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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香港组织的建立

1920年12月17日，陈独秀离沪赴粤。船经香港时，

陈独秀会见了香港青年李义宝、林昌炽和张仁道，鼓励

他们成立研究小组，深入钻研马克思主义。李义宝、林

昌炽、张仁道后来成为香港青年团、共产党组织的发起

人。共产主义小组的组建，标志着中共在香港历史的伟

大开端。

1920年，香港工人罢工。同年，香港新成立的工会

就达46个。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

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主要议题是讨论共产党员加入国

民党的问题。1923年9月中旬，阮啸仙来到香港，向香港

团员传达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

情况，推动和指导了香港地委的建立。他还参加了香港

团组织举办的演讲会，发动青年团员和进步青年踊跃加

入国民党。

鸦片战争之后， 清政府被迫将香港岛割让给英国。 五四运动之后， 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 当时， 港英当

局统治下的香港十分黑暗， 于是， 香港群众中的先进分子开始自觉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 开始了在党的领导下进行

不屈不挠斗争的历史进程。

世纪回眸 SJHM

1925年7月3日 ，
省港罢工委员会成
立， 图为委员会部分
成员合影。 左五为苏
兆征， 左六为邓中夏

中共初创时期在香港的活动
■ 潘 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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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三大还讨论了关于广东党的工作，

对广东地区包括香港、澳门的工人运动作出

了专门部署。其中指出：“广东的联合会须

十分注意香港的现代产业工人。此外，手工

业组织也应当逐渐现代化。必须大力向广

州、澳门和香港的工人宣传民族运动。香港

在现代工业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在那里，

旧的工会必须改组为产业工会。这样，它们

在反对英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中才能

成为强大的力量。”

