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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香港总工会成立
1925年�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曾对香港代表团的报

告做出了《香港问题决议案》。决议中指出�香港乃帝国
主义之殖民地�不论为民族的解放或阶级的解放�皆应
联合一致奋斗。1925年6月19日�通过协商�全港工会
联合行动�举行了举世闻名的省港大罢工。随着斗争的
发展�促进了广大罢工工人对统一组建香港总工会必要
性的认识。特别是苏兆征、邓中夏、李森等在这方面做了
大量思想工作。1925年冬天�中华全国总工会举办了一
系列演讲会�以对粤港两地工人进行关于工会基础知识
和工会统一意义的宣传教育�苏兆征主讲 《胜利后的问
题》�邓中夏主讲《我们的炮台》�李森主讲《如何统一工
会》等题目。全国总工会还就此发布通告�欢迎工友参
加。苏兆征希望工友们继续加强团结和联合起来�只要
我们继续加强团结�统一步调�严密组织�在统一的工会
领导下坚持斗争�就一定能打倒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罢
工一定会得到胜利。
1925年12月14日�在苏兆征主持下�香港海员工

人集会讨论改组海员工会问题。提出改组重点：一、每年
召开全球中国海员大会一次；二、将会长制改为委员制；
三、各海岸设立分会；四、各船上设立支部。1926年1月
3日�苏兆征又主持召开海员工会会员大会�有2000人
参加。上海、汕头等地也派代表出席。通过选举�有100
名代表在广州举行了全国海员代表大会。在苏兆征提议
下�在海员中成立了中共党支部�成了带领海员工人进
行革命活动的核心力量。
在海员工会带动下�有10多个行业投入了工会统

一运动。1926年7月15日�海员工会邀请香港运输业各
工会代表到海员俱乐部讨论成立香港运输业工会事

宜。经过协商�3月10日香港运输业联合会筹备会宣告
成立。3月19日�香港运输业各工会代表200多人�在苏
兆征主持下�于广州开会�正式宣布香港运输业工会联
合会成立。苏兆征说�大联合组织才能发挥伟大力量。
香港金属业工会统一运动�在李森主持下积极进

行。4月10日�香港金属业总工会正式成立。
4月15日�经过各工会组织协商�召开了香港各工

会团体联合大会�宣告成立香港总工会。并郑重宣言：
“香港总工会成立以后�切实与全国工人阶级联合�加入

中华全国总工会�并受其统一的指导�为谋全国工人阶
级之解放而奋斗。”苏兆征、邓中夏出席了香港总工会成
立大会�并被聘为顾问。苏兆征发表了《祝香港总工会成
立》的文章。他认为香港总工会成立是（省港大罢工）十
个月血战的成绩之一�是革命的需要�香港工人将更进
一步挑起革命重担�一直到我们工人彻底解放。
在香港总工会成立后�广州也召开了第一次广州工

人代表大会。苏兆征、刘少奇以及国民党中央工人部的
代表也应邀出席大会。
在省港大罢工斗争继续进行中�工会统一运动走向

高潮�萧楚女、恽代英等给工人演讲革命形势�介绍国外
工会经验�支持工会统一。苏兆征还主动邀请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人和工农运动领导人周恩来、陈延年、林伯渠、
彭湃、阮啸仙等到罢工工人代表大会作政治报告�激励
工人的革命意志�号召工人团结一致�坚持罢工斗争。
在革命斗争的洗礼下�广大香港罢工工人坚定了革

命信念�坚持跟共产党走。在罢工期间�有近千名罢工工
人积极分子�如邓发、何耀全、李源、刘达潮等�在苏兆征
等同志教育帮助或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因此�虽
然当时国民党右派开始进行反革命活动�破坏省港罢工
和摧残工人群众运动�但因为有苏兆征、邓中夏等同志
的坚强领导�有一支共产党员先锋队�把广大工人紧密
地联合在一起�团结在一起�使敌人的阴谋无法得逞。罢
工反帝斗争依然坚持到底。
1926年5月1日至12日�在苏兆征、邓中夏、李立

三、刘少奇、李森等积极领导下�在广州召开了第三次全
国劳动大会。代表500多人�代表着120万工人。苏兆征
在会上作了关于省港罢工问题的报告�受到全国各地工
会代表的热烈欢迎。会上还通过了《关于省港罢工报告
决议》和《慰问省港罢工工友书》�对这次斗争给予了高
度评价。对苏兆征同志杰出的组织领导才能和为中国工
运事业所做出的重大贡献�表示钦佩。香港工会代表林
伟民因病不能再担任委员长职务�被选为执行委员。另
有戴卓民、刘尔崧、何耀全、黄平、黄金源、罗珠等被选为
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或候补委员。因苏兆征威望高�被
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一支有丰富斗争经验的中
国工会领导集体开始形成。
从此�香港总工会参加了中华全国总工会�香港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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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运动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的领导下�把香
港工人阶级解放、全中国工人阶级的解放和民族解放融
为一体。因为香港海员队伍庞大�经常与各国工人接触�
接受世界工人运动的经验�启发教育比较多、快、早。因
此�在中国工人阶级革命斗争中一直起着带头作用。因
为有共产党的领导�省港工人罢工斗争取得的成果最
好�为中国工会运动做出了示范。因此�香港工会运动在
中国工运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林伟民被选为中华全
国总工会第一任委员长�苏兆征接着又被选为第二任委
员长。在中国工会统一中�可以说香港海员工人做出了
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贡献。这应该说是香港工人阶级在
认识上�在思想觉悟上发生了一次质的飞跃。中国工人
阶级是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历史性贡献的。

