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九二二年上海罢工运动的兴起�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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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上海海员大罢工的胜利
，
工人领袖林伟民

八月
，
上海海员大罢工是打得很出色的一仗

，
领导这次斗争的是工人领袖林伟民

。

当一九二二年一月
，
香港海员发生大罢工时

，
上海海员在劳动组合书记部的领导下

，
组

织了香港海员后援会
，
给予香港海员大罢工以有力的支援

。

但是
，
上海海员未能乘势 而 起

，

同时罢工
，
其主要原因是当时上海海员中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组织

。

上海海员团体五花八门
，
其中主要有两个组织

�
一个叫

“
众盈社

” ，
是火夫的组织

，
有六

千人
，
广东人居多

，
穆生甫为领导人� 另一个叫

“
均安公所

” ，
是水手组织

，
共四千人

，
宁波

人居多
，
钱孝裕为领导人

。

此外还有领港公会
、

炳记社
、

联义社
、

广义和
、

善政公司
、

定海

公所
、

兴业社等二十四个团体
。

且有宁波帮
、

广东帮
、

天津帮
、

汉口帮
、

烟台牛庄帮之分① ，

彼此互不相关
，
甚至对立

。

为了增强海员的团结
，
劳动组合书记部李启汉和董锄平曾经在海

员中开展过 “ 天下工人是一家
”
的团结教育工作② 。

并号召 “ 本埠海员亦组织一中华海 员 工

会
” ⑧ 。

但是
，
最终完成上海海员工会组织工作的是林伟民

。

�

林伟民是我党早期工人运动的领袖
，
一九二四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
是中华全国总工会第

一任委员长
。
一九二七年九月一 日

，
因病逝世

。

他于一�、�、七年农历九月出生在广东省香山

县三灶岛西洋田村一户贫苦农民家庭
，
从小就参加劳动

。

十九岁
，
他离开家乡到香港

，
在一

艘外国轮船上当
“
侍仔

” ，
开始了苦难的海员生涯

。

悲惨的生活现实
，
严酷的民族歧视

，
日渐

激起了林伟民对于帝国主义和外国资本家的仇恨和反抗
。

�

一九二一年三月
，
林伟民和苏兆征

等共同发起组织了
“
中华海员工业联合会

”
�简称香港海员工会�

，
他当选为海员工会第一届千

事
。

一九二二年一月又和苏兆征一起发动香港海员
·

大罢工
，
取得了胜利

。

由中国劳动组合书

记部发起
，
一九二二年五月一 日

，
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

，
林伟民

、

苏兆征等代表

香港海员工会参加了大会
，
向代表们介绍了香港海员罢工的经过及斗争经验④ 。

上海均安水

手公所活动分子朱宝庭和劳动组合书记部干事李启汉等也出席这次会议
。

会上
，
李启汉

、

朱

宝庭与林伟民
、

苏兆征相认识
，
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

。

朱宝庭从香港海员工人的胜利斗争

中受到了鼓舞和启发
，
他代表上海海员邀请香港海员工会派人到上海协助建立统一的海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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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组织
。

会后
，
林伟民受香港海员工会的委派

，
与李启汉

、

朱宝庭一起到上海
，
林伟民即着

手筹建海员工会
。

他与朱宝庭等
，
不断深入到各条轮船中去

，
与海员们促膝谈心

，
以香港海

员团结战斗取得胜利为例
，
讲解建立统一工会组织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

鼓励上海海员要摒弃

门户之见
，
团结一致

，
为着海员工人的共同利益而斗争

。

经过近二个月的深入细致的组织发

动
， “
入会会员已甚踊跃

，
非仅本埠各海员甚为赞成

，
即其余各种团体

，
亦愿予以 赞 助

。 ” ①

一九二二年七月二 日
，
上海海员工人统一的工会组织—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暮会上海支部�简

