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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海员总工会的变迁
The History of the National Chinese Seamen’s Union

周　正  Zhou Zheng

武进路 247 号大楼，位于上海市虹口区乍浦路武进路转角处，在乍浦路成片

的历史建筑群中显得十分不起眼。笔者对该建筑进行了研究，牵出了一段曾经活

跃于中国大陆仅三年不足的一家全国性总工会的历史，这就是中华海员总工会。

本文将阐述该工会的历史变迁，并弥补了武进路 247 号大楼历史的空白，以供 

参考。

Building No.247， Wujin Road， is located at the corner of Wujin Road and Zhapu 

Road， Hongkou District， Shanghai.  It  is very inconspicuous among the historical 

buildings clustered on Zhapu Road. The author conducted a research on the building， 

and led to a history of a national trade union that had been active in China mainland for 

less than three years. It was called the National Chinese Seamen’s Union. This essay 

will explain the historical changes of the union， and make up for the blank in the history 

of the Building No.247， Wujin Road， for future reference.

中华海员总工会 a，其前身最早可追溯至 1921 年成立的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

会。四一二政变后，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被国民党控制，工会随即变质，成了

国民党控制下的“提线木偶”。此后在国民党的操控下，“中华海员总工会”在

1946 年 10 月成立于上海，1949 年随国民党政权的败退而迁往台 湾。

a �本文所介绍的“中华海员总工会”，系 1946 年 10 月在上海成立的全国性海员工会，在《中国第二历史档
案馆简明指南》《上海沿海运输志》等文献中有记载。另据《民国会社党派大辞典》记载，有一个于 1925
年成立的与之同名的工会，该工会与本文内容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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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会前身的成立及其在上海的发展

