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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复然（燃）、郭瘦真回忆省港大罢工
1924年夏天，中共广东区委派梁复然（燃）、黄平分

别以国民党工人部和中央党部特派员的名义到香港去搞工

人运动，在海员、洋务、木匠等工会中进行组织宣传工

作。当时他们就已特别注意接近苏兆征，以后由邓中夏同

志以中华全国总工会名义提出选派苏兆征随孙中山北上

（当时我党主张由全国职业团体派出代表去北京举行国民

会议），并在北京由加拉罕、李大钊介绍苏兆征入党。此

外，1924年党还派罗珠到香港海军船坞工作，香港方面的

党员有李义宝（教书）、张人道（照相）、林君蔚（香港

教育司视学员）等同志在洋务、同德（码头工人）、电

车、海员等工会工作。1925年“五卅”惨案后，为了发动

支援上海工人阶级的斗争，邓中夏、杨殷、杨匏安等10多

个党团员由广州到了香港，开过党团骨干积极分子会议，

对罢工做出初步决定后，由中夏同志召集海员、电车、洋

务、同德等工会领导骨干会议。当时香港工会很复杂，黄

色工会靠抽赌捐来维持。孔教会在香港殖民当局的纵容

下，其反动思想也欺骗了一些工人，他们说上次海员罢工

到广州睡街头没饭吃。针对这些情况，中夏同志指出，由

国民党中央党部组织部的秘书杨匏安出面代表国民政府负

责解决罢工工人的一切困难，说服了黄色工会领袖，通过

了罢工决议。最初罢工人数不很多，后由杨殷负责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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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工人罢工。杨熟悉各黄色工会、三合会和其他各种社

团，甚至买办资产阶级他也很熟悉，因此给各方面的工作

带来极为有利的条件。由李二姑（又名李少堂）、黄平

文、郑全几个协助杨殷进行工作，输送文件情报、散发传

单等。

罢工斗争虽已初步展开，但仍有不少工头把持工会，

工贼和帝国主义勾结破坏罢工，临时雇用一些工人上工与

罢工工人对抗。为取得罢工斗争胜利亦采取非常手段，郑

全（水匠工会党员）曾在中环街市前高升茶楼附近用炸弹

炸废电车，还炸伤一个反对罢工的开车人（当时车上无乘

客），对极反动的工贼还有用短剑对付的事发生过。海员

陈俞夫，曾参加过联义社并做过国民党的小官，好争第

一，是群众运动中的勇敢分子，他利用罢工斗争风起云

涌、英警不明真相的时机，曾在军警密布的码头上，对着

刚靠岸的大海轮船的海员工人高声大唱：“通通立即罢

工，谁不罢工就手枪对待！”并朝天一连开三枪示威。海

员工人立即背上小包袱，上岸参加罢工。当时党组织对这

种暴力过火方法是不同意的，并曾提出批评意见，但按当

时情况采取某些非常措施是无法避免的。

邓中夏同志在香港住在杨殷的叔叔杨高家，有时又住

杨殷的妹夫家，后来杨匏安同志被捕，但他不承认发动罢

工，说是国民政府派来，与刘、杨商量事情，被关几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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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获释。

在省港大罢工斗争中，党极重视发展工人入党，经事

前培养教育后，中夏曾召集海员工人开会，并问他们是否

赞成共产党，在教育会（现在的南方戏院）召开的一次会

议上，中夏同志亦采用集体发展党员的办法，号召愿意参

加共产党的举手，对赞成参加共产党的罢工工人采取了集

体发动的方法，手续虽不似今天完备，但凡加入的，入党

费是一定要交的，也一定要参加组织生活。罢工中吸收的

党员当在 3000人以上，通过罢工斗争，党的力量壮大巩固

了，为以后的广州起义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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