称上海海员工会�正式成立
，
会员达二千七百人

，
林伟民任会长

。

�

上海海员工会成立后
，
林伟民立即组织发动了上海海员的罢工

。

由于外商轮船在香港海

员罢工时已经增加工资
，
这次斗争的锋芒主要针对招商局

，
兼及其他华人中小轮船公司

。
招

商局是中国官僚资本企业
，
拥有轮船三十艘

，
海员约一千五百人② ，

在航业界居领袖 地 位
，

中小轮船公司往往视招商局的态度行事
。

林伟民运用香港海员罢工斗争经验
，
由海员工会代表全体海员连续发信三封给招商局和

中小轮船公司
。

七月二十三 日
，
发第一封信

，

要求援引香港海员和船东达成的加资协议
，
从一月

一 日起增加工资
。

招商局置之不理
。

二十八 日发第二封信
，
招商局不接受

，
把信拆开后退回

。

八

月三 日又发第三封信
，

除了重申加资要求
，

并向他们发出
“ 否则船工设有意外举动发生

，
敝会实

难负责
” ⑧ 的曹告

。
招商局有恃无恐

，
不予理睬

。

上海海员遂于八月五 日上午八时进行罢工
。

首

先罢工的新江天
、

新康
、

升平
、

角兴等十三艘轮船
，
六百名海员

，
其中招商局有九艘

。 ④ 船员纷纷

登岸
，
到上海海员工会签名

，
表达他们 自愿罢工的决心

。

以后罢工船只陆续增加
，
凡轮船开进

上海港
，
随即加入罢工的行列

。

总计先后停船大小三十七艘
，
一千五百多名海员参加罢工

。 ⑥

海员发表了罢工宣言
，
理直气壮地说

�“
处今日新潮澎涨的时代

，
工人觉悟

，
无复俯首贴

耳抵压于资本制度之下了�
”
指出 农我同业的兄弟

，
常处于惊涛骇浪之中

，
百端的辛楚

，
比别

的工人
，
更有甚焉 �” 号召海员

“ 必要毅力坚持
，
万众一心

。 ” ⑥

海员工会在外滩十六铺中华茶楼设立了招待处
，
作为罢工的联络中心和指挥部

。

海员上

岸后
，
招待处把他们安排在水手公所

、

众盈社等海员团体内住宿
，
上海有家室的听其便

，
每

天津贴膳费大洋三角
。

罢工的每艘船上派两名船员值班
，
防止破坏

。

黄浦江中放舶板 两 只
，

上插海员工会的旗号
，
在江中往来巡弋

，
维持秩序

。

处处显示出工会办事的魄力和气派
。

中小轮船公司船舶少
，
资本小

， �

经不起罢工的损失
，
有的还想乘机捞一票

。

因此
，
他们

违背招商局的意旨
，
罢工第二天起

，
就纷纷派代表找海员工会商谈

，
有的公司船只航行在外

，

还

未参加罢工
，
也都迫不及待地要求签订加资协议

。

海员工会提了五项条件
�
�一�内河船和一千

吨以下轮船加三成
，
沿海轮加二成

。
�二���日资从一九二二年一月一 日算起

。
�三�罢工期问工

资照发
。
�四�复职后公司不得任意开除海员

， ‘

倘有不合
，
须函知本会得双方允许方可

。
�五�

与船员签字时
，
须本会派有正式代表监视签字

，
方为有效

。

对第二条
，
中小公司认为

，
海员

要求加资的第一封信七月二十三 日才发出
，
加资不应从一月一 日算起， 对第四条也提出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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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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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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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十艘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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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见
。

为了分化各轮船公司的团结
，
集中力量对付顽固的招商局

，
林伟民当机立断

，
作了

必要的妥协
，
答应加资从七月二十三 日算起， 将第四条也修改为复职船员如有非法行为

，
经

船公司查明
，
立即开除

，
惟有冤诬等情

，
经海员工会调查属实

，
有权向该公司交涉

，
得复原

职
，
并补回原有工金

。

协议很快达成
。

凡达成协议的公司第二天即开航
。

开船之 日
，
码头举

行了热烈的欢送海员复职仪式
， “
海员万岁 ，” 的口号响彻浦江两岸

。

罢工第四天
，
即有宁绍

、

元一
、

肇兴
、

政记
、

平阳
、

裕丰
、

同裕
、

绍兴等八家公司签订

了加资协议
。

起初三北公司听命于招商局
，
取观望态度

，
犹豫再三

，
至十四 日

，
感到追随招商

局没有出路
，
也只好与海员工会签字

。

至此
，
上海十八家轮船公司 �其中一家是木行�中①

，

只有招商局还在孤军顽抗
。
招商局拍电报到各码头

，
通知所属未启程的轮船不要开往 上 海

，

以防加入罢工 ， 派遣走狗
、

工贼分头到海员中去活动
，
煽动他们不要服从海员工会的 号 令 ，

用重金收买失业海员去上工 ， 竭力挑拨广东与上海两帮海员之间的关系
，
分裂罢工队伍

。

更

为卑鄙的是雇佣流氓打手暗害罢工领导人
，
有一个晚上

，
朱宝庭开会回来

，
半路上便遭流氓

打手打伤
，
昏倒在地② 。

种种破坏均未见效
。

接着
，
又耍了一个花招

。

八月十四 日上午
，
由

各船主出面
，
写信给各船的水手

、

火夫
、

管事等头 目
，
约他们下午至招商局磋商一切

，
企图

分化海员与工会的关系
。

各头 目即赴海员工会报告
。

林伟民马上召集他们开会
，
其中的问答

是非常动人的
。

林间
�“ 招商局既由船主致函诸君

，
不知诸君果愿往否�

”
众起立齐答

�“
此番香

港海员要求加薪
，
完全托付海员工会

，
此后凡所接洽

，
当然由海员工会出面

，
决无由我等私

自接洽之理
。 ”
林问

�“
假如招商局方面与君等 自行接洽

，

愿意加薪
，
则君等将如何主张�

”
众答

’

“
此必无之事

，
即使有之

，
我等凭良心主张

，
断不敢以私而妨公

，
致负海员工会匡助 之苦心

” ，

最后大家一致表示
，
今后凡来信约私人接洽

，
一概不予理会

，
如果有所磋商

，
非由招商局派

代表到海员工会面洽不可
。

表现了海员高度的觉悟及组织纪律性
。

招商局还不惜勾结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来破坏罢工
。

海员工会在十六铺中华楼设立招待

所
，
招商局即用电话报告淞沪警察厅

，

要求派警取缔
。

警厅立即派警前往
，
看到罢工很有秩序

，

找不到镇压的借口
，
只将贴在该楼的各种通告及海员��会招待所的字样撕去

。

招商局又通过军

阀政府交通部
，
指使外交特派交涉员

，
于八月十五 日

、

二十三 日连续二次写信给帝国主义领事

团
，
乞求他们协助镇压海员罢工

，
封闭设在公共租界百老汇路一百六十三号的上海海员工会

。

帝国主义对上海海员罢工同样持仇视态度
，
他们不断派侦探监视海员工会的活动

，
指使邮政局

扣留上海海员工会寄往香港海员总会的邮件
。

但是
，
帝国主义在香港海员罢工中已弄得狼狈

不堪
，
前车之鉴使他们不敢轻视上海海员罢工的力量

。

正如工部局总办栗代尔写给各董事传阅

的公文中说
�“
当罢工工人在目前所采取的完全是和平的策略

，
并且看来他们并非为中国海员

工会所强制
，
而相反是全心拥护罢工的

，
工部局采取任何行动势必引起罢工的扩大

，
而无助

于罢工的解决
。 ” ⑧ 况且这次罢工并未波及洋人的轮船公司

。
因此

，
帝国主义未敢贸然镇压

。

’

