，比他党加

倍地努力，自负地努力；同时又应该理解在目前中国劳

动运动第一战线上，与他党真心做劳动运动者有同一的

目的。在同一目的之下，共产党、无政府党、国民党及其

他党派在劳动运动的工作上，应该互相提携，结成一个

联合战线（United Front），才免得互相冲突，才能够指导

劳动界作有力的战斗。正处于困难境况之中的孙中山对

共产党的真诚帮助深表欣慰，他到达上海后，李大钊、陈
独秀、张太雷和马林等多次到其寓所同他会谈，提出国

共合作的主张，并介绍共产国际关于中共党员加入国民

党的决定，孙中山立即赞成。
中共中央于 6 月 15 日发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

的主张》：“要邀请国民党革命民主派有革命的社会主义

各团体……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指出

解决时局问题的关键是用革命手段打倒帝国主义和封

建军阀，建设民主政治；主张同国民党及其他革命团体

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
7 月 16-23 日，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

开，明确制定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纲

领，并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决定中

国无产阶级要参加民族革命运动并赞助中国国民党。8

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听取马林汇报后，在《给共产国际驻

中国特派代表的指示》中指出：国民党是一个革命的政

党，共产党在保持完全独立的情况下，必须加入国民党

内部从事组织和宣传工作。8 月下旬，中共中央在杭州西

湖举行了为期 2 天的特别会议，经过热烈辩论，最后通

过了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决定。
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召开是中国工人运动史上

的创举，开创了全国工人联合起来的新纪元。它是中国

工人阶级开始走向联合、团结战斗的里程碑，它引导各

党各派的工人组织，开始在全国第一次劳动大会的旗帜

下团结起来了，也引导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走向共同合

作的道路。

[参考文献]

[1]靳德行.中国革命史[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87.
[2]一大回忆录[M].北京:知识出版社,1980.
[3]广东工人运动史研究委员会.广东工人运动史(第一卷)[C].广
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
[4]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广东地方史(第一卷)
[C].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
[5]林鸿暖.张太雷[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
[6]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作者简介]刘明（1976-），女，黑龙江哈尔滨人，辛亥革命纪念
馆（原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馆员。广东广州 510715。

【编校 / 蓝巧玲】

/党史论坛

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