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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早期中国工人运动的杰

出领导人林伟民，大多数人都会感

到有些陌生， 即使查阅档案资料，
也只有林伟民的一张十分模糊的

照片与一张画像。 他曾先后领导过

香港海员大罢工、 上海海员大罢

工、广州盐船工人大罢工，还领导

过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时间最长

的省港大罢工。 1922 年，他代表香

港海员工会出席了第一次全国劳

动代表大会。 1925 年 5 月 1 日，在

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上，被大会推

举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委会委员

长，暨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一任委员

长。 由于工作繁忙，林伟民积劳成

疾，40 岁即英年早逝。

以 海 员 的 身 份 积 极 参 加

孙中山领导的推翻帝制的革

命活动

1887 年农历九月， 林伟民出

生在广东省香山县三灶岛西洋田

村（今属珠海市三灶镇）一户农民

家里。 19 岁时到三灶岛牛顿墟（今

三灶街）一家酿酒铺里当杂工。 因

为劳累过度，一次，林伟民的右手

不慎被沸腾的蒸酒严重烫伤。狠心

的老板不管他的死活，乘机把他辞

退了。 因无钱医治，林伟民的右手

很快溃烂，多亏了母亲天天到外面

采草药给他敷治，几个月后，伤势

才渐渐好转。 手部伤势痊愈后，林

伟民便离开家乡，跑到香港一艘外

国轮船当“侍仔”， 每天清洗碗碟、
端菜送饭、擦地板等，要连续工作

十六七个小时， 可每月仅有的 10
元工资，还要遭包工头的克扣。 悲

惨的现实生活，加上严酷的民族歧

视，林伟民慢慢产生了对帝国主义

和外国资本家的仇恨，并滋长了反

抗情绪。
林 伟 民 与 孙 中 山 是 同 乡 ，当

时，孙中山经常奔走于香港、日本、
南洋以及欧美各地，乘船时孙中山

多次与林伟民接触，在孙中山的影

响下，林伟民也积极加入了孙中山

领导的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活动，
为革命党人秘密传递消息，掩护革

命党人逃避密探的追捕，还曾为革

命党人运送军火物资等。

参与筹备海员工会，并组

织发动和领导了香港海员大

罢工

受十月革命的影响，1920 年，
林伟民的同乡、好友苏兆征在一艘

英国轮船上领导海员进行了一次

反虐待的斗争，取得了胜利。 海员

们由此看到了自己的力量，很受鼓

舞，于是，苏兆征便召集林伟民等

海员中的觉悟分子，决定筹建海员

工 会， 林 伟 民 被 推 为 筹 备 委 员。
1920 年 3 月， 由香港海员工人组

建的我国最早的现代化产业工会

组织 “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正

式成立，林伟民当选为海员工会第

一届干事，主要负责交际方面的工

作。 很快，他便成了海员工会中的

骨干力量。
中共一大后，中国共产党成立

了领导工人运动的总机构中国劳

动组合书记部， 在党的领导下，全

国各地的工人运动发展迅速，这极

○窦春芳 苗体君（广东）

林伟民：
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一任委员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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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鼓舞了香港海员工人的革命