罢工至十三 日
，
宁波同乡会理事长李微五以私人身份进行调停

。

招商局坚持只与 水 手
、

火夫以及他们的老团体均安公所
、

在盈社等单独接洽
。

海员与之针锋相对
，
提出必须与海员

工会签约
，
否则一概无效

。

招商局最后采取强硬手段
，
登报向海员发出通告

，
片面宣布从七

月一 日起增加工资
，
限工人于一星期内上工

，
否则开除

。

工人置之不理
，

表示宁愿牺牲一切
，�

① 根据 ���� 年�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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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将罢工坚持到底
。

罢工的形势在继续发展
，
至八月二十三 日

，
招商局参加罢工的船只已达二十四艘

，
其中

泰顺
、

广利
、

新华
、

广大等四轮是航行于香港
、

广东一带
，
在香港海员罢工时已加了工资的

，
·

这次也罢下来共同战斗
。

香港海员总会及汕头等地海员支部都来电表示声援
。

英国怡和公司

的海员表示愿意将已加的薪水拿出来汇给上海海员作罢工费用
，
提督公司以及太平洋轮船公

司麦留生总统号等粤籍海员也纷纷汇款接济
。

与此同时
，
招商局不断受到货主的压力

，
其所

承运的各庄号纷纷去信催促其装货
，
罢工若再延续下去

，
各庄号就要向其他轮船公司订立笨

贺合同
。

内外交困
，
形势 日非

，
迫使招商局约海员工会谈判

。

在李微五和粤商欧锦堂的调停

下
，
林伟民代表海员工会和招商局总董李伟侯于八月二十五 日达成协议

�
�一�工资增加二成

。

�二�自五月一 日起加给
。
�三�罢工期内工资照给

。
�四�船员履行签字手续时需工 会 代 表 监

视
。 ‘

�五�开除船员不当者
，
工会可提出纠正

。

历时二十一天的上海海员大罢工获得了全胜
。

’ ‘

八月二十六 日
，
工会召开全体大会

，
宣布谈判结果

，
大家一致同意

，

高呼罢工胜利万岁 �

工会带领海员到码头
，
中西乐队与鞭炮齐鸣

，
于新江天码头举行复工典礼

。

海员罢工的胜利

是上海罢工潮的最高潮
。

与海员罢工的同时
，
闸北丝厂女工也发生罢工

。

�

闸北一带是丝厂集中的地区
，
有协和

、

益记
、

绪昌仁
、

恒和
、

泰来等二十五家丝厂
。

丝

厂女工所受的压迫和剥削比男工尤为惨重
。

缥丝女工整天围在电火之中
，
热锅之上

，
常常被

炎热的蒸气熏得发疹昏倒
。

这样恶劣的工作环境
，
他们每天要千十三小时的活

。

日夜 辛 劳
，

仅得工资三四角
，
还要受到资本家的扣押罚减

，
每月实得工资难以超过十元以上

。 ① 要求减

少工作时间
，
增加工资早已成为丝厂女工的呼声

。

由江苏省议员吴彝伯幕后操纵
，
丝厂女工

穆志英�后成为工贼�等出面组织的女子工业进德会
， �

在呈请淞沪警察厅立案时
，
因丝茧总公

所的反对
，
而没有得到批准

，
故对丝茧总公所深感不满

。

在罢工潮流的推动下
，
八月五 日上

午
，
女子工业进德会会长穆志英等率领一批女工

，
手执

“
男女平等

” 、 “
保障人权

”
等旗帜

，

到

闸北一带游行
，
鼓动丝厂女工罢工

。

闸北二十五家丝厂女工见有人发动
，
立即起来反抗

，
纷

纷参加罢工
。

女子工业进德会提出了
�

承认女子工业进德会 � 工作时间以十小时为限， 冬天

工资不得减少， 每两星期休息一天等四项要求
。

第二天
，
罢工发展到虹 口

、

胡家木桥
、

日晖

港等地的丝厂
，
全市四十四家丝厂全部停工

，
有万余女工参加罢工② 。

丝茧总公所对罢工采取强硬态度
，
当天即召集同业开紧急会议

。

决议六 日停业一天
，
并

将女工罢工情形通告各洋庄
。

此举是向工人示威
，
表示他们不怕工人罢工

。

会后
，
丝茧总公

所总董还亲赴淞沪护军使署和淞沪警察厅
，
要求对工人严厉镇压

。

按照资本家的旨意
，
瞥察

厂即于六 日贴出布告
�“
如遇有手持白旗

，
挟迫各女工罢工者

，
立即拿送到厅

，
从重惩办

。 ”
并

把女子工业进德会的招牌拿走
。

七 日
，
四区警署又派警察进驻女子工业进德会

，
驱散了聚集

在那里准备开会的二千多名女工
。

警厅和捕房还派出警察和巡捕驻守各丝厂
，
阻止工人罢工

。

租界内各丝厂部分女工于七 日开始上工
。

午后
，
有大批女土自华界拥向租界的绪兴丝厂

，
打毁

厂内玻璃窗等物
，
已经上工的女工再次罢工

。

