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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珍档 /

一曲悲歌
一轮朝阳

———“申九工潮”
中的血与泪    1948年新年伊始，上海市民

却少有迎新除旧的喜气，只觉得
阵阵彻骨的凉意渗透全身。申新
九厂的创始人荣德生也觉得心
神不宁。 “棉纱大王”的日子尚且
如此，老百姓的生活就更可想而
知了。 一个多月后，苏州河畔的
“申九”机器轰鸣声瞬间静止，一
场工人大罢工的帷幕拉开了。

风雨飘摇
回到开头提到的这位棉纱大王的

日记，他是这样记录的：“元旦晴，物价

更贵，与昔相比，不啻十余万倍……照
此物价高，成本大，利息重，本年营业

未看乐观，只有苦守坚撑……”
正如日记中所言，新一年刚开始，

老百姓的日子就有点过不下去了。有

人一早骑车去买早点，左右车把手上
各挂一只篮子，这两篮子钱币却只够

换来一家人的早点，这是自上海开埠
以来从没碰到过的。更夸张的是第二

天依旧挂着两篮钞票去买早点，结果
又涨了，只够买一副大饼油条了……

上海风雨飘摇，处在翻天覆地的
前夜。“棉纱大王”的日子尚且这么不

好过，老百姓的生活就更可想而知了。
1947年底，申新九厂的工人们盼着厂

里发年奖，却传来坏消息说，今年的年
奖照 1946年的标准打八折，且还要分

两次发。
消息一出，立刻引起轩然大波。俗

话说“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当
时的“申九”已连续 5个月没发配给米

和煤球了，工人们几次索要，反被工头
以登记配给品为名，把身份证骗去用

于贿选立法委员和参议员。与此同时，
裁员的风声渐紧，人心惶惶。接二连三

的打击，使申九工人难以忍受。斗争的
呼声越来越强烈，1948 年 1 月 17 日

和 22日两天的时间里，中共沪西民营
纱厂工作委员会先后召集了“申九”男

工支部、女工支部开会动员，决定把罢

工的时间定在 1月 30日。

机器停摆
1月 30日上午 7时许，申新九

厂忽然停电了。党支部成员紧急商

量后认为就势罢工不能显示出工人
的力量，决定推迟罢工时间，改到中

午 12时 30分进行。
不久，供电恢复，厂区的机器声

又轰鸣起来，厂里的护工队见工人像

往日一样正常劳作，便放松了监视力
度。时钟渐渐指向 12时 30分，猛然

间，铜匠间的马达声停止，前后不足
5分钟，清花间、粗纱间和织布间的

机器全都停了下来，苏州河畔的“申
九”机器轰鸣声瞬间静止，大罢工的

帷幕被拉开了。
就在机器喧嚣停止的这一刻，

工人纠察队立即守住大门、交通要
道以及机器设备，防止有人趁机破

坏。打入工会的中共地下党员戚怀
琼则组织工人印刷传单、书写标语，

还组织人把传单标语贴到厂区外的
电车、汽车和三轮车上，流动的宣传

车辆把“申九”大罢工的消息传到了
上海各个地方，也使大批下了夜班

的工人火速进厂和日班工人汇合，
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全厂 7000多名

工人参加的“申九”大罢工。
静默的机器声是结集号，140

名代表第一时间汇合在职工俱乐
部，谈判的要求也是早就商量好的，

他们向厂方提出 7条要求：1. 如期
发放配给物资；2.年奖

按当月生活费指数发

给；3.年底前被无故开
除的工人一律无条件

复工；4.所有厂规要由
劳资双方协商同意才

有效，取消压迫工人的
不合理的厂规；5.女工

产假为 56天，产假期

满身体不好者仍发放
工资；6.“五一劳动节”

休息一天；7.反对征收
个人所得税。工人们的

这些要求不仅在于维
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更

将斗争的矛头直指国
民党统治当局。

午夜 12时，申九
职员俱乐部灯火通明，

劳资双方各自派出了
4名代表谈判。资方的

耍赖态度激怒了工人，
大家表示不答应条件

不复工。一时间，谈判
陷入僵局。俱乐部门

外，7000 多名工人高
呼：团结起来，坚持到

底！我们要吃饭，我们
要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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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们守住工厂大门

申报记者采访申九惨案

▲ 王慕楣

随身携带的
歌词《起来、

起来、起来》

生死之间
罢工坚持到第 4天的 2月 2日。清晨 5

时许，工人们发现全副武装的警察忽然间包

围了工厂，他们强行占据了第一、第二道大
门。手无寸铁的工人纠察队根本守不住，他们

退到第三道大门里面，用铁链锁住铁门。这
时，罢工代表向工人们发出通知：警察不动

手、我们不动手，警察若动手、我们必须自卫。

党组织则带领工人上了三楼屋顶，以此
作为据点，大家把消防水龙头也接到上面，又

以砖头、铁棍、碗片、桌凳和油桶作为武器和
军警对峙。

中午，国民党上海警察局局长俞叔平等人
陆续过来，俞叔平在广播中喊话：要是不回去开

工，就会弄得大家都不好看。工人们道：我们要
吃饱肚子，否则什么都谈不上。俞叔平又换口

气说：没几天就要过年了，你们要好好考虑考
虑。快去开工吧，不然就要用武力解决了……

下午 4时，在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陶
一珊的指挥下，一辆红色的警备装甲车开到

