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迎接建党１ 〇〇周年

Ｉ
ｌｆ历史

２ ０２ １年是中国共产 党成立１０ ０周年 。 中 国工人阶级和中国工会组织始终坚定地跟随着党 的脚步
，

不忘

初心 、 牢记使命 ， 与党 同行。 《中国工人》 杂志
“

看历史
”

栏 目
，
将连续刊发与 中国共产党党史 、 新中国史 、 改

革开放史 、 社会主义发展史 、 中国工运史等
“

五史
”

相关的 内容 ， 邀请读者一起走近历史 ＇ 阅读历 史 、 感受

历史 。

Ｓ
喚起工农

第
一

次工人运动高潮

１９２２年是中国工人运动首次蓬勃开展的
一

年 ，

同时也是中国工会组织广泛发展的一年 ，
因而这

一

年被称为
“

中华劳动运动纪元年
”

。

１９２ １年明阳 ，
香港海员在积极分子苏兆征、

林伟民的宣传教育和带领下 ， 筹备成立了中华海

员工业联合总会。 从当年 ５月到翌年 １月
， 先后３次

向英 国轮船公司提出增加工资 、
工会有权介绍海

员就业 、
签订雇工合同时工会有权派代表参加等

要求 。 公司置之不理 ，
海员工会忍无可忍 ，

１９２ ２年

１月 １ ２日 ，
香港海员大罢工爆发了。

最初参加罢工的有 １５０ ０人
，
到 １月底 ， 罢工人

数迅速扩大到３万人。香港当局采取诱骗 、 欺骗 、收

买 、调停的花招 ， 都被工人领袖识破 。 罢工得到了全

国各地工人 、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和广东革命政府

的积极援助 。 ３月初
，
罢工人数激増至１０万人以上 ，

罢工浪潮席卷了整个香港。 香港当局为形势所迫 ，

不得不答应了工人提出的要求和条件。 至此 ，
坚持

了５６天的香港海员大罢工取得了完全胜利 。

香港海员大罢工的胜利 ， 在政治上和经济上

沉重打击了英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中国人民的嚣

张气焰 。 正如邓中夏所说 ：

“

七十年来赫赫奕奕的

大英帝国主义终于在中国海员威力之下屈服了。

”

第一次工运高潮中 ， 不仅形成了北方区 、 武汉

区 、 湖南区 、 上海区 、 广东区等几个罢工重点区
，

一批地区工会和产业工会也同步兴起 。 １ ９２２年 ８

月 ， 在长辛店爆发的铁路工人大罢工 ， 是北方区铁

路工运高涨的起点 。 同年 ７月 ， 汉阳钢铁厂罢工胜

利后建立的武汉工团联合会 （
后扩大为 湖北全省

工团联合会 ） ， 是中国第
一

个地方总工会。 同年 １ ２

月
，
在汉阳建立的汉冶萍总工会，

是我国成立最早

规模最大的产业工会。

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领导下 ， １ ９２ ２年京

汉铁路沿线 １ ６个车站都正式建立了工会 ， 会员达

３万余人 ， 中国共产党决定 １９２３年２月旧在郑州举

行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 但是 ， 当筹备委员会

如期在郑州 召开成立大会时 ，
直系军阀吴佩孚竟

完全撕毁了
“

保护劳工
”

的假面具 ， 派军警包围会

场 ，
阻止代表进入 。 全体代表和来宾冒着生命危

险 ， 冲破军警包围 ， 冲进会场 ， 在荷枪实弹的包围

中宣布京汉铁路总工会正式成立 。

当晚 ，
总工会党组织召开秘密会议 ， 决定２月 ４

日进行全路工人总同盟罢工 ，
总工会迁移到汉 口江

岸 ， 并成立了总罢工委员会。 ２月 ４日中午１ ２时 ，
全路

３万多工人大罢工
，

全路所有客车 、 货车 、 军车一律

停驶 ，
１２０ ０多公里的京汉铁路运输线完全陷入瘫

痪状态。 罢工中还提出
“

为 自由而战 ， 为人权而战
”

的口号 ， 从而把以经济斗争为主要内容的罢工高潮

推进到争取权利和自由的政治斗争阶段。

罢工发生后 ，
吴佩孚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 ， 于２

月 ７ 日对手无寸铁的罢工工人实行血腥镇压和疯狂

屠杀 ， 打死工人５２人 ， 伤３０ ０余人 ， 被捕者６０人 ， 还

有 １ ００ ０多人被开除出工Ｈ 流亡在外 ，
造成了震惊

中外的
“

二七
”

惨案 。 共产党员 、 京汉铁路总工会江

岸分会委员长林祥谦和共产党员 、湖北全省工团联

合会法律顾问施洋等 ，
都大义凛然地英勇献身。

“

二七
”

惨案后
，

全国工会组织除湖南 、 广

东 、 香港等地幸免于难外 ，
北方和长江流域各省

都遭受了封建军阀 武装镇压的厄运 。 为了保存工

人实力 ， 免遭更大的损失 ，
京汉铁路工人忍痛复

工 。 震惊中外的京汉铁路大罢工以失败而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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