接着又拥向旧白皮和纬云丝厂
，
劝导女工继续

罢工
。

八 日
，

·

四区警署将穆志英
、 」

王康侯等六人拘捕
，
解警厅司法科收押

。

穆志英立即向警

厅俯首悔过
。

闸北大部分丝厂也于九 日复工
，
罢工仅四天就完全失败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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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员罢工的辉煌胜利与丝厂女工罢工的惨败
，
形成了显明的对照

。

其原因是因为海员罢
·

工有党的影响和作用， 在海员工会领导下
，
罢工是有组织

、

有策略地进行
，
因此罢工能获得

胜利
。

而发动丝厂女工罢工的女子工业进德会不是工人阶级的真正组织
，
其会章中明确规定

“ 不得无故罢工妨害职业
，
不得吵闹车间

，
紊乱厂规

”
�

。

显然是维护资本家的根本利益
。

只

因丝厂资本家一时没有理解该会的用心良苦
，
反对它向警厅立案

，
女子工业进德会才迫不得

已发动丝厂女工罢工
。

罢工之前
，
没有在女工中进行思想发动和组织工作

，
光凭少数女工到

各丝厂去摇旗呐喊
，
鼓动罢工

。

罢工以后也没有采取什么斗争措施
，
而是把希望寄托在省议

员吴彝伯从南京到上海来调处
。

无组织的女工只好一味蛮干
，
甚至连续发生打厂事件

，
招或

当局的严厉镇压
。

因此其惨败是必然的
。

四
、
金银业罢工和 日华纱厂与英美烟厂同盟罢工失败

金银业是中国最老的手工业之一
，
二十年代初

，
上海计有大小银楼三十 四 家 之 多

，
抓

有两千余工人② 。

金银业工人待遇差
，
生活苦

，
工资收入多者每月七

、

八元
，
少 者 只 有 二

元
，
一般只有四

、

五元
。

为了维持生活
，
只能拼命千活

，
加班加点

，
一 日工作有时超过十六

小时
。

学徒年限很长
，
名义上规定为五年

，
实际上义务劳动六年后才能升为正式工

。

银楼公

所是资本家压迫剥削工人的机构
，
有大同行

、

新同行之分
，
大同行拥有银楼十八家

，
新同行

十六家⑧
。

但是
，
工人却没有代表自己利益的组织

。

在劳动组合书记部上海分部的帮 助 下
，

于一九二二年九月十六 日
，
成立了金银业工人俱乐部

。

书记部上海分部负责人阮大时 �后叛

变�
，
以及邵力子

、

高尚德�高君宇�
、

俞秀松
、

陈为人
、

王一知等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 青年

团员出席了成立大会
，
并发表了演说④ 。

俱乐部成立不到一个月
，
就发动了十月的罢工

。

出

面领导斗争的是俱乐部执行委员张静泉
、

吴忠法
、

庄向初等
。

张静泉即张人亚
，
一九二三年

为上海地委第二党小组的党员⑤ 。

俱乐部代表全体工人去函向银楼公所提出了五项要求
�
�一�增加薪资江二�学徒年限减为

三年， �三�星期日休息， �四�废除包工制， �五�改良待遇
。

银楼资本家不但不予理睬
，
反而

乘中秋节期
，
无故将张静泉等三名委员开除

。

工人立即加提了两条
�
�一�承认工人俱乐部有

代表全体工友之权 ， �二�将开除的三名委员复职
。

连前总共七条
，
要各店主一律承认

，
限二

十四小时内答复
。

资本家置之不理
。

金银业工人遂于十月六 日进行罢工
。

发表了罢工 宣 言
。

宣言揭露了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剥削和压迫
，
指出

�

罢工是被逼迫的
，
俱乐部是工人的第二

生命
，
必须誓死捍卫

。

并正式提出了九条
，
除了已经提的七条

，
又加了罢工期间不得扣除工 。

资和开除新凤祥德记银楼压迫工人的工头陆志香二条
。

资本家立即进行反扑
。

罢工第二天
，
大同行银楼公所便在报上向工人发出通告

，
污蔑俱

乐部是罢工机关
，
是别有用心的人在煽动， 又说同盟罢工是触犯刑章的

，
工人有什么 要 求

，

可派代表直接找银楼公所董事部商谈解决
，
对工人进行恫吓利诱

，
企图破坏工人团体

。

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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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结一致
，

’