1924年初，中共中央决定扩大广东地区

革命的活动范围，建立了香港地区党的支部，

并决定将成立的香港党组织，由中共广州地

委“就近指挥”。中共广州地委以冯菊坡为负

责人，主要成员有阮啸仙、刘尔嵩等。

2月10日，阮啸仙到香港视察团的工作。

5月，他又与郭瘦真联名向团中央报告香港

团的工作。1924年秋，党组织派杨殷到香港

与苏兆征、林君蔚等共同工作。杨当时的公

开身份是国民党中央工人部特派员。9月到

10月，英国在上海开办的南洋兄弟公司的工

人举行罢工。中共两广区委会委员长周恩来

决定派杨殷到广州、香港成立“罢工后援

会”，发动民众抵制南洋兄弟公司香烟运动。

中共三大后，“新学生社”分社在香港

成立。在组织、发动香港和沙面罢工时，

“新学生社”成员蓝裕业、周文雍被派到香

港，协助香港青年团组织和“新学生社”分

社，发动学生罢课。当香港工人罢工爆发

时，香港学生已经组成香港学联，宣布罢

课，通电声援上海反帝斗争。省港大罢工

后，大批知识青年走上第一线。其中陈铁

军、高恬波、李耀先、李沛群、陈永年、饶

君强、罗伯强、袁德韵、林丛郁、梁祖诒、

陈志文等先后被派到省港罢工委员会、中华

全国总工会、海员工会、铁路工会工作。

在省港大罢工中，海员党组织发展到最

高峰的时候，党员人数在500人以上。中共

海员支部由张瑞成任书记，由省港罢工党团

领导。

通过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全力支持
香港海员大罢工

1922年1月12日，香港海员大罢工爆发。

中国共产党对香港海员的罢工斗争极为关注

和重视。党的一些进步刊物如《工人周刊》

等，及时报道了有关香港海员罢工的进展情

况，对海员的正义斗争表示深切同情和支

持。中共广东支部在罢工开始后不久，即发

出《敬告罢工海员》的传单，表示全力支持

他们的罢工斗争。党通过中国劳动组合书记

部进行了大量的支援罢工斗争的工作，包括

向罢工海员捐款，及时发动上海工人成立

“香港海员后援会”等。党还派劳动组合书

记部负责人李启汉赴香港慰问罢工的海员。

李启汉与其他代表一起，与港英当局企图招

募新工人以破坏罢工的阴谋进行斗争。

2月1日，港英当局借口香港海员工会犯

“运动他项工人罢工”“危及香港治安与秩

序”“陷本殖民地生命于危险之境”之罪

名，悍然宣布香港海员工会为“非法”团

体，命令武装军警前往德铺道中香港海员工

会办公地方大肆查封，将会所内的物品全部

抢走，又将工会内的工作人员全部驱逐出

去，由警探留下坚守工会；“中华海员工业

联合总会”的招牌也被强行摘了下来，并被

随之抢走。港英当局这一行径更加激起了广

大海员的义愤，香港海员罢工遂从要求增加

工资的经济斗争，发展成为反抗帝国主义压

迫的政治斗争。

在一个多月的斗争实践中，苏兆征和林

伟民等罢工领导人进一步认识到，面对如此

强大和顽固的对手，只有继续联合全港工人

阶级共同行动，造成更大的声势，才能夺取

罢工斗争的胜利。为此，苏兆征、林伟民等

人经过认真讨论研究，决定采取更积极的措

施，再次派遣一批骨干前往香港，与香港各

工会联络，争取他们起来举行同盟罢工，给

予港英当局以致命的打击。香港各工会团体

积极响应海员罢工总办事处的呼吁，正式决

定举行总同盟罢工，以声援香港海员的正义

斗争。香港各工会为此派出代表前往广州，

与苏兆征、林伟民等罢工领导人联络，具体

研究届时举行总同盟罢工的有关事宜，同时

成立了“全港同盟罢工办事处”。

之后几天时间内，香港参加总同盟罢工

的，有邮局、银行、酒店、茶居、街市（菜

场）、造船、电车、水底电线、报馆、印刷、

轮渡、屠宰等行业的工人，还有饼干面包店

和牛奶房的工人、店员杂工等，就连外国人

雇佣的仆人、厨师、园丁等中国洋务工人也

纷纷加入了罢工。

至3月初，香港各界罢工人数迅速增至

10万人以上，罢工浪潮席卷整个香港。随着

交通运输的中断，香港出现生产停顿、商店

关门、日用食品日益匮乏、物价暴涨、市民

大量抢购的现象。这充分显示了香港海员罢

工的威力。

1922年3月4日，港英当局派出大批武装

军警，在离香港6公里的沙田地区向返回广

州的罢工工人扫射，当场打死4人，打伤几

百人，后因伤势过重又死去2人，造成震惊

中外的沙田惨案。香港罢工工人虽然遭到港

英当局的血腥镇压，但并不屈服。英帝国主

义的暴行，激起广大工人和各阶层群众的强

烈义愤，总同盟罢工继续扩大。

这时的港英当局已走投无路，不得不答

应以海员之前提出的9项条件为基础，举行

谈判。双方经过反复、认真讨论达成协议，

3月5日由各方代表签字。林伟民、翟汉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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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人代表罢工海员在协议上签名。

3月6日，港英当局发表特别公报，宣布

取消香港海员工会为不法会社的命令，同时

取消香港居民离港的禁令等，并定于同日下

午将“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的招牌送

回。当港英当局的代表把海员工会的招牌重

新挂起时，10余万工人把街道围得水泄不

通，“工人万岁”的欢呼声震动整个香港。

这样，从1922年1月12日起到3月8日止，

历时56天的香港海员大罢工，最终以取得重

大胜利而宣告结束。

领导省港大罢工

对香港方面组织发动罢工工作加强领导

1925年5月30日，震惊中外的“五卅”惨

案发生。6月上旬，邓中夏在中共广东区委会

议上正式提出了发动省港罢工的问题，并深

入分析了发动罢工的意义和可能性等问题。

省港大罢工爆发前夕，中国共产党在香

港工人中的力量还比较薄弱，只有党员10余

名和共青团员三四十名，分别成立了党支部

（书记黄平） 和团香港地委 （下辖3个团支

部）。他们在香港工人中影响不大，平日与

工人接触也比较少。而且在港英当局殖民主

义统治的恶劣环境中，党团都处于“非法”

