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少奇在广州领导工运 

 

1898 年 11 月 24 日，刘少奇出生在湖南宁乡的一户农家。在处

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近代中国，他和同时代的很多青年一样，急

切地寻找改变现状的办法。1921 年春，经上海早期共产党组织的介

绍，刘少奇冲破重重阻碍远赴苏俄，进入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

习，其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东方大学旅俄支部负责人之一。回

国后，他于 1922 年 9 月赴安源领导 13000 名路矿工人罢工，取得了

“未伤一人，未败一事”的完全胜利，成为早期工运史上的传奇领袖。 

1926 年春，刘少奇受中共党组织委派，以中华全国总工会代理

委员长的身份来到广州领导省港大罢工。当时，正值广州木棉盛开，

花团锦簇，大街小巷贴满了“打倒列强除军阀”“把帝国主义赶出中

国去”的标语，佩戴红袖章的工人纠察队气宇轩昂地在大街上巡逻，

维持秩序。全总和省港罢工委员会的会员听说刘少奇来了，纷纷前来

看望，大家热烈畅谈，气氛十分融洽。 

此时，发生了帝国主义破坏省港大罢工的“贝尔封关”事件。1926

年 2 月 22 日，粤海关掌管税务的英国官员贝尔借口省港罢工工人纠

察队扣留 8 艘未经海关查验的货艇，悍然下令封闭海关，企图阻断整

个华南对外贸易通道，进而造成社会动荡，破坏省港大罢工。刘少奇

敏锐地洞察出帝国主义的阴谋，与邓中夏、苏兆征一起发动广州总工

会和各界群众反对封闭海关的斗争。2 月 25 日，全总和罢工委员会

联合各大商会发出《工商联合对粤海关税务司贝尔的宣言》；26 日，



广州工农商学界 10 万人在广东大学大操场举行声讨大会和示威游行，

抗议英国殖民者的无耻行为。在中国人民的强烈抗议下，港英当局不

得不在当天宣布重新开关。在刘少奇等其他领导人的共同努力下，这

场斗争取得了彻底的胜利，省港大罢工的工人们深受鼓舞。 

刘少奇十分注重与工人的团结与合作。省港大罢工期间，几百个

工会各树旗帜，互不统属，还经常闹一些纠纷，很难统一管理，也没

有办法攥成拳头一致对外。针对这种情况，刘少奇与邓中夏、苏兆征

不辞辛劳深入各行业、各地区的工会组织中进行教育工作，苦口婆心

地给工人讲大局、讲工人的共同利益和奋斗目标。告诉他们要取得斗

争的胜利，就必须联合香港的工人，联合全国的工人，不仅在罢工期

间要联合，罢工胜利之后更要靠联合成立工会来致力于建设新社会。

1926 年 2 月至 4 月，在刘少奇等人的推动下，省港两地的数百个工

会很快团结起来。4 月中旬，香港、广州总工会相继成立，刘少奇代

表全国总工会把一面绣有“革命前线大炮台”的锦旗送到会场，工人

们振奋不已。 

在刘少奇的指导下，中华全国总工会开办了劳动学院。在开学典

礼当天，刘少奇发表讲话：“诸君也要把此劳动学院当作一个大火炉，

自己却当作一枝很粗的坚强的钢铁：把自己投到炉火中去锻炼，炼成

一个坚强不挠能够担当伟大事业的革命家！”劳动学院开班之后，刘

少奇亲自为学员们讲授《工会组织法》，培养了大批革命人才，成为

优秀的革命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