无所畏惧
，
并发表通告

，
驳斥了资本家的无耻烂言

。

之后
，
加入俱乐部的工人越

来越多
，
罢工也不断扩大

。

十二 日
，
祥和

、

九凤
、

永利
、

万兴等十余家银楼及银作工人相继

加入罢工
。

十七 日
，
又有专做洋金之姜发记

、

美和
、

美华利等数家加入罢工
。

罢工第五 日
’，
南京路商界联合会会长方椒伯出面进行调停

，
向双方斡旋

。

大同行方面特

聘姜步七为交际代表
。

此人态度蛮横
，
申称对承认俱乐部这一条

，
没有讨论余地

，
惟增加工

资可以磋商
。

针尖对麦芒
，
工人方面提出

�

如各店主不承认俱乐部
，
可不必磋议其他 条 件

。

新同行方面也于十月十五 日
，
与工人代表谈判

，
同样坚执不愿承认俱乐部

，
只同意增加工资

四成
。

谈判没有结果
，
南京路商界联合会调停中止

。

激烈的斗争在继续着
。

十月十六 日
，
大同行第二次在报上向工人发出通告

，
片面决定罢

工期内工资照给
，
限三 日内上工

，
如不上工

，
亦不派代表去磋商

，
则依法解约

。

工人非常气

愤
，
纷纷向资本家提出质问

。

并郑重声明
�“
金银业工人俱乐部

，
是全体工人之代表

” ，
不与俱

乐部签订协议
，
坚决不上工

。

表示与其
“ 受压迫而死

，
毋宁奋斗而死

。 ” ① 为对付资本家破坏

罢工
，
俱乐部采取了一些措施

�

要求每家银楼作场推代表两人
，
和俱乐部办事人员保持联系 ，

选派纠察维持作场内的秩序， 强调罢工要守纪律
，
若店主强迫工人上工

，
以和平方式 抵 制

，

坚决不上工
。

四川路复成银楼
，
单独承认了工人的条件

，
俱乐部区别对待

，
即通知该银楼工

人先行复工
。

罢工得到南京
、

南通
、

苏州
、

无锡
、

广东
、

汉口
、

扬州
、

杭州
、

绍兴
、

镇江等地同业工

人的支持
，
他们纷纷来函来电

，
鼓励罢工工人坚持到底

，
并愿给予经济援助

。

资本家步步进逼
。

十八 日
，

费文元
、

老凤祥等数家银楼勾结中西包探
，
强令工人 上 工

。

工人态度坚决
，
相率把行李搬出店堂

。

资本家便停止向工人提供膳宿
。

新同行银楼也片面决

定加资四成
，
限工人于二十 日一律上工

。

二十 日上午俱乐部闻讯
，
即派出二十余工人至北浙

江路庆华银楼劝阻工人上工
，
守卫在该银楼的印度巡捕乱捕工人

。

工人忍无可忍
，
即拥进庆

华银楼
，
将门窗凳桌杯盘捣毁

。

捕房出动大批探捕镇压
，
工人当场被打伤六

、

七人
，
被狼犬

咬伤三
、

四人
， ’

被捕二十二人② 。

二十二 日
，
又拘捕工人二名

。

二十五 日
，
在老北门穿心街

合作银楼内将工人代表吴忠法捕去
。

前后被捕工人二十五人
，
一并解往公共租界汇司捕房拘

抑
。

淞沪警察厅以私设
“
秘密机关

” ， “
要挟罢工

”
的罪名

，
于二十五 日将金银业工人俱乐部取

缔
，
并下令通缉俱乐部执行委员张静泉

、

庄向初
。

疯狂的镇压
，
给罢工带来了很大的 困 难

。

在宁波同乡会理事长李微五和方椒伯的重新调停下
，
于十一月二 日

，
双方签订了协议 七 条

。

工人在经济方面取得了一些胜利
，
如罢工期内工资照给

，

大同行工人工资四元以上加二成半
，

四元以下加四成
，
新同行一律加四成

，
日间包工制也被废除

。
但斗争的最主要 目标承认俱乐

部没有达到
，
被开除的三名执行委员也没有复职

，
工人还向庆华银楼点烛赔罪

。

十一月四 日
，

工人全体复工
。

共计罢工二十八天
，
有二千余工人参加

。

接着
，
又发生了 日华纱厂和英美烟厂两厂万余工人

，
为保卫工会而举行的同盟罢工

。

起

因是浦东纺织工会及其设立的义务学校
，
突于九月二十八 日无故被三区警察署派警封闭

，
二

百多名工人子弟被逐出校门
。

失去了工会的保护
，
资本家更是肆无忌惮地压迫工人

，
动辄扣

罚工资
，
工人在厂中稍与别人接近

，
就说是给工会收会费

，
任意把工人开除

。

为此
，
上海各

工团派出代表偕同纺织工会领导人张益章
、

王春鑫等三次向江苏省省长请愿
，
要求恢复浦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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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工会
，
均遭拒绝

