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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

吹响劳动号角
策划 | 本刊编辑部 文 | 本刊特约记者   詹船海   马大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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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珠江南岸，解放大桥西侧，矗立着一幢

四层高的老洋房。灰白色的砂砾墙，木制框的玻

璃窗，门楹上的牌匾镌刻着11个字—第一次全

国劳动大会旧址。屋顶上，高挂的红色五角星图

案眺望着滔滔江水，述说着百年来的峥嵘岁月。

此处，原是广东机器工会的办公场所，位于

广州市海珠区滨江西路230号。1922年5月1日，中

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此发起举行第一次全国劳

动大会，开创了全国工人联合起来的新纪元，确

立了中国共产党在工人运动中的领导地位。

这一时期，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编辑出版

的机关刊物《劳动周刊》上，每期封面都印有醒目

的口号：工友们，我们大家联合起来的机会到了！

听，前进的劳动号角吹响了；看，中国工运崭

新的篇章翻开了。

前奏
从整体上看，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旧址由南

北两幢建筑组成，北面的西式混凝土建筑是当时

广东机器工会的办公场所，南面的礼堂便是第一

次全国劳动大会会场。礼堂空间轩敞，为中式金

字顶砖木结构，据记载是由海内外机器工人捐资

建成，曾是一座盐仓。

后来，担任中国共产党广东支部书记、中国

劳动组合部南方分部主任等职务的谭平山曾使用

礼堂创办工人夜校，开展革命活动。他在《由劳动

运动所得的教训》一文中明确指出：“劳动教育，

是今日唯一无二之最伟大的事情”“想改造社会，

想解决劳动问题，应当先行注意劳动教育”。

中共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

也指出，要成立工会组织的研究机构，教育工人，

使他们在实践中去实现共产党的思想，要办学

校，提高工人的觉悟，使他们认识到成立工会的

必要。

1921年，谭平山出任广东省教育会评议员职

务时，在广州起义路素波巷成立宣传员养成所，自

任教员，培养了一批对马克思主义、工农运动进

行革命宣传的得力干将。素波巷也是广东首个党

支部和广州共产主义小组的诞生地。

此时的谭平山还与广东机器工会合作创办工

人夜校，并担任董事长，夜校从提高工人文化程

度着手，进而开展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工作。在此

期间，谭平山也注重培养工人骨干，为日后成立工

会组织，开展工人运动打下了基础。

同年，谭平山派王寒烬、梁复然到佛山组织

工会。后者到佛山后，先在土木建筑工人中开展

宣传组织工作，不久即成立佛山市土木建筑工

会，有会员1500余人。据统计，从1920年10月谭

平山返粤领导工人运动到1921年4月，仅仅半年时

间，仅广州一地就成立工会32个，其中27个是在

广东党支部建立后组织起来的。

1921年8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中国劳动

组合书记部，分设四个分部，谭平山任南方分部主

任，继续领导广东地区的工人运动。1921年冬，广

州裁缝工人与驻穗官军发生冲突双双受伤，警察

局随即扣押了裁缝工人。为此，谭平山动员组织了

3万多名工人，集会于广州市第一公园（现为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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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园），要求警察局释放被押工人，并到警察局、审

判庭、广东省公署等处请愿，当时的省长伍廷芳答

应次日释放被捕工人，斗争方才告一段落。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期，全国工人运动风起

云涌。1922年3月8日，香港海员大罢工宣告胜利。

工人斗争的情绪日益高涨，但此时，全国尚未有统

一的工人团体，各地多是分散、零星的斗争。正如

《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宣言》（以下称“宣言”）中

所指出的：“这次罢工……使我们知道全国工人们

非一致行动不可。”

成立不到一年的中国共产党也认识到，举办

一次全国劳动大会，邀请各工会代表参加，商讨

建立全国工会统一组织，显得尤为迫切。邓中夏在

《中国职工运动史》一书中回忆道：“中国共产党

见当时罢工高潮之到来，认为有召集一次全国劳

动大会的必要。于是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名

义发起召集。”

主调
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会址选在哪里？

有一种说法是，与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以下

简称“一次劳大”）同时召开的中国共青团第一次

全国代表大会（以下简称“团一大会”）原定上海召

开。当时，还担任广东地区团组织负责人的谭平山

向团的临时中央写了一封信，提出希望团一大会址

能改在广州。谭平山这一提议得到肯定，对一次劳

大选址广州有着直接影响。

而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当时以孙中山为首

的广东国民政府，对工人运动持支持态度，愿意

提供帮助保证一次劳大得以安全自由顺利进行。

1922年4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南方分部希望借

广东机器工会礼堂作为一次劳大会场，机器工会

向孙中山请示，后者指示说，“虽非本党主持，亦

宜予以赞助”。

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会议时间定在1922年

5月1日，恰是五一国际劳动节。一次劳大筹备工作

地点则设在素波巷宣传员养成所内。1922年4月10

日，通告便已发出，一面登报，一面发函，邀请全

国工会派代表到广州开会。据邓中夏回忆：“此次

大会的原则是这样的，不分何党何派，只要是工

会便邀请其参加。”通告上也列明了会议的四点宗

旨，即纪念“五一”节，联络全国工界感情，讨论改

良生活问题，各代表提议事件。

大会召开前两天，《广东群报》报道，“现查

全国四大铁路劳工代表及直隶、山东、湖北、湖

南、江苏、浙江等省工团代表均已于昨日纷纷抵

粤，现分驻于永汉路各家旅馆”。

1922年5月1日，外来赴粤参会的工人代表和

广州5万多名工人游行至广州市第一公园，领头一

面大旗便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游行队伍在

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会场，现由广州市总工会在此开办新时代红色文化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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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举行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中国共产党中