的秘密状态，因此给发动组织群众增加了不

少困难。香港地区的工会，没有一个统一的

组织领导。140多个工会团体分别属于香港

工团总会派、华工总会派和无所属派等三个

大系统。除少数是产业工会或职业工会外，

其余大部分都是行业工会或手工业工会。其

中大部分工会又都操纵在一些资本家、封建

把头或黄色工会头目手中。

在此情况下，邓中夏委派黄平返回广

州，向中共广东区委详细汇报罢工宣传发动

进展情况，并通过中共广东区委向中共中央

广州临时委员会 （简称“中央广州临委”）

请示下一步的行动方针。经中央广州临委与

广东区委认真考虑后，毅然决定罢工。为了

对香港方面组织发动罢工工作加强领导，中

央广州临委“指定黄平、邓中夏、杨殷、苏

兆征、杨匏安五人组织党团，为指挥机关”。

在此期间，苏兆征、邓中夏等在香港西

环杏花楼召集香港部分工会领袖开会。邓中

夏在会上详细介绍了“五卅”惨案的经过，

揭露了帝国主义侵略和屠杀人民的罪行。

在苏兆征的提议和主持下，与会者热烈

讨论并通过了罢工宣言及对港英当局提出的

条件。条件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拥

护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提出的17条要求；第二

部分是关于香港工人对港英当局提出的政治

自由、法律平等、普通选举、劳动立法、减

少房租及居住自由等6项条件。这些条件由

“各工会联名送给香港政府”。

在发动罢工的过程中，邓中夏、苏兆征

根据过去的斗争实践经验，认识到要在广东

组织发动这场反帝斗争，仅靠自己单枪匹马

是无法成功的，还必须同时得到国民党和广

东政府的合作与支持。为此，当他们在香港

发动罢工的同时，便“决定派两名代表随邓

中夏、黄平返省与革命政府商洽”。

经过几天紧张的准备工作，罢工的时机

日益成熟。这样，在苏兆征等人的带领下，

香港海员于6月19日正式开始了这次反帝罢

工斗争。
将省港罢工委员会置于中华全国总工会

直接领导之下

在香港工人酝酿罢工期间，香港学生在

共青团香港地委的大力发动和在蓝裕业、周

文雍等人的协助下，也积极酝酿罢课。6月

10日，香港学生联合会成立，发表援助沪案

宣言。经过林昌炽、李义宝、彭粤生等人的

积极发动，皇仁学院学生首先举行罢课。

全港工团联合会宣布罢工后，于6月21

日公开发表罢工宣言。香港工人举行罢工

后，在各工会领导人组织和带领下，相继离

开香港，撤回广州。邓中夏等亦离港返粤。

6月23日，广州各界10万余人举行集会

游行，游行队伍行至沙基西桥之际，突遭英

军警开枪射击，震惊中外的沙基惨案发生。

从6月19日起至23日止，香港方面已罢

工者有电车工会、汉字排字公社、车衣工

会、联福工会、理发工会、集贤工会、革履

工会、酒楼工会、洋务工会、内河船工会、

海陆理货工会、茶居工会、腊味工会、油业

工会、脚货管理工会、同德总工会、焕然工

会、牛羊业工会等数万人。

罢工伊始，在酝酿成立省港罢工委员会

过程中，中华全国总工会和中共香港区委明

确指出：一定要将省港罢工委员会置于中华

全国总工会的直接领导之下；罢工委员会的

领导成员应由两方面人员组成，即中华全国

总工会、香港罢工工人和沙面罢工工人方

面，各派出代表若干人组成。罢工委员会一

定要建设成为维护广大罢工工人利益，维护

国家民族尊严，坚决与帝国主义作斗争的战

斗司令部。

7月3日，省港罢工委员会正式成立，全

称为“中华全国总工会省港罢工委员会”，表

明它是中国共产党通过中华全国总工会领导

的反帝政治罢工斗争的革命群众组织。省港

罢工委员会共由13名委员组成，即林伟民、

李森（以上二人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曾子

严、黎福畴、梁德礼、陈瑞楠（以上四人代

表沙面方面罢工工会团体）、苏兆征、何耀

全、麦捷成、陈锦泉、张锡三、李堂、麦扬

波（以上七人代表香港方面罢工工会）。当

天，林伟民以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的身份，

主持了第一次会议，选举罢工委员会委员长

和副委员长，财政委员会委员5人和干事局局

世纪回眸 SJ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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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6月23日， 省港大罢工中的游行
队伍

