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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建立子����年
，

而两党在实际斗争中的合作却早在 ����年初

就开始了
。

是年发生的震惊中外的香港海员大罢工正是在国共两党合力推动下取得胜利

的
。 一

长期以来
，

研究中共党史
、

中国革命史的有关论著中却忽略了这一史实
，

仅视香港

海员大罢工为第一次工运高潮的起点
。

笔者认为
，

此说缘小而失大
�

应当说
，

它不仅是

第一次工运高潮的起点
，

同时也是国共两党在实际斗争中合作的起点
。

一 香港海员大罢工

是在国民党的影响下发动的

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与广东海员的联系由来已久
。

这也是国民党早期活动的特点所

决定的
。

国民党的前身兴中会
、

同盟会皆建立于海外
，

华侨有产阶层在其中占很大比重
，

这就使频繁的海内外联系成为早期国民党活动的一个基本特征
。

有人仅就孙中山本人做
过统计

，

在其革命生涯中
，

他曾先后 �次横渡太平洋
、

印度津
，
�次横渡大西洋

，

数十次

往返海内夕�切
。

海员是维系海内外联系的重要媒介
，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人重视海

员运动是很自然的
。

据中共党史资料那己
，

早在辛亥革命前
，

他们就设法在工人中传播

其思想和影响② 。

并在工人中发展盟员
、

建立组织
，

依靠他们传递消息
、

运输军火
�

辛

亥革命成功后
，

还曾有一批功勋海员上岸担任重要职务③
。

香港海员大罢工
，

正是在这

些组织和党员的直接领导下发动的
。

‘

首先
，

罢工的发起机构
“
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

”
是国民党领导的

。

关于这一点
，

在

中共早期党员陈公博
、

张国煮的著述中可以得到佐证
。

陈公博 《我与共产党》 一文这样
写道

� “
那次的罢工本来是国民党的联谊社主持

，

来粤之后
，

共产党遂于中加紧活动
� ” ④

陈公博是当时中共广东党组织重要成员
，

身临其境
，

他的回忆应当比较可信
。

但
“
联谊

社
”
为何物�张国煮 《我的回忆》 有这样的叙述

�

早在 ����年
，

孙中山于
“
二次革命

”

失败后
，

即在日本横滨领导一部分中国海员成立了
“
侨海联谊社

” ，
����年又成立

“
海员

公益社
” ，

此后
，

为推动国民革命
，

孙中山将总社移设香港
，

更名为
“
海员慈善社

” 。 “
中

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
”
正是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

它的名称是由孙中山所亲命
，

工会

牌匾也是孙中山亲手题写⑤ 。

而据 《孙中山年谱》 月而己
，

那时的
“
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

会
”
已经在国民党广东军政府内政部注册登记

。
����年 �月邓 月

“
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

会
”
成立典礼

，

孙中山还亲自派代表赴港参加⑥
。

其次
，

罢工的主要领导者是国民党人
，

国民党在罢工工人中影响颇深
。

香港海员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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罢工中最著名的中坚领导人为苏兆征
、

林伟民
。

应当指出
，

目前史学界仍有人认为他们

当时即是中共党员⑦ ，

这是严重失实的
。

事实上
，

林伟民
、

苏兆征是分别于 ����年和 ����

年加入共产党⑧
，

当时
，

二人均为国民党人
。

而且
，

他们与孙中山同为广东香山县人
，

私

交甚笃
，

早在辛亥革命前就追随孙中山参加了推翻清朝的革命活动
。

尤其苏兆征
，

是 ����

年加入同盟会的国民党元老
，

孙中山建立海员联谊社
、

海员公益社均以此人为骨干分子

⑨
。

而在香港海员大罢工中
，

苏兆征为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代理会长兼总务处主任⑩ ，

林伟民则为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急会的第一任干事兼与港英当局谈判的首席代表⑩
。

他们

在整个罢工运动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

对罢工的发动
、

发展
、

直至胜利
，

做出了重大

贡献
。

国民党在普通罢工工人中的影响亦非同小可
。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曾目睹了这次罢

