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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报首席记者 庄从周 文/摄

上海工人阶级以独立姿态登上舞台
———“致敬！红色工运”主题图片展《觉醒》篇解读

启蒙开悟

1919 年爆发的五四运动，
犹如一声惊天春雷， 在唤醒先
进知识分子的同时， 也推动上
海的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姿态

登上政治舞台。 马克思主义的
传播与工人运动相结合， 使工
人阶级由自在的阶级向自为的

阶级逐步转变。
五四运动后， 一批先进知

识分子来到中国工业最发达 、
工人阶级最集中的上海。 他们
举办工人夜校， 让工人识字明
理，促进工人团结；深入许多工
厂，与工人打成一片，启发工人
觉悟。

陈独秀（1879-1942），安徽
怀宁人 。 1915 年在上海创办
《青年杂志》，发起新文化运动，
后参与领导五四运动。 1920 年
2 月从北京来到上海后， 深入
工人群众，开展建党活动，是中
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

1920 年 6 月，陈独秀在其
寓所，同李汉俊、俞秀松、施存
统、陈公培开会商议，决定成立
共产党组织 。 1920 年 5 月 1
日，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
志第七卷第六号，“隆重” 推出
版面扩大一倍以上 、 篇幅达
400 页的《劳动节纪念号》。

“世界上是些什么人最有
用最贵重呢？ ……我以为只有
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 ……
社会上各项人， 只有做工的是
台柱子， 因为有他们的力量才
把社会撑住；若是没做工的人，
我们便没有衣、食、住和交通，
我们便不能生存；如此，人类社
会岂不是要倒塌吗？ 我所以说
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 ”

———《劳动者底觉悟》

真理启航
陈望道（1891-1977），浙江

义乌人。 1915 年 1 月赴日本留
学，先后在东洋大学、早稻田大
学、中央大学等校学习文学、哲
学、法律等，并在课外努力钻研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1920 年
翻译《共产党宣言》，参与创建
上海早期共产党组织。 他撰写
的大量宣传无产阶级运动的文

章， 对于党早期组织开展工人
运动， 起到了重要的理论指导

作用。 1977 年逝世于上海。
在《劳动界 》刊物上 ，陈望

道先后发表了《平安》、《真理底
神》、《女子问题和劳动问题 》、
《劳动者唯一的 “靠着”》 等文
章，还曾连载翻译过《劳动运动
通论》。这是《共产党宣言》第一
个中译本，于 1920 年 8 月在上
海出版。 《共产党宣言》对宣传
马克思主义， 为中国共产党的
创立奠定思想基础方面， 都起
了重要作用， 同时对中国工人
阶级和先进知识分子也产生了

十分深远和广泛的影响。
“一百年前，陈望道同志翻

译了首个中文全译本 《共产党
宣言》，为引导大批有志之士树
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 投身民
族解放振兴事业发挥了重要作

用。现在，你们积极宣讲老校长
陈望道同志追寻真理的故事 ，
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 是一件
很有意义的事情。 希望你们坚
持做下去、做得更好。 ”

———习近平在 2020 年 6
月 27 日给复旦大学青年师生
党员的回信

初露锋芒
共产党上海党部在 1921

年开始做组织工作， 首先在沪
西小沙渡 ,着手开办劳动补习
学校， 主持者为李启汉 。 此
地是上海纱厂集中区域之一。
长辛店和小沙渡两地都是中

国共产党最初做职工运动的

起点。
李启汉（1898-1927），又名

李森，湖南江华人。 1920 年春
到上海 ，8 月参加上海社会主
义青年团， 不久加入中国共产
党发起组，领导上海工人运动、
省港大罢工等。 曾任中国劳动
组合书记部干事、 中华全国总
工会执行委员兼组织部部长 、
省港罢工委员会委员兼干事局

局长。 1927 年 4 月在广州被国
民党反动派逮捕，英勇就义。

1920 年秋，中共发起组委
托成员李启汉到沪西小沙渡纱

厂集中区开办工人半日学校 ，
对工人进行文化教育和马克思

主义思想启蒙。 工人半日学校
地处小沙渡槟榔路（今安远路）

锦绣里 62 弄 178-190 号。锦绣
里是由日商内外棉九厂出资建

造的两层楼简陋工房 ， 共 31
幢。 李启汉租借 3 个门号为办
学场地。

1921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
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 上海浦
东英美烟公司工人发生了大罢

工。 党派遣李启汉领导罢工斗
争。 8 月 11 日，持续了三个多
星期的罢工宣告胜利结束。

1921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
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

