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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海员大罢工是国民党领导的

刘 丽

香港海员大罢工至今已有六十余年的历史
，
究竟是国民党还

是共产党领导 了这次罢工
，
史学界一直存在着分歧

。

根据接触到

的史料
，
我认为不是共产党领导的

，
而是国民党领导的

。

众所周知
，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始

，
就十分重视工运

�

�作
，
在

上海公开设立 了领导工人运动的总机关—中国 劳 动 组合书记

部
，
在北京

、
长沙

、

武汉
、

济南
、

广州设立 了分部
，
领导各地的

工人运动
。

短短半年时间
，
中国共产党在工人运动中

，
特别是在

北方的工人运动中就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

但是在南方
，
在香港方

面
，

正如当时工运领导人邓中夏同志所说
�“
海员工会方面

，
香港

则因我们南方党部太弱未能打入
。 ” ①其主要原因是

�

一
、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
，
由于党员人数甚少

，
活动能力有

限
，
南方的工人运动长期受国民党的影响

，
故决定把工人运动的

重点放在北方
，
特别是铁路上

。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
，
中央局通告

全党
� “
关于劳动运动

，
决议以全力组织全国铁路工会

，
上海

、

北

京
、

武汉
、

长沙
、

济南……长辛店诸同志，
都要尽力于此计划

。 ” ②

根据这一计划
，
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在陇海铁路

，
京汉 铁 路 的 长

辛店
、

郑州和汉 口江岸等地很快出现了新的 局 面
，
而对于早在

一九二一年三月便正式成立的香港海员工会
，
尚未进行工作

。

值

得提出的是
，
此时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主任的张国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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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于一九二一年十月
“ 前往苏俄出席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

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去 了
，
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的工作

，
主要是

秘书李启汉等人做的
。 ” ①而李启汉重点在抓上海方面的工 作

，
张

国寿直到一九二二年春才回国
，
这在一定程度上不能不影响了劳

动组合书记部总部工作的全面开展
。

此时正值香港海员大罢工
。

二
、

劳动组合书记部广州分部党的力量较为薄弱
。

一九二�

年至一九二一年间
，
广东的党组织是由无政府主义者操纵的

。

这

个时期
，
广东党组织多进行内部争论

，
没有什么具体活动

，
亦没

有参与正在进行的香港海员工会的筹建工作
。

此后
，
广东党组织

虽经陈独秀整顿
，

战斗力仍不很强
，
在工人中影响并不大

。

当然
，

身为广东党小组
、

劳动组合书记部广州分部负责人的谭平山
、

谭

植棠
、

陈公博等
，

后来都相继脱党
，
但当时他们也为党做了不少

有益的工作
，
惟在工运工作中成绩较少

。

这一点
，
从陈公博给中

共
“
一大

”
起草的

《
广州共产党的报告

》
中可以证实

。

报告说
，

我们在广东成立 了各种政治小组和编辑小组
，
但是

， “
这些小组

里没有工人
，
因为我们很难与他们建立联系

。 ” “ 成立工会这个问

题更是困难
，
因为去年一年之中

，
工会已增加到一百多个

，
但是

这些工会都受 了无政府主义的熏染
，
或者为国民党所操纵……工

人与国民党的联系已有很长的历史
，
早在十年以前

，
他们就设法

向工人和士兵群众传播他们的思想和影响
，
而在去年又鼓动工人

罢工
。 ” ②广州分部的这种情况

，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给共产国际

执委会的报告中也作 了记述
�“

我相信
，
估计广州组织起来的工人

约有五万人
，
这并不夸大

。

直到现在这儿找不到任何职工国际的

文件
。 · ·

…今年正月十五 日联合举行示威以纪念罗沙
·

卢森堡和

卡尔
·

李 卜克内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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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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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党组织处于秘密活动阶段
，