工
，

据他 ����年发表于 《共产国际 》 的论文所述
，

罢工期间
，

国民党的领袖每天都与罢

工者取得联系
，
他们以各种方式支持海员斗争

， “
在海员中进行的宣传非常成功

，
以致广

州
、

香港及汕头的罢工者全部要求加入国民党
。 ” ⑩同年 �月

，
马林在向共产国际执委会

提交的正式报告中
，

则进一步肯定
�

广州
、

香港
、

汕头三地已经有一万二千名海员加入

国民党
。

他自称和那里的国民党领袖天天接触
，

认为
“
整个罢工都由这个政治组织 �指

国民党�的领袖们所领导
。

罢工工人参加了党的民族主义的示威游行
，

全部财政资助都

来自国民党
。 ” ⑩

据各方面的资料记载
，

直到罢工前夕
，

中共未曾在海员中建立任何组织⑩
。

在香港

其他行业中
，

也是以国民党为主⑩
。

扮

二 在中共推动下

香港海员大罢工轰动全国

香港海员大罢工爆发
，

中共并不因其受国民党领导而存门户之见
，
而是义无反顾地

给予热情支持
。

那时国民党在广东颇有声威
，

但它所领导的职工运动多带有行会色彩
， 、

会与会之间

极少联系
，

更谈不上与外地沟通⑩ 。

这就必然地限制了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

不易获得全

社会的同情和支持
。

与国民党相比
，

中共在广东力量虽微不足道
，

但就整个社会而言
，

它在劳工界的影

响却远非国民党所能及
。

中共
“
一大

”
以后

，

便在上海建立了领导全国工人运动的总机

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
。

该组织上与赤色职工国际相联系
，

下设分部于北京
、

济南
、

汉 口
、

长沙
、

广州等地
，

分部又与各地工会发生联系
，

涉及铁路
、

航运
、

矿山
、

冶炼
、

土

木建筑
、

邮政市政等各个方面
。

仅就铁路而言
，

就分别于京汉
、

京绥
、

正太
、

津浦
、

道

清
、

粤汉
、

京奉各路段建立了工会组织�、 为提高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
，

加强各地联系
，

中共还有针对性的创办了一批工人夜校和工人刊物
。

从香港海员大罢工前夕来看
，

中共

己领导了几次大规模工人运动
，

计有 ����年 �月和 �� 月的上海英
、

美烟厂工人两次罢

工⑩ ，

�� 月粤汉铁路工人大罢工
，
�� 月陇海铁路工人大罢工

，

�� 月汉口人力车工人大罢

工⑩ 。

而其中陇海铁路罢工涉及郑
、

�

诈
、

洛
，

远及徐州
，

声势浩大
，
对香港海员罢工的

发生有重大影响⑩
。

香港海员大罢工爆发后
，

中共是全国各党派中率先发起支持的政治力量
。

中共中央

领导下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及时向各地工会分发了援助香港海员的通知
。

党的刊物
，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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竿

上海的 《劳动周刊》
、

北京的 ��工人周刊��� 广东的 《群报》 等等
，

也分别发表了大量声

援香港海员的文章�
。

党中央机关在经费十分拮据的情况下
，

印制了�千份传单
，

广东

党组织也印制了 �千份传单
，

在社会上广为散发⑩
。

正是在中共的全力推动下
，

一时各

地
“
香港海员罢工后援会

”
纷纷成立

，

援助香港海员的通电
、

宣言
、

文告遍及全国
， �

整

个社会出现了援助香港海员的热潮
。 · ‘ �

’