开。 这次大会通过的决议明确
了党在当前的 “基本任务是成
立产业工会”，“党应在工会里
灌输阶级斗争的精神”，要派党
员到工会去工作。从此，工人运
动方兴未艾。

历经风雨
邓中夏（1894－1933），原名

邓康， 字仲遚， 湖南宜章人 。
1917 年 ， 考入北京大学中文
系，1920 年 5 月在长辛店组织
工人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 ，成
立长辛店工人俱乐部。 1922 年
7 月参加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二
大 （其代表资格未完全确定），
当选为中共第二届中央执行委

员会候补委员。 1923 年同蔡和
森等创建上海大学。 1923 年，
二七大罢工失败后， 邓中夏根
据党组织的安排赴上海， 参加
创办上海大学，任总务长，主持
学校行政工作。 1925 年当选全
总执委，任秘书长兼宣传部长，
后领导省港大罢工， 历任中共
江苏省委书记和广东省委书

记。 1933 年 9 月牺牲于南京雨
花台。

1933 年 5 月， 邓中夏在上
海被捕，之后，关押在南京宪兵
司令部。 国民党的中央要员利
用他遭遇的不公， 劝他改弦易
辙。 他义正辞严地说：“我被撤
销职务，这是我们党内的事，与
你们无关。 ”监狱内的党支部得
知邓中夏多次被国民党中央要

员传唤，便询问他的政治态度。
他饱含深情作答 ：“我坚持理
想，就是骨头烧成灰，还是共产
党员”。

“就是骨头烧成灰，还是共
产党员！ ”

———邓中夏

巾帼强音
在本次主题图片展的四大

章节中， 每一章节都会有一位
女性工运人物， 她们的故事同
样令人动容，而在“启蒙”章节
中，登场的便是向警予。

向警予主编的《妇女周报》
是唯一能反映全国妇女运动全

貌的刊物， 成为当时指导全国
妇女运动的 “精神的中心 ”。
1923 年，向警予在《妇女周报》
第六期撰文 《一个紧急的提
议》、《告丝厂劳苦女工同胞 》，
号召丝厂女工奋起抗争， 实现
“每日工作九小时，每月休息两
日”；以上海海员罢工胜利的经
验， 教导丝厂女工要在团体指
挥下万众一心，“只有团结奋斗
是惟一的武器”。

1923 年，向警予在《前锋》
发表 《中国最近妇女运动》，文
中汇总《1922 年中国劳动妇女
罢工运动表》， 说明在这 60 余
次罢工中， 以上海丝厂女工同
盟罢工、日华纱厂罢工、湖北英
美香烟厂罢工人数最多， 运动
最为激烈。 1923 年 6 月，在广
州召开的中共三大上， 向警予
当选为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第

一任书记。 大会通过由她起草
的《妇女运动决议案》。

“慈母心肠，英雄气魄”。
无情未必真豪杰， 有志还

看女英雄。 这就是中共第一个
女中央委员向警予的写照。 在
遍布上海的轻工业工厂中 ，女
工受剥削深重。向警予的出现，
为她们带来了曙光。 向警予将
妇女解放与社会改造联系起

来， 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心血 。
1928 年 3 月，她在武汉被捕，被
关押在卫戍司令部军法处。 在
狱中的深夜，她时常面壁而坐，
对着图片上的两个孩子满怀深

情地说：“妮妮、博博，妈妈在叫
你们呢，你们听见了吗……”说
着说着，情不自禁，热泪盈眶。
实堪称：天长路远思念苦，狱中
凄凉断肠声。

“我是向警予 ， 我是中国
共产党党员！ 我为解放工农劳
动大众 ， 革命奋斗 ， 死而无
憾！”

———在赴刑场的途中 ，向
警予高声呐喊

上海，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中国工人阶级的发祥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
期许多重大工人运动的发生地。上海在这段波澜壮阔的光辉历史中，涌现出一个又
一个革命英雄与工运先锋，他们化思想为实践，艰辛探索；以磨难为历练，奋勇当
先；促团结为力量，百折不挠……他们始终怀揣革命初心，坚守理想信念，带领上
海工人阶级在革命的大风大浪中成长壮大，直至工人阶级成为新中国的主人。日前，
“致敬！红色工运”主题图片展在上海市工人文化宫二楼拉开大幕。本次展览共分为

四个章节，50 余工运人物贯穿其中，四大篇章分别为“觉醒”、“壮大”、“抗争”、“担当”，劳动报记者细致梳理每一个章节中的重要人物、
历史事件，为本次主题图片展提供更加多元的解读视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