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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工人们呀，我们赶
紧联合成劳动组合呀……”《中
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宣言》（以下
简称《宣言》）上的这句话出现
在1921年《共产党》月刊第六号
中，这份珍贵的文献就珍藏在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旧址陈列
馆内。这一份宣言，改变了中
国工人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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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宣言》

■ 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理论刊物

《共产党》月刊

■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
景开第一次会议场景

■ 举办工人补习学校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旧址陈列馆主

管袁梦说：“中国共产党一大结束后不

久，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于8月11日在

上海宣告成立，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第

一个公开领导全国工人运动的机构。”

“过山跳”一步一颤抖
旧时上海的码头工人中，流传着

这样一首《三代码头工人》的歌谣：“爷

爷是个码头工，压得背驼腰又弓，受尽

工头打和骂，三顿薄粥照面孔。爸爸也

是码头工，挨打挨骂更加凶，七三拆账

刮得狠，身披麻袋过寒冬。我也是个码

头工，上海解放喜冲冲，从今翻身做主

人，有吃有穿不愁穷。开动机器来装卸，

建设祖国真光荣，感谢恩人共产党，歌颂

领袖毛泽东。”那时的码头，工人装卸货

物基本上全靠人力，劳动工具也极简陋，

除了跳板、箩筐和少量人力板车、手推车

外，工人还要带杠棒、绳子和搭肩布，上

千斤重的货物也都靠多档杠棒人力搬

运。码头歌谣讲述的，就是这种全靠

工人肩膀扛着送进仓库的情景。

码头工人肩上的货包都重达两三

百斤，扛着沉重的货包，码头工人奔走

于码头与仓库间，遇到上楼，还要爬几

十级阶梯。走得慢了，工头的皮鞭、藤

条就会劈头盖脸地抽上来。在卸煤炭

时，一尺多宽、一丈多长的跳板，一头

搁在船边，一头架在高凳上，然后一块

板一块板地延伸至煤场上的“煤山”。

这就是走道，工人称之为“过山跳”。

两个工人抬着200多斤的煤箩，在“过

山跳”上奔走，一步一颤抖，稍有不慎，

就会跌下跳板，非死即伤。在当时的

码头上，这种危险的作业比比皆是，所

以，工人中还流传着另一首歌谣：“上

压肩膀，下磨脚板，根根毛孔流血汗，

码头处处鬼门关。”