热情。 当时恰逢物价不断上涨，海

员生活日益困难，再加上资本家及

包工头的盘剥，广大海员迫切要求

增加工资，改善生活待遇。 在这种

情况下，香港海员工会决心带领海

员为提高工资、 改善待遇而斗争。
在林伟民、 苏兆征等组织发动下，
香港海员工会分别于 1921 年 9 月

和 11 月两次向轮船资本家提出了

增加工资、改善待遇、反对包工剥

削的要求，但均遭到拒绝。 于是林

伟民、苏兆征等决心通过罢工手段

来解决问题。 1922 年 1 月 12 日，
香港海员工会第三次向资本家提

出加资要求， 并限令 24 小时内给

予圆满答复，否则就举行罢工。 但

是轮船资本家依然毫不在意，不予

理会。受尽压迫剥削的香港海员忍

无可忍，他们在林伟民、苏兆征等

人带领下，开始举行震惊中外的大

罢工。
1922 年 1 月 13 日，罢工海员

相继离开香港，回到广州。 他们在

广州成立了罢工总指挥部，由苏兆

征担任总务处主任一职。 林伟民则

仍留香港，在一线继续发动海员罢

工。 罢工刚刚开始，香港当局和轮

船资本家就企图用压制威吓手段

破坏罢工。 1 月 17 日，香港当局华

民政务司夏理德与轮船资本家约

海员工会代表林伟民、 邝达生、陈

观民、蔡军保到华民政务司署进行

谈判，并要挟海员“须先行开工，方

易磋商”。 林伟民等当场严词拒绝。
翌日，双方继续谈判。 夏理德威逼

说：“本司今为最后忠告”，“汝等若

信我言，早日先行开工，本司定必

协力助汝工人向东家要求，否则无

磋商余地”。 林伟民等代表毫不畏

惧，坚决要求资方必须全部接受海

员提出的加薪条件后，才能答应开

工。 会后，林伟民及时将谈判情况

报告给广州罢工总办事处，同时继

续带领留港部分海员工人坚持斗

争。 为了表示罢工的决心，林伟民

等还在海员工会门口书写标语“凡

我海员工人，须候船东认允加工签

字，方可开工”。
海员工人在坚持罢工的同时，

还成立工人纠察队，封锁了香港并

对内河和沿海轮船进行严格管理，
他们还串联其他行业工人举行同

盟大罢工，这些措施使香港当局尝

尽了苦头。到 1922 年 2 月上旬，因

罢工而停泊香港的中外轮船已达

168 艘，使轮船资本家经济上蒙受

巨大损失。 香港日常所需粮食、肉

类、蔬菜等副食品，主要靠华南各

港口供应，由于罢工，来源几乎断

绝，香港“因鱼菜来源短绌，昨日鱼

价已开始起价”，“若再延数天，则

各物必大加飞涨”。“港民因海员罢

工而迁粤者约 20 万人”。为了压服

罢工海员，香港当局派遣军警查封

了海员工会，并强行将“中华海员

工业联合总会”的牌子抢走，不久，
又将参加同情罢工的海陆现货员

工会、同德工会、集贤工会等运输

工会组织查封。
后来， 见高压政策不能奏效，

香港当局改用“调停”的方式来对

付罢工。 为了表示海员工人对“调

停”的诚意，2 月 14 日，海 员 罢 工

总办事处派出代表赴港进行谈判。
谈判期间，林伟民亦被推选为谈判

代表。 谈判一开始，香港当局与资

本家代表就诱骗海员代表答应先

行复工后，才能考虑恢复工会及答

复海员工人提出的其他条件。至于

是否保证恢复工会，香港当局又支

支吾吾，拒绝作出准确的答复。 林

伟民当即严词驳斥对方的荒唐主

张， 坚持先要恢复原有工会招牌，

提高海员工资， 方能协商其他事

宜。 会后，林伟民及时将谈判情况

报告给广州罢工总办事处，苏兆征

称赞他们立场坚定，并复电林伟民

说：“务得船员满意，然后开工。 如

以上条件达不到目的，则无磋商之

必要，各代表可立刻返省。 ”21 日，
林伟民等谈判代表返回广州，向海

员大会报告了谈判的具体经过。大

家一致表示要坚持斗争到底，绝不

屈服。 23 日，林伟民等再次赴港谈

判。 在整个谈判过程中，林伟民始

终立场坚定，牢牢记住全体海员的

嘱托， 并及时识破对方的诸多阴

谋，使香港当局和轮船老板们所玩

弄的“调停”谈判的骗局彻底破产。
2 月底， 全港各行业工人为支

援海员的正义斗争，举行了总同盟

大罢工，整个香港陷入完全瘫痪状

态。 一时间，香港市面交通断绝，生

产停顿，商店关门，当时的报纸报

道说：香港昔日“入夜灯光四照，今

则黑暗无生气”。 那些居住在香港

平时趾高气扬的外国人，也因工人

罢工，导致家务无人料理，孩子没

人看，环境无人打扫而不得不屈尊

亲自动手干活。 对此，路透社报道

说：“欧人男妇及政府最高级官员，
群集维斯满斯咖啡店前， 购买面

包，其景象实属罕见。 ”在这种情况

下， 香港当局被迫向海员工会妥

协，并要求设在广州的海员罢工总

办事处再派代表赴香港进行谈判。
海员罢工总办事处经过反复讨论

后，再 次 派 林 伟 民、翟 汉 奇、陆 常

吉、卢俊文 4 人代表罢工海员赴香

港。
在谈判中，林伟民与资方展开

针锋相对的斗争，也非常注意斗争

的灵活性。在讨论到关于恢复罢工

海员工作职位及补发罢工期间的

工资问题时，林伟民坚持要求一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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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 年 3 月，香港海员大罢工胜利后，“海总”委员会委员及部分海员在