长、副局长等人。苏兆征当选为罢工委员会

委员长，何耀全、曾子严当选为副委员长，

杨始开任秘书长。罢工委员会决定聘请廖仲

恺、汪精卫、邓中夏、黄平、杨匏安等为顾

问。罢工委员会下面，还设置罢工工人纠察

队、保管拍卖处、会审处、工人医院、宣传

学校、水路调查队、劝捐办事处、筑路委员

会等机构。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为适应

斗争的需要，还及时增设了一些机构。
成立罢工党团，在罢工工人中大力发展

党的组织

为了加强党对罢工斗争的领导，中共广

东区委决定在罢工委员会中成立中国共产党

党团委员会（以下简称罢工党团），作为罢

工斗争的领导核心。开始，“指定冯菊坡、

刘尔嵩、施卜、林伟民、李森、陈延年六人

组织党团，以李森为书记；邓中夏、黄平、

苏兆征等先后由港返省，我们党团亦随之扩

大，每晚开会一次，所有一切进行策略，皆

取决于此”。“凡罢工中一切重大问题，都

先在党团里商议，统一思想后再贯彻执行”，

“罢工委员会成立后，共产党员在委员中虽

然占少数，但还是起了实际领导作用的”。

7月15日，省港罢工工人第一次代表大

会正式举行，出席代表300人。苏兆征主持，

廖仲恺到会祝贺，并作政治报告。罢工工人

代表大会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由各行业

罢工工人按人数比例普选出来。工人代表接

受群众的委托，将群众的意见与要求带到代

表大会；会后则将会议的决议带回去向群众

报告。

省港大罢工爆发后，罢工领导人在筹建

罢工组织机构过程中，及时组建了一支罢工

工人纠察队。7月5日，省港罢工委员会委员

长苏兆征在东园主持召开大会，宣布罢工工

人纠察队正式成立。纠察队成立初期，设第

一、二大队，分别由香港和沙面罢工工人代

表任大队长。值得指出的是，罢工工人纠察

队对外执行封锁任务时做到了立场坚定、勇

敢无畏，对于内部管理也同样做到了组织纪

律严明、雷厉风行。为使广大队员做到遵纪

守法，并有章可循，省港罢工委员会法制局

特制定了《纠察队纪律》共10条，要求干部

和队员都要毫无例外地严格遵守。

随着反帝罢工斗争的不断深入和广东局

势的不断变化发展，省港罢工期间，特别是

罢工转入1926年以后，在中共广东区委和中

华全国总工会的具体领导和帮助下，省港罢

工委员会付出巨大的精力，加强罢工队伍的

建设工作，在罢工工人中大力发展中国共产

党的组织，不断壮大党的队伍。

北伐战争后，鉴于港英当局拒绝与罢工

委员会直接进行谈判，罢工委员会通过广东

国民政府，由广东国民政府出面与港英当局

进行谈判解决罢工问题，但并没有取得任何

直接的结果。

当机立断， 结束罢工

省港大罢工爆发以来，广大罢工工人在

罢工委员会的领导下，在各阶层人民群众的

热烈支援下，与港英当局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他们执行了罢工封锁的政策，特别是执行了

“单独对英”的斗争策略，在政治、经济等方

面都给予港英当局以沉重打击。香港主要工

业如船舶修造、制糖、水泥、卷烟、玻璃及

加工工业等，都无例外地受到了省港大罢工

的打击。航运业和工商业的衰落也直接影响

到银行、股票、地价等方面。

在罢工工人本身，由于长期进行罢工封

锁斗争，疲于奋斗，劳累不堪，生活也十分

困苦。罢工期间，罢工工人在执行封锁任

务，支援广东革命战争以及北伐战争等斗争

中不幸牺牲的，计有800多人。在香港，港

英当局为了应付罢工工人长期坚持罢工封锁

而带来的困难局面，后来陆续从东南亚一带

招募了大批工人迁往香港做工，以维持企业

的日常生产。因此，相对地说，如罢工封锁

再继续坚持下去，对其直接威胁打击已不如

罢工初期那样起作用了。

鉴于上述国内外形势所发生的重要变

化，以及罢工封锁斗争过程中所出现的新动

向，中华全国总工会和中共广东区委经过研

究和考虑，认为罢工封锁斗争已经基本完成

了它的历史使命，中共广东区委与罢工委员

会于是毅然作出了取消封锁香港、结束罢工

的决定。1926年10月10日，广州各阶层群众

30万人联合举行规模盛大的集会，一致拥护

省港罢工委员会关于结束罢工封锁，将反帝

斗争变为经常性的、扩大到全国人民中去的

运动的决定。10月11日，省港罢工委员会向

驻地罢工工人纠察队发出命令，传达罢工工

人代表大会关于“将各海口纠察一律撤回，

暂行停止封锁”的决定，命令“纠察队务必

按时集中收队，撤防回省”。至此，省港大

罢工宣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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