1920 年，在孙中山的支持下，海员陈炳生

等在香港筹备建立海员工会。1921 年 4 月 6 日，

海员工会正式成立，并经孙中山取名为“中华海

员 工 业 联 合 总 会 ”。1922 年 1 月， 该 工 会 领 导

了香港海员工人大罢工。香港海员罢工得到上海

海员的响应和支援。上海海员团体均安会、焱盈

社等联合组织香港海员罢工后援会。同年林伟民

受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委派，来上海帮助组织

上海的海员工会。经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员和

林伟民等多方进行思想准备和组织工作，是年 7

月 2 日，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上海支部（简称

“海联”）正式挂牌，开始公开活动。同年 8 月

27 日召开成立大会，选举林伟民为主任，钟筱

明为副主任。会址设在百老汇路（今大名路）208 号。成立时会员有 2700 余人，

后发展至 2 万余人。成立大会召开后，该工会积极发展会员，并展开合法斗争。

该工会的成立推动了上海海员工人运动的发 展。

1925 年五卅运动爆发时，全市罢工达到高潮，一批流氓打手受招商局总办

傅筱庵指使闯入“海联”，打砸工会办公室。英租界巡捕乘机借口工人内讧，搜

走工会会员名册，查封“海联”会所，并逮捕在场的工会成员。“海联”因而迁

入民国路（今人民路）福佑里办公，并于当年 6 月 7 日召开紧急会议部署罢工，

次日英日两国在沪轮船的华籍海员在“海联”的号召下全部罢 工。

同年，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上海支部经过改组，成立了上海海员产业总工

会（简称“产总”）。12 月 1 日，根据中共上海区委决定，上海建立 6 个产业总

工会，由“海联”改组成立的上海海员产业总工会为其中之一。1926 年初由周

中华海员总工会在中国大陆活动期间
签发的会员证



152

都 会 遗 踪  第 35 辑

福担任上海海员产业总工会主任，后由陈铁梅（陈企荫）、梁润庵、陈春林、励

金富相继担任主任。是年，上海海员产业总工会派出代表 14 人，参加 1 月 5—9

日在广州召开的中国海员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选出执行委员 15 人，建立

中华全国海员总工会，上海海员代表朱宝庭、励金富、陆月棠、周福等被选为执

行委员，林伟民被选为宣传部主任。“海联”在各地设立分会，上海“产总”为

其分会之 一。

1927 年发生四一二政变后，上海海员产业总工会的办公场所和物资财产被

国民党查封，原工会组织成员被迫转入地下斗 争。

二、工会的变质改组与中华海员总工会的成立

1927 年四一二政变后，国民党控制了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次年 1 月该

会总部从广州迁来上海，同年 8 月，国民党中央通过《上海工会整理委员会组织

条例》，该会改组整理委员会，并强迫海员登记，但遭遇众多海员的抵制，此后

被迫参加登记的海员约有 2.15 万人，而上海总共有近 16 万名海 员。

至 1933 年，国民党当局修订《中华海员工会组织规则》，宣布将原中华海员

工业联合总会改组为“中华海员工会”。规定以机器运转在水上航行船舶的海员

可以入会，但轮船上的船长，大、二、三副，轮机长，大、二、三管轮，无线电

员，医师，以及其他业务人员均不得入会。同年 6 月，国民党委派杨虎等 9 人为

筹备委员，成立中华海员工会筹备委员会，并指定杨虎、张剑白、林荫生 3 人为

常务委员。会址设老西门翁家支弄 33 号。不久筹委会内部发生矛盾，国民党遂

将筹委会制度由常务委员制改为主任委员制，并任命杨虎为主任委员。1935 年 8

月国民党中央又将中华海员工会筹备委员会撤销，改为特派员制，任命杨虎为特

派员，集事权于一 身。

杨虎（1885—1966），字啸天，安徽宁国人，国民党员。1927 年 3 月担任

上海警备司令，协助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杀害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南

京国民政府建立后，任国民政府参军处长、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等。1933 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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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任中华海员工会筹备委员会委员，至 1935 年 8 月改任海员工会特派员，1936

年 3 月任淞沪警备司令。全面抗战爆发前夕，受命组织海员特别党部并担任主任

职务。1937 年，率上海市警察和保安部队参加八一三抗 战。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该会随战事发展，数次搬迁。1937 年 12 月 1 日，该

会从上海撤至汉口；至 1938 年 12 月 5 日，因武汉会战失利，汉口沦陷，该会

迁回香港；到 1942 年 4 月，香港为日军所占，该会又迁往重庆。在重庆有稳定

的办公地点后，1942 年 12 月 1 日，该会又一次开始进行会员会籍总清查，再次

强制海员入 会。

抗战胜利后，1946 年 12 月 5—10 日，第一届全国海员工会代表大会在上

海举行，宣布成立中华海员总工会，并选举杨虎为理事长。1947 年，国民党当

局又重新修订海员工会章程，工会名称“中华海员总工会”得到正式确定，并规

定轮船海员均应入会。工会在

上 海、 镇 江、 芜 湖、 汉 口 等 沿

江沿海城市及国外的加尔各答、

孟买、纽约、伦敦等港口城市

设 有 分 会， 另 有 起 卸、 领 江、

引水等 7 个直属支部，共计 39

个单位。海员总工会在上海办

有海员子弟学校、实习学校及

福利社。中华海员总工会总会

设在武进路 247 号，上海分会

设 在 民 国 路（今 人 民 路 ）195

号，下属上海区内河办事处设

在 武 昌 路 339 弄 12 号。1948

年 8 月 起， 要 求 所 有 会 员 缴 纳

规定的会费，由其服务之公司

于每月发给。这一时期，杨虎 武进路 247 号中华海员总工会总会大楼旧址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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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居数职，1946 年 7 月任陆军中将，11 月当选为制宪国民大会代表，同年 12

月又当选为中华海员总工会理事长，并担任国民党中华海员特别党部（国民党中

华航业海员特别党部）主任委员，1948 年 2 月担任国民政府监察院监察委 员。

1949 年上海解放，该会迁往台湾。上海地区另组织上海海员工会以替代中

华海员总工会上海分会，该会于 1950 年 5 月改组为中国海员工会华东区委员 会。

这一时期的杨虎，先是在上海解放前夕与中共地下组织建立联系，协助掩

护、营救民主人士张澜、罗隆基等人，并拒绝蒋介石要求他前往台湾的命令，留

在了上海。1949 年，杨虎赴北京参加新中国的开国大典，此后定居北京。1953

年后，因对国家给予的优待条件不满意，杨虎又与台湾国民党特务机关暗通款

曲，策应蒋介石反攻大陆的计划。1957 年 7 月，杨虎暗通台湾国民党特务的事

情败露，旋即在北京被捕。1958 年，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根据杨虎的犯罪事实