。

接着
，
又致函淞沪护军使提出同样要求

。

答复是
“
该会宗旨不明

，
碍难

启封
。 ”
工人认为

，
工会被封

，
这是日本资本家唆使警署所为

。

所以纺织工会就致函 日华纱厂

大班
，
要求厂方转请警厅启封

，
限三 日内答复

，
并发出了介如无赐复

，
倘工人有何 举 动

，
与

敝会办事人一概无涉
” ① 的警告

。

连续二封去信
，
均被置之不理

。

于是全厂三千八百余 工 人
、

于十一月一 日愤而罢工
。

工人发表声明说
�“ 工会是吾第二生命

，
如不达到启封目的

，
饿死也

不上工
。 ” ② 次日，

工会召开大会
，
一致通过向厂方提出七项条件

� �一�启封纺织工会
，
实行

第一次罢工签订之条约
。
�二�开除李�国士�

、

孙两翻译
。
�三�前次无故被开除的工人一律复

职
。
�四�罢工期内工资照发

。
�五�每月发红利二百两

，
津贴义务工人学校和施医所

。
�六�准

许婴儿进厂哺乳
。
�七�不得扣除存工

。

烟草印刷工人俱乐部③ 与浦东纺织工会有着唇齿相依的关系
。

劳动组合书记部上海分部

派社会主义青年团员郭景仁�又名郭丹夫
，
后动摇脱党�去英美烟厂组织烟草印刷工人俱乐部

时
，
几次筹备会都在纺织工会内召开

。

一九二二年十月一 日
，
俱乐部成立

，
郭景仁担任俱乐

部书记
。

以后俱乐部的活动也常常在纺织工会内进行
。

纺织工会被封以后
，
烟厂工人担忧下

一步的迫害将会累及烟草印刷工人俱乐部④ 。

当日华纱厂十一月一 日发生罢工的消息传到烟

厂
，
烟草印刷工人俱乐部即于二 日发动英美烟厂新老两厂九千七百余工人支援 日华纱厂的同

盟罢工
。

俱乐部组织了罢工委员会
，
推选工人代表和厂方交涉

，
结合工人改善生活待遇的要

求
，
向资本家提出了

�

启封纺织工会
，
承认工人俱乐部

，
增加工资

，
减少工作时间

， ·

不得无

故开除工人等九项条件
。

表示不完全达到目的
，
誓死不上工

。

俱乐部还组织了一支三百名工

人纠察队
，
来维持罢工秩序

。

英国资本家的手段很狡猾
，
从十一月四 日至九 日

，
先后四次把工人代表请到该厂买办汪

·

薇舟家进行谈判
。

第四次谈判时
，
英美烟公司董事部领袖英人娄斯

，
新老两厂大班海籍和香

脱海等都亲自出场
。

在谈判中
，
工人代表提出

�

劳工有互助的义务
，

启封纺织工会问题是关

键
，
这条解决了

，
其他间题就能迎刃而解

。

资本家对工人提出的合理要求全部拒绝
，
连增加

工资这一条
，
也只同意将工资水平最低的印花车间

，
每日工资从三角五分加到四角

，
包烟女

工每千支加二厘五毫
，
其他一律不加

。

谈判未取得结果
。

日本资本家的态度很强硬
，
罢工第二天即发出通告

，
以“
近来花涨纱跌

，
纱厂景象衰败

，

为由⑤
，
宣布关厂停工

，
通知工人到厂领取存工

，
以此威胁工人

。

并蛮横地声明
�“
对工人要

求
，
极端否认

。 ” ⑥ 吓得以往热衷于调停的南京路商界联合会不敢出任调停
。

上海一些工团也

忙了一阵子
，
推出代表

，
企图进行调停

。

厂方未予理睬
。

此时
，
军阀当局完全俯首听命于洋资本家

。

罢工一开始
，
淞沪护军使即指令警察厅将纺

织工会领导人张益章等拘案严究
。

并出示布告
，
要工人照常上工

，
如不服从

，
即 “ 以军法从

事
” 。

工人没有屈服
，
他们既不去上工

，
也不到厂里领取存工

。

罢工一久
，
工人生活上 发生

了困难
，
家住浦东的工人纷纷返回家乡

，
外地客籍女工

，
有的赴隆茂栈拣剔花衣

，
有的往别

《 民国 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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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草印刷工人俱乐部前身为烟草工会
。
烟草工会成立于 ����年�月浦东英美烟厂罢工胜利后

，
会址设在劳动组合

书记部内
，
����年 �月�� 日

，

书记部被封
，
烟草工会也自行消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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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找工作
，
其余都静候在家