央执行委员会书记陈独秀、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

负责人张国焘分别发表了劳动节的由来及意义、

无产阶级革命之必要的主题演说。

当晚，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开幕。据参会的

苏联人达林回忆，由于当时珠江上没有桥，代表们

都是坐渡船抵达江南岸会场的。因经费困难和警

察追缉，从其他地区来到广州很不容易。

《宣言》载明：“全国劳动大会第一次会议，

是由各省各商埠各种工人团体代表共一百七十三

人组织而成的，所代表的人数共三十四万余人。”

其中，广州和香港的代表占总参会人数的80%。当

年的著名工运人物如张国焘、李启汉、邓中夏、邓

培、陈炳生、苏兆征、林伟民、黄焕庭等均参加了

大会。

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会场又是怎样的？

“中央悬挂一大面红旗，两旁有大红横幅一

张，左边书着‘世界劳动者及被压迫着的民族联

合起来’，右边书着‘打破军阀主义打破帝国主义

打破资本主义’，堂中悬挂一大红星及小红旗无

数……”1922年5月3日，《广东群报》刊登的《全国

劳动大会已开幕》消息，清晰的描绘了会场场景。 

大会由张国焘主持，谭平山在会上作了会议筹

备工作的报告。“团结、统一、战斗”是一次劳大的

中心议题。《宣言》称：“这次大会所讨论的事件，

都是全国工人们的切身问题。”为期6天的大会

总共通过了“罢工援助案”“八小时工作制案”以

及“尊重劳动节及儆戒工贼虎伥案”等十项决议

案。遗憾的是，目前能找到原件全文的只有《罢工

援助案》和《全国总工会组织原则案》。

时光飞逝，史迹鲜明。在今天的第一次全国

劳动大会旧址内，广州市总工会牵头打造了旧址展

馆，丰富的史料和实物见证着当年广东工运实况，

也说明全国工人联合起来成立统一组织的必要。

其中，给记者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形形色色、

各行各业的工会会章：广东总工会会章、广东打

包工会（联益堂）章、广东省四会柴杉竹放运工会

章、广东台山木匠花板建筑工会公章分会章、广东

洋装金银器学徒工会章……另有首饰行业使用的

天秤、洗衣工会的手摇脱水机、理发工会的理发

凳、茶居酒楼工人使用过的铜托盘等见证劳动和

工会的实物。

据一份《广州早期罢工统计表》显示，在1921

年5月至1922年2月，牛肉等27个行业都开展了罢工

活动，九成以上都成功争取到加薪，最低的为一成

半，最高的则有五成。其中，人数最多的是建筑行

业：1921年8月16日，9400名工人成功争取到加薪

四成。

这些实物和数据，生动呈现出各个行业工会

通过联合争取权益的历史片段。

协奏
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闭幕后，中国劳动组合

书记部为推动工人运动，于1922年8月，趁北京直

系军阀政府进行恢复国会、制定宪法的欺骗宣传

之机，提出劳动者有权参加国家管理，有言论、集

会、结社、罢工之自由权利，应规定合理工时、工

资、劳动保护等制度，号召全国工会展开劳动立法

运动。1922年，孙中山响应劳动立法运动，下令取

消袁世凯颁布的《暂行新刑律》中有关惩罚罢工

的条文。

然而，1923年2月7日，军阀吴佩孚在帝国主义

的支持下，对罢工工人进行血腥镇压，林祥谦、施

洋等52人惨遭杀害。“二七惨案”的发生让工人运

动转入低潮，原定1923年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劳动

大会也不能如期举行了。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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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事让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必须建立革命统一

战线。这一时期，几件大事儿相继在广州发生。1923

年6月，中共三大于广州召开，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

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规定中国共产党须与中

国国民党合作，采取党内合作形式同国民党建立联

合战线。国共合作实现后，大元帅府颁发《工会条

例》，从法律上保障了工人运动的合法地位。

一年后的7月15日，中共广州地委派刘尔菘、

施卜、穆青、周文雍到广州沙面发动数千洋务工人

举行罢工，要求取消侮辱中国人民的“新警律”。

次月，沙面当局接受罢工工人的要求，这一胜利成

为全国工人运动复苏的起点。

1925年5月1日，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

召开，成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完成了第一次全国

劳动大会准备成立全国工人运动领导机构的目

标，选举林伟民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刘少

奇、邓培为副委员长。

大会刚刚闭幕不久，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发生。同年6月，为支援上海人民五卅反帝爱国运