在北方
，

铁路工人尤为突出
。

由于中共活动的深入
，

京奉
、

京汉
、

京绥
、

陇海
、

正

太等路段均成立了
“
香港海员罢工后援会

” ⑩
。

他们郑重宣言
� “
虽远在北方

，

服务铁路
，

也要尽一切力量援助香港海员过�四目的
� ·

…向外国资本家宣战” ⑧ 。

他们不仅从道义上

声援
，

并积极募捐
，

给香港海员以经济援助
。

月晾长辛店工人甚至在火车头上竖起
“
援

助香港海员
”
的大旗

，

往返募捐于京汉全线
。

沿途工人纷纷效法
，

在社会上引起巨大轰

动⑩ ‘
在华东

，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负责人也亲自出面
，

发动上海人民援助香港海员
，

并

一再致电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
，

鼓励他们
，

“
坚持到底

，

勿擅让步
。 ”
同时

，

还派代表专

程前往香港
、

广州
，

将上海各界人民的捐赠直接送达罢工海员⑩
。

在南方
，

中国劳动组

合书记部广州分部直接投入了香港海员大罢工的接待工作
，

尽可能地解决罢工海员的食

宿问题
，

给他们以经济援助
。

广东党组织下属的全部党团员均走上街头进行宣传
、

讲演
。

著名共产党人谭平山在广东党组织机关刊物 《群报》 发表了 《港政府枪毙华工 》 一文
，

大

声疾呼工人杀开血路
，

死地求生
，

与资本家进行殊死斗争
。

并鼓动国民党广东政府
“
以

光明磊落的态度
，

发表堂堂正正的主张
” ，

象苏维埃俄罗斯那样支持工人⑩
。

尤其当罢工

海员的要求遭到港英当局拒绝后
，

中共充分发挥其宣传优势
，

在香港各行各业鼓动同情
、

援助
。
����年 �月出现的香港总同盟同情罢工

，

正是中共推动的结果⑩
。

那场罢工斗争

规模之大
，

范围之广
，

在香港史无前例
。

邮局
、

银行
、

酒店
、

茶居
、

街市一律停业
， “
连

住家的使役
、 ‘

女仆
、

厨司
、

轿夫凡园丁以及水底电线工人
，

山顶电车夫
、

报馆
、

印刷局
、

轮渡夫役
、

饼干店伙友
、

面包工人
、

公事房使唤人
、

牛奶房工人都加入罢工
。

弄得财主

佬家里
，

饭没有人烧
，

火炉没有人发
，

小孩啼哭没有人理
，

全市关门闭户
，

秩序大乱
。 ”⑩

三
‘

广东政府成为香港海员

大罢工的重要依托

丫
在整个香港海员大罢工中

，

国民党广东政府的依托作用不容忽视
。

首先
， ‘

罢工的指挥机构设在广州
，

广东政府为它提供了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
，

这对

于指导整个罢工运动正常发展非常重要
。

香港海员大罢工发生以后
，

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承受着极重的压力
。

那时的香港
，

海上运转业在远东已是首屈一指
。

海员罢工
，

不仅对香港
，

甚至对整个世界都造成了强

烈震动
。

据 ����年 �月中旬统计
，

仅外国船只
，

因罢工而被迫停泊于香港的就有���艘
。

其中英国 �� 艘
、

日本 �� 艘
、

荷兰� 艘
、

美国 �艘
、

挪威 �艘
、

法国 于艘
，

此夕随有丹
麦

、

葡萄牙
、

遥罗等国的船只⑩
。

正因为这样
，

罢工风波乍起
，

各国资本家均对海员工

会怀着极端仇恨
，

无不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

他们一方面挑动部分市民围攻中华海员工业

联合总会
，

一方面以大炮
、

机关枪对着总会机关
，

强行摘走总会牌匾
，

逮捕罢工领袖
。

同

时又在香港全市宣布戒严令
，

将中国各口岸所有英国军舰调集香港
，
以全部海

、

陆军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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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察街道
。