，
听从工会的号令

，
艰苦地坚持罢工

。
七 日

，
烟厂工人在吴家厅

集会
，
等候谈判消息

，
也被四十多名荷枪实弹的警察强行驱散

。

倚仗军阀当局的武力支持
，
英美烟厂资本家于十三 日发出通告

，
限工人于十五 日上午八

点钟之前上工
，
否则作自动解雇

。

主区警察署紧密配合
，
到时派出巡警在厂门口监视工人上

工
。

但是
，
这不过是资本家的如意算盘

，
除少数工贼被收买

，
广大主人仍然斗志昂扬

，
全然

不理资本家的最后通碟
。

该厂有一个名叫
“ 工业进德会

”
的小工团

，
有会员三

、

四百人
，
其会

长邵炳生甘心充当工贼
，
动员其会员复工

。

但是
，
工人都不听他的

。

后来资本家派出走狗去各处
，

，

以重金招募新工人来代替原有工人
。

十七 日
，
浦东有数十

名俄
、

日两国工人应募
。

十八 日
，
在浦西又招募了数百人

，
由流氓打手护送

，
渡江去烟厂上

工 ， 同时宣布开除一些工人
。

这激起了工人的愤怒
，
他们纷纷欲往厂内抵制

。

为避免 冲 突
，

招致当局的镇压
，
俱乐部引导工人进行有组织的斗争

。 、

当天上午
，
四千余工人列队到三区答

察署请愿
。

第二天下午又在浦东一带游行示威
，
沿途散发传单

，
呼吁商界罢市援助工人

。 ，

二

十 日上午
，
资本家继续招募一百多名新工人入厂破坏罢工

。

工人怒火中烧
，

遂往厂门口与带

领上工的工贼发生冲突
。

另有一批工人拥到资本家的忠实走狗
、

该厂买办汪薇舟家
，
捣毁了

门窗家俱
。

并有五
、

六百工人围聚在三区警察署
，
要求拘办破坏罢工的工贼

。

淞沪警察厅忙

从浦西调集大批武装军警前去镇压
。

二十三 日
，
工人被迫复工

，
二百多名工人积极分子被开

除出厂
，
俱乐部也被迫停止活动

。

在 日华纱厂
，
三区警察署长于十肠月十八 日召集各部工头二十余人

，
在警察署与厂方代

表商谈
，
完全按照厂方意 旨

，
胁迫工头签订了四项协议

� �一�罢工期间
，
每人贴补工资二天

。

�二�所有封存工会内器具什物
，
由房东呈请警厅启封

，
以便搬运出外

。
�三�各工人上 工 后

，

由各部工头联名呈请警厅
，
转呈护军使撤销张益章

、

郭壁山等通缉令
。
�四�纺织工会改组名

称
，
修改章程

，
呈请官厅立案

。

这一违背工人利益的四项协议
，
激起了广大工人的不满

， 十

九 日下午
，
一千余工人在吴家厅开会集议

，
针锋相对地提出

�
启封纺织工会

，
取消通缉张益

章
，
将巡官夏桂庭

、

翻译李国士调离该厂等六条要求
。

三区警察署派警强行驱散工人 开 会
，

工人受伤多人
。

一群怒不可遏的工人
，
跑到 日本资本家的鹰犬李国士家里

，
捣毁了家俱什物

。

警察捕去工人二名
。

数百名工人即拥至三区警察署
，
要求释放被捕工人

。

警察呜枪驱散工人
。

当天下午五时
，
有三

、

四百名工人手执小旗
，

·

上书 “ 要求新老两厂同胞工人援助
，
纷纷向烟

厂一带游行示威
，
遭到大批武装军警的镇压

。

二十二 日
，
英美烟厂罢工先遭失败

，
日华纱厂

工人失去了有力的同盟军
，
燃烧了二十五天的罢工烈火也被扑灭

，
积极斗争的四十八名工人

被开除出厂
。

十一月二十六 日
，
工人忍痛复工

。

金银业罢工和 日华纱厂与英美烟厂同盟罢工之所以失败
，
其甲一个重要原因是资本家不

断总结和变换对付工人运动的手法
，
部分工人被资本家的毒辣手段所激怒

，
一连发生了打砸

商店和资本家走狗住宅的事件
，
使反动当局找到了严厉镇压的借口

。

在 日华纱厂与英美烟厂工人同盟罢工的影响下
，
十一月六 日

，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六千余

职工也发生罢工
。

向资本家提出了
�
承认上海烟草工会有永久代表工人之权， 每月补助工会

经费五百元 ， 拨给工会会所 ， 不得藉故开除罢工发起人
，
以及增加工资和罢工期间工资照给

等十七项要求
。

罢工后
，
工人留在厂里

，
保持了良好秩序

。

南洋烟草公司资本家善于用改良主义的办法欺骗工人
，
并企图利用英美烟厂罢工的机会

大捞一把
。

罢工第二天
，
经理即邀请工人代表谈判

，
一方面在经济上答应工人要求

，
但又要

���



求工人 “ 加意勤力
，
于工人 自身亦有间接之利益

” ① ，
以此来模糊工人的阶级意识，另方面

，
在

政治上加紧对工人控制
，
表面上答应工人组织工会

，
暗地里勾结收买高级职员

，
把上海烟草

工会改名为南洋烟草职工同志会
，
使工会成为资本家欺骗工人的工具

。

在资本家答应工人条

件后
，
罢工即告结束

。

金银业罢工和 日华纱厂与英美烟厂同盟罢工失败以后
，
上海的罢工潮就此低落

。

五
、

上海第一次罢工潮的特点

一九二二年上海第代次罢工潮
，
这是上海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显示 自己力量的