及其态度表现，判处杨虎死刑，缓期两年执行。鉴于杨虎年事已高且有病在身，

法院准予杨虎保外就医。1966 年 3 月，杨虎病逝于北京复兴医院，终年 79 岁。

三、国民党中华海员特别党部

国民党中华海员特别党部，是国民党中央在海员工会内设立的特别党部，用

以在海员工会内部发展海员党 员。

1927 年 3 月，国民革命军进入上海后，国民党中央派杨虎筹备海员特别党

部，党部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成立，由杨虎任党部主任，抗战爆发后随工会迁

离上海。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华海员总工会总会与国民党中华海员特别党部入驻

武进路 247 号大 楼。

1947 年 6 月，为适应海员遍布面广的特点，党部下设华南、华北 2 个支部，

分别管辖交通部广州和天津两大航政局所辖区域。同年 8 月，国民党中华海员

特别党部改名为“国民党中华航业海员特别党部”，将所有航业机关全部纳入党

部工作范围，由杨虎担任主任委员，党部下设设计、工运、海事等委员会；在上

海、南京、芜湖、九江、汉口、重庆、宜宾、青岛、天津、大连、厦门、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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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海防、新加坡、印度加尔各答等海内外城市设区党部。1949 年上海解放

后，该党部随中华海员总工会一并迁往台 湾。

四、中华海员总工会在上海的遗存建筑

中华海员总工会上海分会、上海区内河办事处等处，如今皆已不存，仅存中

华海员总工会总会与国民党中华海员特别党部所在的武进路 247 号大楼旧 址。

武进路 247 号，原属乍浦路 471 号，即日本西本愿寺上海别院，是净土真

宗本愿寺派寺庙，始创于 1906 年秋，创始人为净土真宗本愿寺派第 22 代法主

大谷光瑞。别院初名“西本愿寺上海出张所”，最初借用乍浦路 123 号民宅进行

宗教活动，1908 年 5 月 18 日，出张所迁至文监师路（今塘沽路）114 号开张，

至 1931 年 5 月 20 日搬入乍浦路 471 号新舍，1932 年升格为“别院”。乍浦路

471 号西本愿寺上海别院新舍分为大堂、会馆两部分，大堂在南侧，会馆在北

侧，两者皆由建筑家冈野重久设计，并由日本岛津礼作工程所承建，1931 年建

成使用。西本愿寺大堂仿造日本东京筑地本愿寺，为印度阿旃陀式寺庙建筑，大

西本愿寺上海别院大堂与改造前的会馆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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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正立面下侧有 21 个圆形装饰，有菩提树、法轮、宝莲、宝塔、狮子、人面等

图案，立面中部两侧有佛像，中间为 7 匹大象浮雕，大象浮雕上方有一排小鸟浮

雕，立面正上方有半圆形采光窗，窗户周边有莲花瓣等花纹，1945 年春，在大

堂后侧又建起一座印度风格佛塔，高 36.6 米，共 9 层；西本愿寺会馆位于大堂

北侧，乍浦路武进路路口，西洋式钢筋混凝土建筑，原有四层，贴砖立面，底楼

开三扇门，正门正对乍浦路武进路路口，门框带有装饰派艺术（Art Deco）风

格装饰，在乍浦路和武进路侧各开有两扇边门，建筑中央有三角形通风井贯穿全

楼，会馆用于各类外宾接待活动和僧侣住 宿。

抗战胜利后，西本愿寺上海别院作为敌产被国民政府接收。大堂与会馆被剥

离，会馆的门牌号即武进路 247 号，两者分别另作他用。大堂被改建为上海和平

博物馆，大堂后的佛塔被拆除，会馆大楼则分给中华海员总工会作为总会大楼，

该工会与国民党中华海员特别党部一同入驻于该大楼办公，工会总会对外公开的

地址门牌则仍与上海和平博物馆共用乍浦路 471 号门牌。上海解放后，这里人去

楼空，由人民政府接收，此后改建为居民楼，分配给居民居住。20 世纪 80 年代

后，该楼又经历大修，加建了两层楼，立面原先的贴面墙砖被舍弃，改用米色矩

形瓷砖贴面，目前该建筑底层正门处用作商铺，乍浦路侧边门处安装了配电箱，

其余楼层作为居民住宅，居民从武进路侧的边门出入。虽然建筑主体结构完好，

但经多次改建，外立面面目全非，建筑内部空间分隔凌乱，已不复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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