广州合影。 前排右二为林伟民，右三为苏兆征。

恢复罢工海员原职，并补发罢工期

间海员的工资。资方则提出有些船

主已招雇了新的工人，且已签订有

6 个月的合同，因而无法让罢工海

员全部复职，并拒绝补发罢工期间

的工资。 双方对此问题争论不休，
谈判从早上开始一直持续至深夜

12 时，仍未达成协议。 濒于绝境的

香港当局，深怕谈判破裂，极力促

使 船 主 与 海 员 继 续 磋 商。 3 月 5
日，双方继续谈判，最后资方表示

接受海员的要求，但对暂时不能复

职的海员，则照这次增加工资的数

目折半，由船主支付 5 个半月的工

资。 谈判的第二项议程，主要是恢

复海员工会以及释放工会被捕人

员等。 香港当局表示，只要海员同

意复工，香港政府即可于翌日取消

以前查封海员工会的命令，并保证

释放被捕人员。 林伟民当即表示，
只要香港当局恢复海员工会，即可

发出复工通知。 谈判的第三项议

程，就是关于香港当局于 3 月 4 日

制造“沙田惨案”被杀害工人的抚

恤问题，林伟民特别声明如果这一

问题不能解决的话，将会影响整个

罢工的解决。香港当局表示一定妥

善处理，并对死者家属予以抚恤。
经过双方反复讨论后，最终达

成了协议。 3 月 5 日，林伟民，翟汉

奇、陆常吉、卢俊文 4 人代表罢工

海员在协议上签了字。 3 月 6 日，
香港当局派专人将工会招牌挂回

原处。 工会门前，聚集着成千上万

群众，他们敲锣打鼓，欢庆胜利，罢

工总办事处随即下令复工。

出 席 第 一 次 全 国 劳 动 大

会，后被派往上海领导上海海

员大罢工

在香港海员大罢工胜利的影

响下，全国工人运动蓬勃发展。 根

据形势发展的需要，由中国劳动组

合书记部发起，决定在广州召开第

一次全国劳动大会。1922 年 5 月 1

日，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

开，林伟民、苏兆征代表香港海员

工会出席了大会。 在会上，林伟民

向其他地方的代表介绍了香港海

员罢工的具体经过及取得的斗争

经验。
受上海海员代表的邀请，大会

结束后，林伟民赴上海着手筹建海

员工会的工作。当时的上海海员组

织涣散，派系众多，针对这些情况，
林伟民深入到各轮船和海员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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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的工会组织的重要性，提出上海

海员要摒弃门户之见。经林伟民的

努力，1922 年 7 月 2 日，上海海员

工人统一的工会组织———中华海

员工业联合总会上海支部正式成

立， 该会又被称为 “上海海员工

会”，会员人数达 2700 人，林伟民

被推选为主任。
上海海员工会成立后，林伟民

着手准备以增加工资、改善海员待

遇为目的的工人运动。在选择工人

斗争对象时，考虑到外资轮船公司

在香港海员罢工时已经增加了工

资和承认了工会，林伟民决定把斗

争的锋芒指向招商局。招商局是中

国官僚资本企业，也是当时国内最

大的轮船公司，因而其他中小轮船

公司往往视招商局的态度行事。经

过研究，大家决定先由海员工会正

式向招商局提出加薪要求，如遭拒

绝， 就通过罢工手段来实现加薪。
1922 年 7 月 23 日、31 日及 8 月 3
日，上海海员工会先后 3 次致函招

商局，要求按照香港海员与资本家

签订的协议加薪，招商局对此置之

不理，海员工人纷纷要求以罢工的

手段实现加薪。 8 月 5 日，在林伟

民的领导下，上海海员同盟罢工正

式开始，海员工会发表的罢工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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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召罢工工人要服从海员工会的