遇工人队伍便枪郝区散
，

甚至禁止饭店为聚集在一起的工人们煮饭�
。

在此

情况下
，

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是无法正常工作的
，

罢工工人们也纷纷离港回省
。

因此 ，

在广州成立罢工指挥部非常重要
。

据文献记载
，

当时的香港海员罢工指挥部就设在孙中山总统府附近
。

下设总务科
、

财

政科
、

粮食管理处
、

纠察队
、

宣传队
、

慰问队
、

骑车队
、

招待处等
，

甚至还有��十所宿

舍和专门的食堂
。

办事很有条理
，

颇能照顾全局�
。

显然
，

机构这样健全的罢工指挥部
，

�

不仅在中国
，

即使在国际工人运动史上也属罕见
。

如果没有广东政府的支持
，

显然是不

可能的
。

由于将罢工指挥部设在广州
，

大批罢工工人回到广州
，

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

才得以运用封锁香港的
“
饥饿政策

”
对付港英当局

。

香港孤悬海外
，

粮
、

菜一向靠内地

供应
。

海员罢工
，

海运停顿
，

港英当局曾派军舰到广州采买
，

但在罢工指挥部的封锁下
，

竟使一粒米
、

一茎菜不得渡港⑩
。

其次
，

广州政府曾给罢工以重要的经济援助
。

香港海员大罢工历时�� 夭
，

最初人不

过数千
，

后来高达 �口万
。

筹办这么大规模的罢工
，

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在经济上断难

胜任
。

固有的资金储备
，

甚至不够支付工人们离港回省的车费� 国内夕阴款
，

大多被港

英当局扣压
。

工人罢工
，

工资全无
，

时值隆冬
，

饥寒交迫
。

正是在此情况下
，

国民党广

东政府的财政资助起了雪中送炭的作用
。

当时
，

广东政府每日向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

拨款数千元
，

前后共�� 万元
。

正是赖此源源不断的接济
，

罢工才得以旷日持久地坚持下

来
。

据 《中国职工运动简史》 那己
，

罢工期间
，

工人们尚可维持一日两餐
，

每餐一角的

基本生活水准
。

工会最初还能给每人发一件棉衣
。

外省在港海员特受优待
，

甚至还可住

小旅馆
，

有棉被
。

每天还配给 �分钱的烟钱⑧
�

如果没有固定的经济援助
，

工人们连最

基本的生活资料也不具备
，

罢工的胜利是很难想象的
。

其三
，

广东政府正式发表声明支持海员罢工
。

据谭平山所述
，

港英当局制造沙田惨

案镇压海员大罢工工人
，

广东政府挺身而出
，

发表了抗议书⑩ 。

旧中国政治黑暗
，
国家

刑律赫然载有罢工治罪之条文
，

一个资产阶级领导下的地方政权
，

面对帝国主义淫威
，

竟

如此不畏强暴
，

公开站出来为工人撑腰
，

的确难能可贵
。

正因为这样
，

工人们对广东政

府也给予信任
。

例如
，
�月 �日

，

海员工会通过决议案
，

决定成立由劳
、

资双方代表组成

的
�

“
公断处

”
全权讨论解决罢工问题

。

决议案明确指出
� “
公断处设在广州……由下列人

员组织之
�

一
、

广东政府代表
，

二
、

英国总领事代表
，

三
、

西船主代表
，
四

、

华船主代

表
，

五
、

海员代表……公断处人数由广东政府与香港政府商议后决定
。 ” ⑩而事实证明，

广东政府不负厚望
。

在此之后
，

它堂堂正正地派出代表和工人们一起与港英当局进行了

多次谈判
。

直到港英当局签字答应条件而后已�
。

扮

甲

四 中共击败港英当局招工阴谋

海员大罢工发生后
，

香港百业俱废
，

全面恐慌
。

港英当局为破坏罢工、 先是调停
，

继

而镇压
，

种种企图失败后
，

使出了招募新工的伎俩
。

�月底
，

香港宝泰公司 �英国买办控

制的职业介绍组织�发出急电
，

指使它在上海
、

宁波等地的代理人招募新工
，

速运香港⑩
。

旧中国经济困顿萎缩
，

加之长期的帝国主义经济侵略
，

造成了大批手工业和民族工

业凋敝
。

致使东南沿海沉淀着庞大的劳动后备军
，

仅香港一地经常失业的海员就有一
、

二

一 ��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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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之多⑩
，