第一次大检阅
，
给了帝国主义

、

封建军阀以及资产阶级以有力的抗击
。

这次罢工潮有以下三

大特点
�

�一�组织工会和维护工会的基本权利是罢工斗争的焦点
。

罢工前大多按产业组织 了 工

会
，
如浦东纺织工会

、

海员工会
、

金银业工人俱乐部和浦东烟草印刷工人俱乐部等
，
只有邮

务友谊会是在罢工发生后组织的
。 ‘

这些工县都是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领导和帮助下建立

起来的
。

罢工是由工会出面去发动和领导的
。

工人向资本家提出的承认工会
、

增加工资
、

减

少工时
、

撤换压迫工人的监工
、

星期天休息
、

取消不合理规定等种种条件中
，
核心的一条是

要求承认工会�或俱乐部�有代表全体工友之权
。

而资本家集中反对的也正是这一条
，
不仅不

肯承认工会
，
而且竭力加以破坏

�

在罢工中
，
资本家往往撇开工会直接找工人对话

，
以此离

间工人与工会的关系， 即使有时在经济上被迫对工人让步
，
也以开除工会领袖为交换 条 件

，

还美其名日
“
调工作

”
或 “
自动辞职

”
以进行欺骗， 并要工会改组名称

，
修改章程 ， 进而勾结官

厅通缉逮捕工会领袖
，
直至封闭工会

。

工人为捍卫工会和维护工会基本权利进行坚决的斗争
。

日华纱厂连续三次罢工
，
后两次罢工的直接原因都是因为资本家声明与纺织工会断绝关系和

唆使官厅封闭纺织工会
，
英美烟厂也为声援纺织工会而同盟罢工

。

工人把工会当作他们的第

二生命
，
声明一切听从工会的号召

，
不与工会签订协议

，
坚决不上工

，
表示与其

“
受压迫而

死
，
毋宁奋斗而死

。 ” ② 这说明了上海的工人阶级已经自觉地认识到
，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

中国
，
要想战胜帝国主义

、

封建军阀和中外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
，
获得自身的解放

，
首先必

须联合起来
，
拥有 自己的组织

，
进行罢工斗争

，
锻炼和发展自己的力量

。

�二�规模大
，
时间长

。

从一九二二年一月香港海员罢工至一九二三年
“
二

·

七惨案
” ，
其

间十三个月
，
全国共发生大小罢工百余次

，
参加人数在三十万以上⑧ 。

而上海 单 是 一 九二

二年就发生大小罢工五十四次
，
参加人数在八万五千以上

，
其中千 人 以 上 的 罢工 有 十 六

次
，
八月份的闸北丝厂罢工和十一月份的 日华纱厂与英美烟厂同盟罢工

，
参加人数均在万人

以上
。

这些罢工大多数取得了胜利④
。

对比全国
，
论罢工的规模

，
上海是名列前茅 的

。

罢 工

时间也很长
，
坚持二十天以上的有五次

，
最长的金银业罢工达二十八天

，
比一九二�年的三

至五天大有进展
。
罢工时间长

，
说明工人已组织起来

，
有了觉悟

。

因为罢工等于失业
。

恩格

① 《 民国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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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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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根据 ���� 年
《 民国日报

协记载统计
。

�

���
�



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有一段谈到罢工时说 �“
对一个亲身体验到穷困是什么�滋味�的工

人来说
，
勇敢地带着妻子儿女去迎接它

，
宁愿成年累月挨饿受苦而坚定不移

，
确实是一件非

同小可的事
” 。

很难想像
，
没有组织没有领导的自发罢工能坚持这么久

。

�三�罢工低落虽早
，
但起潮也早

，
持续期长

。

上海是全国工商业中心
，
水陆交通便利

，

易受外来影响
。

香港海员罢工刚掀起
，
二月份就有上海第二纱厂一千四百余工人和三新纱厂

六千余工人的大罢工
。

香港海员罢工的胜利
，
更是鼓舞了上海的工人

。

四月份
，
日华纱厂和

全市邮差首先进行有组织的罢工
，
且旗开得胜

。

接着罢工浪潮滚滚而来
，
并推动了上海附近

城市苏州
、 ’

无锡等地罢工运动的兴起
。

而北方铁路罢工潮以八月二十四 日长辛店的罢工为起
·

点， 矿山最早是九月十三 日的安源煤矿罢工
�武汉第一次是七月份的汉阳钢铁厂罢工

。

可见
，

上海罢工起潮要比其他地区早
。

八月份上海海员罢工的胜利
，
是上海罢工潮的高峰

。

十月份

金银业罢土受挫
，
罢工呈低落之势

。

至十一月份 日华纱厂与英美烟厂同盟罢工失败
，
上海罢

工运动首先低落
。

其他地区的罢工潮还是一浪接着一浪
，

直到一九二三年二月七 日京汉铁路工

人大罢工失败
，
全国工运才转入低潮

。

上海罢工低落虽早
，
但是

，
罢工持续期却比全国任何

地区长
。

即使以四月份的 日华纱厂和全市邮差罢工作为上海罢工潮的起点
，
到十一月底 日华

纱厂与英美烟厂同盟罢工失败止
，
持续期为七个半月

，
其他地区持续最长的北方铁路罢工也

只有五个半月�一九二二年八月二十四 日—一九二三年二月七 日�
。

可见
， ，

一九二二年上海第一次罢工潮
，
在全国罢工高潮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

就其对全

国的影响来说
，
北方铁路罢工最大

，
南方海员罢工次之

，
上海可列第三位

。

过去有贬低上海

工运的现象
，
例如《马林给共产国际执行局的报告���一九二二年七月 �中曾说 �“

虽然这个城市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业中心之一
，
但却并没有我们所想象的工人运动

。 ” ① 其实他所看到的
只是二九二一年卞半年的情况

，
并不符合一九二二年的实际

。

上海罢工运动低落比其他地区早， 主要是由于上海是帝国主义侵华的大本营
，
帝国主义

和封建军阀的联合统治势力异常强大， 尤其是帝国主义者在其本国积有对付工人运动的丰富

经验
，
他们对付罢工最主要策略有三

� �一�无论如何不让罢工胜利
，
不与工人订立条约

，
宁

愿听其多罢儿天工
，
宁愿罢工解决后由厂方 自动加资

，
意思就是加资不是由工人斗争得来的

，

而是由于厂方
‘
恩赐

， � �二�无论如何不让工人组织工会 ， �三�即使有时对工人让步
，
也要以

开除罢工领袖为交换条件
，
还美其名日

“
调工作

”
或

“
自动辞职

” ，
以进行欺骗② 。

相对而言
，
上

海工人阶级还很稚弱
，
在政治斗争舞台上还是一个新手

。

虽然是初生之犊不畏虎
，
敢打敢冲

，

但毕竟缺乏经验
，
还不懂得根据实际情况

，
灵活运用斗争策略

，
也不债得在斗争中组织和积

蓄力量
。

因此
，
难免在第一次罢工高潮中受到挫折

，
还需要在以后长期的斗争中积累 经 验

，

增长力量
，
才能挫败这个凶恶的敌人

。

�续完�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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