广东党小组的活动受到一定

的限制
。

因此
，
马林在他的报告中说

�“
广州的共产主义团体却不

和罢工工人联系
，
也不支持罢工

，
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只能秘密地

进行工作
。 ” ①陈公博说

�“
当 日共党是秘密 组 织 的

” ② 。

所以海

员罢工的领导人苏兆征后来说
� “
我当时到处找共产党

，
总找不到

手
。 ” ③

从以上史实
，
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

中国共产党没有也不 可能

参与发动和领导香港海员大罢工
。

中国共产党虽然没有发动和领导这次罢工
，
但却给予 了罢工

以极大的支援
。

罢工兴起后
，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号召全国各地

工会进行支援
，
京汉

、

京奉
、

京绥
、

正太
、

陇海等铁路工人均成

立 了香港海员罢工后援会， 上海在李启汉领导下
，

筹款
、

游行
，

有

效地阻止 了英商招募新海员的阴谋，
广东分部在海员来粤以后

，

亦从中加紧活动
。

特别是当罢工出现困难局面的关键时刻
，

中国共

产党广东分部发表 了题为
《
敬告罢工海员

》 之文告
，
文告中提出

了
“
坚持下去

、

团结一致
、

严守秩序
、

注意自治
”
四点建议

。

中

国共产党的支持和援助极大地鼓舞 了罢工的梅员
，

并对罢工指明

了正确的发展方向
。

史实证明
，
罢工是国民党发动和领导的

�

�
、

罢工的领导机构—
“
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

”
是在孙中

山等人发动下形成的
，

是经国民党广东政府注册的
。

辛亥革命前

后
，
孙中山先生

“
曾以乡谊关系与海洋轮船上之

一

粤籍海员发生不

少关系
，

以救国为号召
，

鼓吹海员组织团体
。 ” ④并启发海员说

� “
自

、

由是可以争取的
，
商人都有公会

，
你们为什么不成立工会 呢�

”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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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三年
，
孙中山

“
在横滨领导一部分中国海员组织 了一个

‘

侨

海联义社
’ 。

一九一四年又成立了一个
‘

海员公益社
’ 。

后来
，

总社移

于香港
，
改名为

‘

海员慈善社 ” ， ① 。

这些海员工人组织主要是为革

命运动运输军火和传递消息等
。

当时
，
香港的中国海员深受英国

当局与船主的奴役和压迫
，
并受着包工头的封建剥削 及 种 种 区

别于白种船员的不平等待遇
，
生活极端贫困 ， 又正值世界革命风

潮之时
，

海员们经常往来于世界各国
，

独得风气之先
， “
一部分海

员早就参加 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运动
” ② 。

孙中山先生的影响犹如

催化剂
，
海员政治觉悟迅速提高

，
再也不甘心受此压迫 了

。

经过

苏兆征
、

林伟民等人的积极宣传和组织领导
，
香港海员于一九二

�

�年
“
组织筹备委员会

，
孙中山命名该会为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

�

会
，
并在广东军政府内政部登记

。 ” ③一九二一年三月海员工会正

式成立时
，
孙中山亲自

“ 派代表赴港参加中华海 员工业联合总会

成立典礼
’，④ 。

可见
，

海员工会从发动
、

筹备到正式成立
，
都是孙

中山先生苦心经营的
。

�
、

罢
�

�的主要领导人
、

海 员工会的负责人苏兆征和林伟民都

是国民党党员
，
他们 又是主持罢工的国民党联义社的成员

。
邓中

夏在
《
苏兆征同志传 》

中写道
�“
兆征原先是国民党员

” ⑤ 。

苏兆征

早在辛亥革命前俄参加 了推翻清朝统治的运动
，
一九�八年加入

了同盟会
，
并成为同盟会在广东方面的积极分子

。

当时
， “
广东海

员
，
加人 � � � �指同盟会�是一件很平常的事

” ⑥ ，

仅一九�九

年粤港两地加盟者就有
“ 两千余人

” ⑦ 。

香港海员这次罢工后
， “

广

州
、

香港
、

汕头三地竟有一万二千名海 员加入国民党
” 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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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在海员中组织联义社等团体
，
苏兆征是团体成员 之一叭 邓