这种状况为资本家招募新工提供了条件
。

在早期的劳
、

资斗争中
，

资本家以

此手段对付罢工
，

无异釜底抽薪
。

例如
，
���砚年

，

浙江一带海员为提高工资而罢工
，

资

本家就曾雇广东海员代替其工作
，

从而使浙江海员由罢工而失业
，

工资未能增加
，
又陷

无业之苦
。

并由此造成了浙
、

粤海员间的长期不睦⑩
。

香港资本家故伎重演
，

在海员心理上造成强大压力
。

事实上
，

数天之内
，

他们已经

在上海招募了 �千多名新工
，

准备开往香港�
。

因此
，

能否击败港英当局招工阴谋
，

成

为香港海员大罢工成败的关键
。

一
但是

，

当时的香港海员工会与浙系海员素无联系
，

而国民党在劳工界的影响也仅限

广东一隅
。

情势紧急
，

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寄希望于中共
，
主动向上海中国劳动组合

书记部发出告急电
，

请求援助�
。

劳动组合书记部则责无旁资地指令各地机构、 组织上

海
、

宁波‘ 带的失业海员拒绝招聘
，

从而在这场斗争中起了力挽狂澜的作用
。

上海是中共中央所在地
。 、

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
，

援助香港海员大罢工的群众运动盛

况空前
。

在这场斗争中
，

党中央印发了大量传单
，

党的刊物发表了大量文章
，

党的活动

家纷纷走上街头募捐
、

讲演
�

据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 《警务处日报》 月林己
，

从 �月�� 日

开始
，

租界内各水手介绍机构就频频收到书面警告
，

其中措词严厉
，
晓以利害

，

告诫不

许破坏香港海员罢工
。

甚至有
“
违者以葬身南海对付

”
等语⑩ 。

使大小土头不寒而栗
，

视

招工赴港为危途
。

据 《民国日报》 报道
，
�月�� 日

，

中共著名工人运动活动家
、
中国劳

动组合书记部负责人李启汉在上海发起成立
“
香港海员罢工后援会

” 。

由于中共在劳工界

的广泛影响
，

参加该会的有
‘

压界协进会
，

上海南市均安水手公所
，

上海众盈南社
，

众
盈总社

，

黄胜和水手馆
，

林广
、
同庆

、

陈秉记等处
。 ”

画这些均为浙系海员中强有力的组

织
。

共产党人李启汉当选为该会主席
。

正是在他的领导卞
，
上述各地海员组织采取联合

行动
，

一致抵制港英当局在上海
、

宁波‘ 带的招工活动
�

并对海员受雇情况进行了普遍

调查
，

在普查的基础上列出名单
，

制成表格
，

逐个进行劝阻工作
。

李启汉并身先士卒
，

亲

赴码头发表演说
，
呼吁工人团结斗争

，

使上千名受雇于港英当局
，
整装待发的新工顷刻

瓦解
。

只有极少数前往香港
。

李启汉等共产党人又专程前往香港进一步劝阻
，
同时向香

港海员转达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和上海各界人民对香港海员的同情和支持
，

解除他们的

顾虑
，
鼓励斗争到底

。

正是在这场斗争中
，

李启汉等共产党人被捕入狱
。

罪名是
“
组织

香港海员罢工后援会的活动
” ⑩

。

由于中共卓有成效的活动
，

使上海
、

宁波一带海员空前团结
，

工贼不敢妄动
。

港英

当局破坏罢工的最后希望破灾了
。

五 以香港海员大罢工为转机国共两党主动寻求合作

综上所述
，

应该得出结论
�

香港海员大罢工是在国共两党共同努力的基础上而取得

胜利的
，
����年初

，

国共合作已经局部开始了
。

只是这时的合作
，

并不是发自两党的主

观愿望
，

而是一种无意识的
“
殊途同归

” 。

出现这一现象并非偶然
，
只要留心两党的纲领

，

就不难发现
，

二十年代初的国共两

党在政治上是颇具共识的
。

中共
“
一大

”
纲领主张社会主义革命

，

并以工人运动为中心

任务� 而国民党三民主义之民生主义亦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色彩
，

并同情工人运动
。

因

此
，

尽管那时两党在主观上没有进行过任何协商和制定有关国共合作的文件
，

但一经触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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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实际斗争
，