统一指挥，“必要毅力坚持，万众一

心”。
罢工前，林伟民作出了许多具

体的部署：在南市中华茶楼设立了

临时海员罢工事务所，与各码头的

罢工海员进行联络；在黄浦江中放

2 只舢板，往返巡逻，以维 持 罢 工

秩序；凡参加罢工的海员，每天由

海员工会补贴伙食费大洋 3 角；罢

工期间，各公所负责妥善解决工人

的住宿问题等等。由于林伟民措施

得当，罢工的第一天，“其停泊在沪

者计 13 艘，均已实行罢工，约计人

数 600 人”。 罢工开始后，海员“皆

纷至海员联合会签名，以表示自愿

罢工”。据统计，先后参加这次同盟

罢工的，有招商局、宁绍等大小 20
余 家 公 司 海 员 ，60 余 艘 轮 船 ，共

3000 人以上。 罢工第二天，宁绍等

一些中小轮船公司的资本家，迫于

香港海员罢工的教训，生怕罢工给

自己带来不堪设想的损失，就表示

“答允海员联合会要求， 签订加薪

合同”。这样一来，拒绝加薪的招商

局陷于完全孤立的地步。
林伟民在领导罢工期间，他的

妻子在广东老家得了重病，家人数

次催促他回家照料， 为了罢工，林

伟民还是留了下来。 不久，当妻子

病逝的噩耗传来时，林伟民悲痛万

分，但此时正是罢工斗争的关键时

刻，他还是选择继续留在上海领导

罢工， 并去电托付亲友料理丧事。
正是在林伟民正确领导下，上海罢

工海员万众一心， 再加上香港、汕

头等地工人给予强有力的声援，招

商局最终被迫与海员工人进行谈

判。 8 月 25 日，双方正式达成了协

议：“江海各轮除驶（香）港 5 轮外，
其余各轮船员， 照原薪金加二成，
由本年 5 月 1 日起加给； 罢工期

内，各船应得工资十足付给”。 8 月

26 日， 上海海员工会举行盛大的

复工仪式，林伟民登台演讲并庆贺

斗争胜利。

1924 年 在 苏 联 加 入 中 国

共产党，回国后又成功领导了

广州盐船工人大罢工

由于上海法租界当局的通缉

与迫害，1922 年底，林伟民被迫离

开了上海返回香港，但香港当局也

下令将他驱逐出境，林伟民毫不畏

惧，他秘密留在香港，与苏兆征一

起领导香港海员工会。 1924 年春，
林伟民以中国海员代表的身份应

邀赴莫斯科出席国际运输工人代

表大会。 随后，他应赤色运输职工

国际及苏联总工会的邀请，留在苏

联进行参观访问，不久，经罗亦农

的介绍，林伟民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4 年 10 月，林伟民从苏联

回到了广东，担任中华海员工业联

合总会广州总办事处主任。他向香

港海员积极介绍苏联工人的生活

与工作情况，并针对海员组织工作

长期涣散的状况，对海员组织进行

了整顿。 此后，林伟民被任为中共

广东区委委员，还曾担任区委监察

委员会书记一职。
1924 年 11 月 3 日，因物价暴

涨， 广州盐船工人生活难以维持，
因而向盐商提出增加运费的要求，
遭到拒绝，随后盐商便勾结两广盐

运使邓泽如对盐船工人进行镇压。
11 月 24 日， 邓 泽 如 派 出 武 装 盐

警，将停泊于沿河黄沙一带的盐船

一律封禁， 还将盐船工人代表拘

捕。 于是，盐船工人向林伟民领导

的广州海员办事处求援。林伟民得

知情况后，表示坚决支持盐船工人

的斗争。同年 12 月 2 日，林伟民召

集 600 余名盐船工人开会，根据以

往罢工斗争的经验，他为盐船工人

制定了斗争的具体对策，会上通过

了 3 项决定：“一、盐船工人全体罢

工；二、由海员工会派纠察队 30 人

协助调查罢工事务；三、通电全国

各界予以援助。”会后，全体盐船工

人正式宣布罢工。 次日，林伟民再

次召集罢工工人开会，通过了向盐

运使署提出的 3 项具体要求：立即

放人；立即取消封闭盐船的不法行

为；有关增加运费事宜，应由劳资

双方自行讨论解决，盐运使署不得

横加干涉与压制。 最后，林伟民鼓

励大家要齐心协力， 坚持斗争到

底，胜利才会有保证。与此同时，林

伟民还在报上撰文揭露邓泽如迫

害盐船工人的暴行。时任国民党中

央工人部部长的廖仲恺得悉此事

后，对工人深表同情，责令邓泽如

从速妥善解决。 12 月 4 日，邓泽如

只得派人请林伟民前往盐运使署

商谈解决罢工事宜。林伟民当面批

评了邓泽如压制工人的错误做法，
申明盐船工人为生活所迫而要求

增加运费是合乎情理的。 邓泽如无

话可说，表示加价一事由劳资双方

自行磋商解决，并请求林伟民领回

被扣留的盐工代表。 12 月 6 日，盐

商与盐船工人代表进行谈判，并最

终接受工人的合理要求。 对于林伟

民在这次罢工斗争中所做出的巨

大贡献，当时的《海员工会月刊》发

表评论说，罢工斗争“收效之迅速，
实赖林伟民君认真， 而且运动机

警， 故能如愿以偿”。 通过这次斗

争，盐船工人认识到了团结的重要

性，他们纷纷向林伟民提出加入海

员工会的请求，随后，经过香港海

员工会讨论，决定接收盐船工人入

会，并将入会的盐船工人编为中华

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广州第一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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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林伟民领导的海员工会广州办

