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陈志文回忆广州工人运动

1921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为了加强对工人运动的领

导，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广州的中国共产党广东

区委员会同样以发展工人运动为主要工作，由杨殷、刘尔崧等

主持，在广州有梁九、张瑞成、蔡葛民等，在佛山有梁复然（梁

复燃）、王寒烬等，通过种种社会关系（如同乡、同学等“五

同关系”）发展工人运动。

1924 年革命统一战线建立，在工运方面派杨般、梁桂华

带同梁复然、黄平、罗珠、李连、黄天伟等到香港去开展工作。

计在海员工会的除原有苏兆征、林君伟外，增加了黄平、梁复

然与梁桂华，由黄平担任工会英文秘书。“五卅惨案”发生，

中共广东区委杨殷、邓中夏、杨匏安、陈志文等到香港去发动

工人、学生罢工、罢课。依靠香港党、团组织，仅十多天实现

了罢工、罢课。

粤汉铁路总工会。1922 年杨殷开始在粤汉铁路工作时，

粤汉铁路已有了两个工会组织，一个是广东机器工会属下的

“余闲乐社”，另一个是车务工人潘兆銮等组成的车务工会。

杨殷通过同乡关系与机器工人陆枝交朋友，从而又串连了李

甫、李连、梁公炽等，再串连了机厂及机车工友，组织了“公

余群理”。1923年年底共产党在粤汉铁路成立支部，杨匏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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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支部书记，后由杨章甫接任，兼任粤汉铁路工人子弟学校校

长，全线串连工作进展很快。1924 年初，粤汉铁路的工人梁

强被滇军拉去作挑运夫役，党支部决定由“公余群理”发动全

路罢工援救梁强，取得胜利。6月，协助广东革命政府讨伐滇

桂军叛乱，以罢工瘫痪滇桂军的调动与运输，又取得胜利。粤

汉铁路总工会于 1925年 8月 29日举行开幕典礼。

广三铁路总工会。1922 年初杨殷在铁路工人中串连的时

候，由于广三路线短，工人多住在沿线各乡村，不易接触。1923

年孙中山率五省联军赶走陈炯明，在广州建立大元帅府。曾做

孙中山警卫（队长）的刘少溪及其兄刘照均到广三铁路来任职，

刘照又带了一批工人来做工。他们都是国民党员，是“海外同

志社”的。杨殷与刘少溪是同乡、老友，常到刘家串门，从而

杨结交了海外同志社的一批人，如刘照，刘公素……并于 1924

年初由机厂（包括司机、司炉等）、木厂、材料厂、油漆厂、

印刷厂等合组“广三铁路临时工会”，并与车务及养路工程两

方面联系，筹备建立“广三铁路总工会”。广三铁路临时工会

承担了广东革命政府制造武器任务， 省港大罢工开始时，派

出一批工友办理接待工作等。1925年 10月，中共派陈志文为

广三铁路党支部书记，又通过广三铁路总工筹备会决议聘请陈

志文为总工会秘书。到了年底，团决定袁德韵为广三路团支部

书记，又由临时工会聘袁德韵为工人子弟学校校长。广三铁路

总工会于 1926年 4月 20日举行开幕典礼。

粤汉铁路工友参加广州起义略况。粤汉铁路纠察队和工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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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同南韶连农军北上武汉。据李甫回忆：不久，粤汉铁路工友

沿长江到九江转南昌，参加“八一起义”，后又受命化整为零

返广州，并取得联系，受杨殷领导。广州起义时工人赤卫队第

三联队是粤汉工友为主力，队员约 400人。杨殷吩咐粤汉铁路

司机司炉十余人集中黄沙车站，两台机车备足煤水，昼夜升火

待命，并指定由李甫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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