六、香港工运造就了中国工会领袖
省港大罢工对香港当局在经济上是一次沉重打击�

在政治上则使广州革命政府有了迅速发展。特别是多年
来香港工人运动为我国工会造就了不少领袖人物�而且
在罢工斗争中锻炼得更加成熟起来。
苏兆征、林伟民等海员工会领导人�都是广东香山

县人�与孙中山先生是同乡。从年轻时代就到香港当海
员�经常听到有关孙中山的爱国主张。孙中山因经常乘
船来往海内外从事革命活动�苏兆征等海员经常有机会
与孙先生接触。孙中山平易近人�热情诚恳�没架子�经
常了解海员情况�关心海员生活。因此�大家对孙中山非
常崇敬。孙先生对海员的困难十分同情�鼓励海员团结
起来�组织起来。他说：“当今世界革命潮流汹涌�我们要
经过努力奋斗�争取自由幸福。如今商界都已经成立各
种商会团体�你们海员工友人多势众�为什么还不行动
起来�组织自己的工会团体呢？只要你们团结起来�就会
有力量的。”苏兆征在孙中山的教育启发下�接受了民族
革命的思想�加入了同盟会与国民党。经常冒着生命危
险�积极支持孙中山与革命党人的活动。在辛亥革命中
帮助运送军火。对此�孙中山曾亲笔写信或题词表彰苏
兆征、林伟民等海员积极分子。并为后来孙中山提出联
俄、联共、扶助农工运动思想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基
础。但是�不少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对革命的态度不坚决
不彻底�对穷苦大众的悲惨命运不关心�更不为穷苦人
民谋福利。而且自私自利�甚至不惜投靠反动军阀和帝
国主义。耳闻目睹�苏兆征增强了对帝国主义、封建军阀
本质的认识�提高了反抗阶级压迫的意识。十月革命之
后�海员们看到工人阶级的前途和希望�马克思列宁主
义像一盏明灯照亮了海员工人的心扉。他们把俄国工人
阶级作自己的学习榜样。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了�并成立了中国劳

动组合书记部�所做的第一个决议�就是要把工人阶级
组织到工会中来。苏兆征、林伟民等在1922年海员大罢
工中主动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取得联系�希望得到支
持。书记部负责人李启汉专程来慰问罢工海员�使海员
受到莫大鼓舞。从此�林伟民、苏兆征等海员与共产党人
结下了深厚友谊。后来�他们经常阅读中共广东党组织
的刊物《广东群报》�与谭平山、陈延年等共产党人经常
联系。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真正和工人心连心的
政党�对共产党人产生了无限敬仰之情�决心跟着共产
党干革命。国共合作之后�苏兆征等海员继续与国民党
左派进步领袖孙中山、廖仲恺、宋庆龄等联系。孙中山十
分重视工人阶级的作用�并在各方面支持工人运动�特
别是香港工人团体。廖仲恺在国民党政府财政厅任厅
长�在财力上对省港罢工给予了大力支持。宋庆龄在公
开表态后�还积极在国内外和海外华侨中做宣传动员工
作�捐款10万元支持省港大罢工。罢工委员会还征求了
她对斗争方针、方向等问题的意见。
1924年�周恩来、陈延年等相继调来广东工作�并建

立了香港地区党支部。同年�林伟民加入中国共产党�成
为香港海员�也是香港工人中最早的一名中共党员。
1925年�苏兆征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在香港和广东的
党组织中担任了领导职务�并在国民政府中担任了劳工
部长。
香港地区工商界谢树棠等也对香港罢工给了同情

和很大支持。
苏兆征在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期间�与邓中

夏、刘少奇、李立三、李森等共同主持全国总工会工作�
并继续领导省港罢工斗争�使罢工斗争坚持了长达16
个月之久。在中国和世界工运史上都写下了最辉煌的一
页。随着国民政府的搬迁�全国总工会也搬到了武汉�中
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分局�在武汉成立了中央临时委员
会�苏兆征、谭平山、毛泽东、浑代英、罗章龙、陈潭秋、王
荷波、史文彬、张国涛等为成员。在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
上�苏兆征再次被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1926年
4月�在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
中央政治局委员。在党的六大会议上�苏兆征被选为中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1928年�他出席了赤色职工国际第
四次代表大会�被选为执行委员；在第六次共产国际大
会上被选为执行委员。苏兆征同志从一个普通的中国海
员成长为中国工会的领袖�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
成为国际工运的领导人之一�为中国反封建的民主革
命�为民族解放事业�为中国工人阶级解放事业和国际
工人运动贡献了光辉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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