事处领导。 1925 年 1 月 1 日，中华

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广州第一支部

举行了成立大会。

被 推 选 为 中 华 全 国 总 工

会第一任委员长，抱病领导省

港工人大罢工

1925 年 5 月 1 日， 第二次全

国劳动大会在广州举行。会议由全

国铁路总工会、 汉冶萍总工会、香

港海员工会和广州工人代表会共

同发起，具体工作由香港海员工会

和广州工人代表会负责筹备，林伟

民负责大会的筹备工作。第二次全

国劳动大会选举成立全国总工会

的领导机构，林伟民、苏兆征、刘少

奇、 邓中夏等被选为执委会委员。
与此同时，林伟民还被一致推举为

执行委员会委员长。
1925 年 5 月底， 上海爆发了

“五卅惨案”， 为了声援 “五卅惨

案”， 中共广东区委决定发动香港

工人和广州洋务工人举行反帝大

罢工，这就是著名的省港工人大罢

工。为此，党组织委派苏兆征、邓中

夏、杨殷等人到香港组织发动工人

罢工，同时委派林伟民、李森等负

责广州方面的罢工筹备工作。 6 月

13 日，林伟民、李森等成立了省港

罢工委员会临时办事处，作为接待

罢工工人及筹措罢工经费的办事

机构，接着便开始准备罢工前的各

项工作。在得到国民党左派领袖廖

仲恺支持后，林伟民征用了广州市

内一批烟馆、赌馆及其他空房作为

安置罢工工人的宿舍，还迅速筹集

了一笔经费，购置了大量的粮食及

其他生活用品，以供罢工工人撤回

广州后使用。 此外，林伟民还发动

盐船工人支援省港罢工，帮助罢工

工人解决住宿、交通运输等问题。
1925 年 6 月 19 日，省港大罢

工正式开始，罢工工人纷纷离开香

港返回广州，不到半个月，参加罢

工人数达到 20 余万人。 由于林伟

民在广州做了充分的准备，所以从

香港返回广州的工人都得到了及

时妥善的安排。在林伟民等人的领

导下， 成立了罢工工人代表大会、
省港罢工委员会。省港罢工委员会

作为罢工的“最高执行机关”，由香

港罢工工人、广州沙面洋务罢工工

人 以 及

中 华 全

国 总 工

会 三 方

面 的 代

表共 13
人 组

成 ， 林

伟 民 作

为 中 华

全 国 总

工 会 代

表 当 选

为 罢 工

委 员 会

13 名代表之一。 7 月 1 日，林伟民

亲自主持了罢工工人代表大会的

第一次会议，讨论及选举罢工纠察

队的工作人员问题，会议还讨论通

过了对香港实行封锁粮食出口、设

置粮食贩卖委员会等重大问题。 7
月 3 日，林伟民又主持召开罢工委

员会第一次会议。
繁忙的工作使林伟民腿部的

骨结核病发作，1925 年 8 月中旬，
他被送到医院接受治疗。由于病情

严重， 医生给他动了一次手术，但

躺在病床上的林伟民仍关注着省

港大罢工。他向前来探病的同志详

细 了 解 情 况， 发 表 自 己 的 见 解。
1926 年夏，林伟民的病情恶化，医

生对他进行了第二次手术。当病情

稍有好转时，为了减轻组织的经济

负担，林伟民坚持离开医院回家养

病。不久，病情又再次恶化，林伟民

被送到医院进行了第三次手术。此

后，国民党反动派在广州发动四一

五政变，到处搜捕共产党人。 为了

安全起见，住院治疗时，林伟民化

名林齐卿。 这时，党组织已转入秘

密活动，再也无法从经济上接济林

伟民了，许多盐船工人便自发捐款

维 持 林 伟 民 的 药 费 及 生 活 费 用。
1927 年 9 月 1日，40 岁 的 林 伟 民

不幸在医院病逝，广州盐船工人不

顾生命危险，集资安葬了林伟民的

遗体。 全国解放后，广东省人民政

府把林伟民的遗骨移葬于广州银

河革命公墓。
（责任编辑：张文军）

刘少奇在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现场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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