动，广州和香港爆发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罢

工—省港大罢工，参加罢工的人数达25万，持续

时间达16个月。

为总结五卅运动以来工人运动经验和制定今

后的斗争策略，1926年5月1日，第三次全国劳动大

会在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召开。大会通过了《关于

职工运动的总策略》《劳动法大纲》等47项决议

案。与会人员联合第二次广东省农民代表大会成

员请愿出师北伐。此时，革命出现了新形势，中共

广东区委决定改变罢工斗争策略，停止封锁香港，

结束罢工。

变奏
今天，走进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旧址，门口两

侧分别挂着“广州工人运动历史陈列馆”“广州职

工大学堂”两块黑底金字招牌，这是旧址在新时

代的新身份和新使命。

新中国成立后，旧址曾是广州业余大学。直到

2006年广州市第四次文物普查时，“第一次全国

劳动大会旧址”的身份才被正式确认。

201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之际，广州市

总工会斥资对旧址进行原状维护，在修复过程中

保留了原木旋转楼梯、窄窄长廊、老旧方格地砖、

广州市部分红色旧址

海员亭
地址：解放北路988号越秀公园内

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旧址
地址：海珠区滨江西路230号

中华全国总工会旧址
地址：越秀区越秀南路89号

省港罢工委员会旧址
地址：越秀区东园横路3号

沙基惨案纪念碑
地址：新基路与沿江西路交叉口南50米

中共三大会址
地址：越秀区恤孤院路3号

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旧址
地址：越秀区中山二路92号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南方分部旧址
地址：越秀区解放中路玉华坊

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旧址
地址：越秀区文明路21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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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式壁炉等民国建筑元素。

同年11月4日，“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旧址”

正式揭幕，并新添了“城市之光·工运之路—

1840-1927年广州工人运动纪实”等主题展览，广

州工人运动历史陈列馆逐步建设起来。

“光是文物保护和工运展览是不够的。”广州

市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余少东介绍说，2018

年，广州市总工会在一次劳大旧址开办新时代红

色文化讲堂，用以组织开展学习宣传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力图打造出一个职工思

想政治工作的新阵地。

新时代红色文化讲堂每周开讲，以“6+X”的

方式开展。包括瞻仰一次旧址、参观一次展览、观

看一场专题片、重读一段党章、重温一次入党誓

词、参加一场宣讲学习，以及观看红色展演等。

近年来，广州市总工会还着力打造了3支宣讲

队伍。一支是由广州市委讲师团和高校专家学者

组成的专家宣讲团，一支是由一线青年职工组成

的职工志愿讲解服务队，还有一支是由100多位劳

模工匠组成的劳模工匠宣讲团。

新时代红色文化讲堂里设有流动讲堂，组织劳

模工匠宣讲团深入基层、走进高校开展巡回宣讲。

疫情防控期间，讲堂也以云宣讲的形式在网络平台

进行直播，单场观看量最高时超过300万人次。据

统计，新时代红色文化讲堂至今共开讲近500场，

接待学员近4万人。

今天，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旧址已活化为党

建工作和工运事业的教育传承基地。中国工人运

动革命传统教育暨研究基地、广东省红色革命遗

址、广东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广州市党史教育基

地、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和

新时代红色文化讲堂……来自各行各业的职工群

众均到此参观学习。

2011年开始，广州市总工会利用工作日晚间和

周末在职工大讲堂开设课程，免费为全市职工提供

文化学习、技能培训、图书阅览、法律咨询、网上学

习等全方位服务。广州职工大学堂每年开课200余

节，每年培训学员超过1万人次。目前，广州职工大

学堂已在全市开办39个大学堂校区，每月开设800

多门课程，为职工提供“就近学习、业余学习、兴

趣学习、自愿学习、免费学习”的便利途径。

在此基础上，广州职工大学堂开发网上报名系

统，方便职工依据需求和兴趣，自主选择课程免费

报名学习。这一报名方式打破了单位、课程数量等

限制，摆脱了“派任务式”被动学习模式，绝大部

分课程在公布一周内就被一抢而空，实现了职工学

习从“单位指定”向“自主参与”，从“层层上报”到

“一键完成”的转变。广州市总工会还在“广州工

会”移动客户端开设“职工微学堂”，设置各类课

程7000多门，免费为职工提供优质便捷的线上培

训，实现随时随地“掌上学习”。

据统计，广州职工大学堂自开办以来累计开设

课程超过2.8万门，培训职工超过152万人次。针对

远离市区的农民工，开展送课进基层服务，每年送

课超过200门，培训人数超过13.6万人次。

今天，在广州市总工会的精心策划下，第一次全

国劳动大会旧址逐渐成为职工提素的“网红场地”。

今天，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旧址屋顶上高挂

的红色五角星，依然熠熠生辉。

省港罢工委员会旧址，位于广州东堤挹翠路与东园路交界处

香港海员罢工的主要领导人林伟民（前排右二）、苏兆征（前排右三）等和香港海员

工会成员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