中夏并提到林伟民与苏兆征一样
，
一直是国民党在

“ 海员中的健

将
” ② 。

据陈公博回忆
，
香港海员 “ 那一次的罢工本来是国民党的

一

联谊 �义�社主持
” ⑧ ，

所说的联义社即上面 提到 的 海 员中的组

织
，

也正是苏
、

林所在的海员团体
。

苏兆征和林伟民是海员罢工

的真正领袖
，
虽然后来他们分别在一九二四

、

一九二五年加人 了

中国共产党
，
但在当时

，
他们是以国民党联义社成员的身分参加

并领导了海员罢工
，
国民党的领导主要在他们身上体现出来

。

�
、

罢工的活动经费
，
大都来自国民党方面

。

宜彬
、

章洪在其
《
香港海员大罢工 》

中分别都谈到了当罢工拮据时
， “
广东政府每

天借给数千元
” ④ 。

邓中夏也说
� “
广东政府每日借出数千元

，

前后

共计约十万元
” ⑤ 。

马林并说罢工的
“ 全部财政资 助 都 来 自国民

党
” ⑥ 。

海员罢工时孙中山正在桂林
，

广东政府的 日常工作由陈炯

明主持
，
他颇致力于支持工人群众

。

有人说陈炯明对海员工会的

经济支持是为了拉拢海员
、

排挤孙中山
，

但不论其主观动机如何
，

在客观上还是支持 了海员罢工的
。

�
、

解决罢工问题的
“ 公断处

” ，

是 由广东政府代表
、

英国总领

事代表
、

西船主代表
、

中国船主代表
、

海员代表组成
，
其人数是

由广东政府和香港政府商议后决定的
。

最后
“
海员工会派代表四

人
，
广东政府派代表一人到香港组成了公断处

” ⑦ 。

这说明
，

广东

政府直接管辖着海 员工会
，
从罢工开始到罢工结束

，

广东政府始

终起着重要的作用
。

海员罢工期间
，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正在 中国

，

他肯定了国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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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对罢工的领导
，
说

� “
一九 二二年初

，
正值香港海员刚刚宣布大

罢工的时候
，

我继续前往广州
。

罢工的领导权掌握在国民党手中
。

国 民党的领袖们支持这次罢工
。 ……海员的组织已经存在好几年

了
，
它是孙中山同海外华侨联系的一个纽带

。 ” ①又说 �‘
孙中山长

期和工人有接触
，

特别是在广东省和华侨之中
。

他的党的领袖们

支持广州工会
，
在罢

�

〔 中常站在工人一边
。

在今年 �指一九二 二

年�正月海员罢工期间
，
国 民党与工人之间的联系是多么紧密

，

这一点对我来说是十分清楚的
。

整个罢�
�

都由这个政治组织的领

袖们所领导
。 ” ②特别是在著名的西湖会议上

，
他指出

�“
这次强有

力的海员罢工和国民党的领导证明民族运动同工人阶级组织之间

豹联系已经建立
” ③ ，

并提议以工人同国民党之间的联系作为国共

合作的基础之 一
。

马林赴中国的时间是一九二一年四月至一九二

三年十月
，
他为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而来

，
并促进了第一次国共

合作
，
故其记述还是可信的

。

张国寿承认
�“
马林由桂林回到广州

，

适值香港海员罢工
，
他 目击国民党支持罢工工人和一般工人拥护

国 民党等情况
。 ” ④

海员罢工后不久
，
中国共产党机关报 《 向导

》 周报曾这样报

道
�

当军阀吴佩孚的海军船想进香港修理时
， “
英商虑得罪中山

，

以

海员罢工抵制故
，
请沙面领事征孙同意

” ⑤ 。

这一报道从另一个侧

面反映出
，
香港海员组织是受孙中山先生左右的

，
孙中山先生对

海员罢工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

综上所述
，
可以得出结论

�
一九二二年一月发生的香港海 员

大罢工
，
是由孙中山先生为首的国民党人发动和领导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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