除了码头工人的歌谣，在陈列柜

里，还能看到这样几块木牌子，上面刻

着“布机间大小便”“内棉五厂细纱间

大小便”……当时的上海，各个工厂的

工人们上厕所居然也要许可证。

自19世纪开埠后，上海工商业发

展迅速，但工业繁荣的背后，是资本家

对工人阶级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

在资本家、殖民者的层层剥削压迫下，

工人阶级自身维权意识逐渐觉醒，五

四运动期间，工人阶级发挥主力军作

用，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

历史舞台。但由于缺乏先进理论的指

导，工人对自己受苦受难的根本原因、

未来社会的前景以及自己的历史使命

并不大了解。

秘密刊物上的宣言
在1921年出版的《共产党》月刊第

六号上，有这样一份改变中国工人命

运的《宣言》：“我们只有把一个产业底

下的劳动者，不分地域，不分男女老

少，都组织起来，做成一个产业组合。

因为这样一个团体才能算是一个有力

的团体，要这样一个组织法，劳动者才

能用他们的组织力，做奋斗事业，谋改

良他们的地位呢。”这本《共产党》月

刊，是1920年11月7日在上海创刊，由

李达任主编，创刊号《短言》

为陈独秀撰写，总共出过6期，存世极

少，十分珍贵。

创办初期那会儿，为筹集经费、开

源节流，李达和在商务印书馆当编辑

的沈雁冰商量，由月刊社成员写稿子

卖给商务印书馆，以稿酬作为运营经

费。在最困难的时候，李达一个人承

担了从写稿、编辑到校对、发行的全部

工作。起初，由于是秘密刊物，不能够

公开发行，所以《共产党》月刊都随《新

青年》一起附赠。

《共产党》月刊编辑部最早设在上

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后迁至辅德里

625号一个不到6平方米的亭子间里。

反动当局严禁“过激主义”言论，追查

“过激党”分子，共产党人冒着被反动势

力监控和迫害的危险，采用化名的办法

来保护作者和刊物的安全，如李达用

“胡炎”和“江春”，李汉俊用“汗”和“均”，

沈雁冰用“P生”，施存统用“CT”。

在《宣言》发表前，有一次《共产

党》还开了个“天窗”，这在我党的报刊

史上是第一次。原本月刊第三期发表

的首篇文章《告中国的农民》，结果刊物

的第一页没有文章的原文，而是印了12

个大号铅字“此面被上海法捕房没收去

了”。以此告知读者，第三期在出版印

刷时，遭到法租界巡捕房的干扰。这是

反动势力没收该刊稿件的有力证明，也

表达了刊物对此的强烈抗议。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后，迅

速将全国工人组织起来，形成统一的劳

工力量。1921年8月，中国劳动组合书

记部创建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第一

个工会组织——上海英美烟草工会。

此后，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领导

下，行业工会和工人运动蓬勃发展。

亲密朋友“小李先生”
事实上，在《宣言》发表前，1921年

7月，在上海英美烟厂已经有八千余工

人抗议洋监工克扣工人工资、殴打工

人，举行同盟罢工。此时正值中国共产

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不过当

时工人们只知道我今天罢工了，我不去

上工了，但后面怎么做，他们不知道。

《宣言》发表后，党组织迅速派出李

启汉积极参加领导这次罢工运动。李

启汉来到罢工工人经常集聚的吴家厅

刘公庙，向工人了解罢工的情况及罢工

期间工人的状况。在思想上启发教育

工人，在具体行动上帮助工人组建罢工

领导机构，起草罢工宣言和传单，并提

出与英美烟厂资方交涉的八项条件。

在李启汉的组织下，那些工人知道了怎

么罢工，也学会了怎么去跟资本家谈

判，怎么进行下一步的工作，就这样，李

启汉成了罢工工人的亲密朋友，工人们

亲切地称他为“小李先生”。经过20多

天的斗争，罢工取得了胜利，并在党的

领导下组织成立上海烟草工会。

浦东英美烟厂的这次罢工斗争，

成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领导的第一次

有组织的工人运动。这也是中国共产

党领导的第一次罢工，经过三个星期

的坚持，罢工取得了胜利。

1922年，中国革命力量迅速汇聚并

开始向高潮发展。从年初的香港海员

罢工到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和开滦煤

矿工人大罢工，中

国工人运动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罢工高潮在全国各地形成。以中国劳

动组合书记部总部及各分部所在地为

中心形成了北方区、武汉区、湖南区、上

海区和广东区等多个罢工重点区。

从全国来看，在中国劳动组合书

记部各分部的组织和领导下，中国工

人运动风起云涌，相互激荡，高潮迭

起。据不完全统计，从1922年1月到

1923年2月，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

领导下，全国共举行百余次工人运动，

参与人数超30万人。中国劳动组合书

记部在推动工人运动向纵深发展的同

时，注重发展工人运动中的骨干，在斗

争中培养党的干部，为党的事业蓬勃

发展造就了一批杰出人才。

道出工人的心里话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名字是共

产国际代表马林起的，“劳动组合”即

工会之意，“书记部”即秘书处的意

思。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成立

后，相继在北京、长沙、武汉、广州、济

南等地设立了分部机构，将工人运动

的火种播向全国各地。毛泽东当时是

湖南分部的负责人。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还曾创办过

《劳动周刊》，每周六发行，最高发行量

达到5000份，它的作用是向工人宣传

工人阶级团结和组织的重要性，启发

工人按产业组织起来。中国劳动组合

书记部及各分部成立之后，立即投入

到繁忙的宣传教育和组织工作。寂静

的深夜，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那间

简陋的房间内，李启汉和战友们以满

腔热情投入到《劳动周刊》编撰宣传

中，一份份带着油墨香的刊物送到工

人们手中，鼓舞着工人阶级勇敢组织

起来，为被剥削、被压迫者鼓与呼。

《劳动周刊》在发刊词中指出：“我

们的周刊不是营业的性质，是专门本

着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宗旨为劳动

者说话。”周刊以浅显易懂的文字，反映

当时工人的生产生活状况，并以各地罢

工斗争和建立工会的消息来激励工人

的斗争意志，还有不少工人在刊物上发

表文章，说出了工人们的心里话。

1922年7月12日，中国劳动组合

书记部遭公共租界巡捕房搜查。中国

劳动组合书记部迁往北京，邓中夏为

主任，罗章龙为副主任。上海改设分

部。1923年，“二七”惨案发生后，书记

部立即发表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

为“二七”惨案告全国工人书》，号召全

国工人联合起来，“干预政治、打倒军

阀”，同时，书记部转入地下，进行秘密

工作，逐渐由产业工会代替领导工人

运动的职能。同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

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筹建中华全国

总工会，1925年5月1日，中华全国总

工会成立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完

成其历史使命。作为中华全国总工会

的前身，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中国

共产党领导下，在3年零9个月的时间

里谱写了中国工运史上的壮丽篇章，

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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