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邓中夏——工运“诸葛” 

 

1894年 10月，邓中夏出生于湖南省宜章县的知识分子家庭。1917

年，邓中夏考进北京大学文学系。毕业后，他放弃了到欧美留学深造

的机会，也拒绝了父亲在农商部为他谋到的美差，立下“不当官，要

做公仆”的志向，决心全力以赴从事工人运动，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中

国工人运动相结合。 

1925 年 5 月 1 日，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邓中夏当

选秘书长兼宣传部长。不久，他参加组织和领导了震惊中外的省港大

罢工。 

 

大罢工爆发后，对于如何组织和安置好 20 多万的罢工工人，如

何坚持斗争，一连串的问题摆在了共产党人面前。邓中夏作为省港

大罢工的主要领导人，他以非凡的组织才能、高超的斗争艺术加以



应对，交出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邓中夏吸取俄国苏维埃政府的

经验，组织建立了由罢工工人代表组成的罢工委员会，选出在工人

中有很高威望的苏兆征任委员会委员长。下设干事局、审计局、法

制局等一系列专职部门，高效运作。罢工委员会内设党团组织，邓

中夏任中共党团书记。为了真正代表广大工人的意愿，邓中夏还创

造性地发动工人选出代表，组成罢工工人代表大会，作为罢工工人

的最高权力机关，调动起了全体罢工工人的积极性。为维持革命的

秩序，邓中夏组建了一支由 2000多名工人组成的纠察队，他自任训

育长，实施政治教育与军事教育并重的方针，保证这是一支忠于革

命的工人阶级队伍。 

省港大罢工开始后，中共广东区委和罢工委员会采取了全面反

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策略，以打击英帝国主义者。但是与此同时，也

给自身造成很大困难。因为广东一直有进口粮食、燃料和日用品的

传统，封锁口岸后，广东商人无生意可做，人民生活也受到影响。

邓中夏认真分析了帝国主义阵营的情况，最后提出了“凡不是英国

货英国船及经过香港者，可准其直来广州”的“单独对英”原则，

作为省港罢工期间的中心策略。这样可以集中力量打击英帝国主义

者，而对其他国家的商船则网开一面，只要他们不贩卖英国货，可

颁发特许证，允许他们来广州进行贸易活动。 

为争取更多商人的支持，罢工委员会又修改了之前的做法，在

坚持“单独对英”的原则下，制定了取消“特许证”后的“善后条

例”。邓中夏又提出“工商联合”的政策，建议在广州建立“工农商



学联合会”。这个统一战线的组织，对团结商人、支持罢工起到了

很好的作用。实践证明，这个政策的实行，是大罢工能够坚持 16个

月的重要原因。难怪邓中夏在一次集会上发表演说时说，“工商联

合这个武器最厉害”“比飞机大炮还有力量”。 

1933 年 5 月，邓中夏在上海被捕，随即被叛徒供出身份。蒋介

石令人立即将邓中夏押往南京国民党宪兵司令部。在狱中，他以共

产党员的坚定信念和钢铁意志，抵御敌人的丰厚利诱和严刑拷打。

他对狱中地下党支部负责人说：“请告诉大家，就是把邓中夏的骨头

烧成灰，邓中夏还是共产党员。” 1933 年 9 月 21 日，邓中夏在南

京雨花台刑场牺牲，时年 39 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