双方各自根据本党纲领采取行动
，

便不可避免地
“
殊途同归

” 。

并且在客观

上
，

两党各尽所长
，

彼此呼应
，

配合得相当默契
。

这次配合
，

在国共两党关系史上具有

划日袱意义
。

从终
，

两党开始走上主动寻求合作的道路
。

从文献资料看
，

香港海员大罢工之前
，
中为寸孙中山国民党是持不合作态度的

。 “
一

大
”
决议对现有政党的态度是

� “
始终站在完全独立的立场上

，
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

，

不同其它党派建立任何关系
� ” ⑩而 “

州大
”
纲领则将

“
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

” 一

作为首

要任务⑩ 。

显然
，

在此前提下
，

中共与孙中
�

山国民党不仅没有合作的余地
，

国民党领导

的广东政府甚至还成了中共
“
推翻

”
的对象

。

至于国民党对中共的态度
，

也无从谈合作
。

尽管孙中山运筹革命
，

胸怀颇大
，

不乏 ，联合
”
谋略

。 �

但稍加留心便知
，

他的
“
联合

” ，

只用于具有武装力量的军阀和会党
，

对于一般纯政治力量
，

他只许加入国民党
，

决无联

合可言
。 ‘

当时中共刚刚建立
，

人不过百余
，

枪没有一支
，

且无合法地位
，

而孙中山自视

为中国革命的唯一领袖⑩
，

以他为代表的国民党人
，

以大党自居
，
根本看不起中共

，

甚

至不承认中国有共产党存在⑩
。

但是
，

经过香港海员大罢工的实际合作之后
，

国共两党却以惊人的速度联手并进了
。

����年 �月
，

香港海员大罢工胜利
。

同月
，

中共开始酝酿与国民党建立
“
联合战线

”
的

问题�
。
�月

，

中共为召开全国劳动大会而于广州举行党的会议
。

会议认为
，

统一全国工

运
，

不能不联合在广东工运中具有深刻影响的国民党
，

从而初步决定了同国民党联合的

策略�
。

而与此同时
，

孙中山他啄寸共产党刮目相看
。

国民党元老张继说
，

香港海员大罢

工以后
，

孙中山经常教育他身边的国民党人
� “
我们很多年革命

，

不曾成功
，

今天看来
，

主要由于没有广大群众
。

共产党是有群众的党
。

我们从惠州起义以来
，

好几次动员人
，

却

寥寥无几
，

可是事实证明
，

共产党在全国的力量比我们大
。 ”
�利又孙中山

，

连后来顽固

反共的张继
，

当时对中共也不无敬畏
，

他甚至担心中共瞧不起国民党⑩ 。 � ‘

����年 �月 �日
，

全国第一次劳动大会召开
。

这次大会是中共发起并领导的
，

但却

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广州市召开�
。

会前
，

中共热情地向国民党发出邀请
，

而国民党也欣

然派代表参加
。

参加这次大会的成份极其复杂
，

有国共双方的代表
、

社会主义青年团的

代表
、

无政府主义的代表
、

各地区
、

各行业工会团体的代表等等
。

但在众多党派团体的

��� 多名代表中
，

中共推举的主席团名单
，

却只有国共两党的代表⑩
。

大会自始至终都在

共产党主持下进行
，

而国民党却始终如一配合到底
。

中共领导人还曾邀请孙中山往会讲

演
，

孙中山虽未到会
，

但却由衷地祝贺大会成功
，

并希望切实执行大会通过的决议⑩
。

而

这些决议大都是由共产党人拟定的
。

这一切说明
，

以香港海员大罢工为契机
，
国共两党

各自克服了传统的偏见与保守
，
已经逆倒了彼此间的理解和信任

。

并且
，
已经在事实上

走入
“
联合战线

”
的轨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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