了第三道大门前，军警用一把特制的大力钳
剪断了铁门上的铁链，装甲车步步逼近。一工

人见势不妙，冲上去用双臂紧紧挽住两扇铁
门。警察用枪托和警棍打他的手，其他工人见

状奋力上前全力堵住铁门，不料用力过猛，门
上的铁销子被推弯，门向外开了。混乱中，警

察进门抓走了十几名工人。这时，装甲车拉响
警笛向工人冲来。勇敢的工人们肩并肩、手挽

手，组成人墙挡在装甲车面前。在装甲车的挤
压下，有人倒下了，被压在最底层的 18岁女

工王慕楣当场牺牲。

屋顶上的工人眼见惨无人

道的暴行，怒火中烧，纷纷拿起

砖头、铁棍、碗片砸向军警。天色
渐渐暗了下来，已是下午 5点多

了，只见宣怢吾奉了市长吴国桢
“要把申新九厂的罢工压下去”

的指令来到现场，他穷凶极恶地
喊道：“这是暴动! 有抗拒者，格

杀勿论，一切由我负责。”
霎那间，横飞的催泪弹和子

弹同时响起，军警们分几路冲进
车间、饭厅及屋顶，从四面八方

向工人射击。年仅 17岁的女工
蒋贞新和 24岁的朱云仙先后中

弹牺牲，几十名工人受伤。
为了阻挡装甲车横冲直撞，

护卫的工人从厂里推出了一辆吉普车和

一辆卡车。会开卡车的许泉褐发动引擎，
隔着铁门顶住了第二次驶来的装甲车，可

卡车哪是装甲车的对手，被顶着向后退

去。在这紧急关头，明知不能坚持多久，十

个工人还是用身体顶住了卡车。
然而，工人与全副武装的军警的抗衡

无疑于鸡蛋和石头的对抗。5个小时后，
“申九”工人的罢工还是被镇压下去了。在

生与死的搏斗中，一共牺牲了 3人，重伤
40人，被捕 236人，其中 26名被判刑。2

月 6日，在国民党军警刺刀的胁迫下，工

人被迫复工。

唱首挽歌
被称为“申九三烈士”的是年仅 18岁的女工

王慕楣、17岁的蒋贞新以及 24岁的朱云仙。今天，

在上海龙华烈士纪念馆中陈列的 20多位女性英
烈中，就有“申九三烈士”之一的王慕楣的遗物。展

柜里有王慕楣的技术员工登记证以及亲手写下的
《起来，起来，起来》的歌词：“起来，起来，我们都是

工人，我们要配给品，我们要生活保障……”

据王慕楣的妹妹王慕桢回忆，姐姐当年是工
人纠察队员，安排给她的任务是到厂外散发传

单、张贴标语，呼吁各界人士声援“申九”的罢工
斗争。姐姐不负众望，始终冲在一线。这首歌是 1

月 30日开始罢工时编写的，王慕楣要到各个车
间去教工人们唱，一直随身带着。

妹妹还说，2月 2日的前夜，王慕楣整晚没
睡，她一直在厂外贴标语。天亮时跟同伴们回

厂，可能预感到危险将要降临，她对妹妹说：

“我要去食堂吃吃饱，可能以后没有机会再吃
了……”果然，王慕楣和其他人手挽手筑起的

人墙并没能阻挡装甲车的行进。
在“申九”罢工潮中，任工人纠察队分队长的

归索贞腿部中弹，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悲痛万分，

她是睁睁看着朱云仙和蒋贞新倒在血泊中的。归
索贞是无锡人，3岁时从无锡被寄养到上海的亲

戚家，10岁进纱厂当童工，1946年进申新九厂做
挡车女工。在“申九”，她接触中共地下党员，次年

8月，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以“大姐”的身份
通过结拜“小姐妹”来开展党的工作。在她记忆

中，住在中山北路朱家湾前浜的蒋贞新就像她的
小名阿囡一样，稚气、黏人，却又十分要强。虽然

才 17岁，干的又是粗纱间三班倒的挡车工重活，
可她不怕辛苦，特别好学，工余时间就去读书，还

把老师教的做人道理带回车间讲给小姐妹们听。

“申九二·二罢工”被镇压后，一篇《上海工人
协会为申九惨案宣言》的文章揭露了国民党镇压

工人的真相。上海工人纷纷成立“申九惨案后援
会”，开展了大规模的声援抗议活动。在全市人民

的压力下，国民党方面不得不成立了一个“申九
善后委员会”，中共地下党员便利用这个合法的

组织，积极营救被捕的工人。
1948年 2月 22日，上海各界为申新九厂死

伤的同胞举办了各种悼念活动。无论哪种纪念形
式，人们都在手臂上佩上 2寸 2分宽的黑纱，由

心底为兄弟姐妹们唱一首挽歌。
“申九罢工”是上海工人运动的一曲悲歌，但

革命的高潮、胜利的曙光犹如喷薄欲出的一轮朝
阳，即将光芒四射。1949年 5月 27日上海解放，

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时代真正开始了。

坚坚守守初初心心使使命命
深深深入入入学学学习习习“““四四四史史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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