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伟民——工运革命家的爱国情结 

 

 

林伟民是早期中国工人运动史上的杰出领袖。1887年 10月，林

伟民出生在广东香山县（今属珠海市）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他从小

就跟随父亲以垦荒种地、下海捕鱼为生。成年后为减轻父母的负担，

林伟民随一位乡亲跑到香港谋生。最初，林伟民在码头从事搬运工作，

但是每天赚取的工资非但不能接济家乡的父母妻儿，甚至自己在香港

的生活都无法保证。后经乡亲的帮忙，林伟民成为外国轮船船员。在

当海员的日子里，林伟民干的是轮船上最苦的工作，他经常在舱底烧

涡轮、做饭、打杂，或在舱面做油漆，一不小心就会掉到大海里。在

备受压迫和歧视的生活中，促使林伟民逐渐萌发了反抗帝国主义和封

建主义的思想，他渐渐懂得了要摆脱枷锁和奴役，只有靠海员和工人

们团结一心，联合起来共同反抗。 

在海外漂泊的时候，林伟民有幸认识了孙中山，他积极协助革命

党人运送宣传资料、军火物资，支援武装起义。1917 年，俄国十月



革命的胜利深深影响和鼓舞了林伟民，他了解到俄国工人阶级联合起

来打倒了资本家，自己做了主人，成立了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他很

快接受了无产阶级革命思想。 

1921 年 3 月，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在香港正式成立。这是中

国海员工人的第一个真正工会组织。从此，海员有了自己核心的组织。

林伟民被选为干事，负责交际方面的工作。1922 年 1 月，香港海员

罢工爆发了。林伟民在香港组织了一支“打狗队”，专门对付那些破

坏罢工、煽动复工的工贼，保证罢工斗争的顺利进行。这样，他慢慢

地走上了领导工人运动的道路。 

1924 年春天，林伟民代表香港海员工会去苏俄参加国际运输工

人代表大会，在苏期间与罗亦农等共产党人相处，对党的认识更有所

加深，对党的信仰更加坚定，决心跟着共产党干革命。在罗亦农的介

绍下，林伟民在莫斯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广东海员中最

早的党员之一。 

1925 年 5 月，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林伟民当选为

中华全国总工会首届委员长，成为早期中国工人运动的著名领袖。

1925 年 6 月，省港大罢工爆发后，林伟民十分关心罢工工人的生活

工作等情况，经常深入罢工工人当中嘘寒问暖，对各项工作都是长期

打算，未雨绸缪。还在天气相当炎热的时候，林伟民、苏兆征等罢工

领导人便开始为罢工工人准备冬天的御寒衣物。等天气转冷时，工人

就能第一时间领到御寒棉衣棉被，大家都感到很温暖，称这些棉衣为

“万岁衣”。由于长期紧张繁忙的工作和艰苦贫困的生活，使林伟民



腿部的骨结核病在省港大罢工期间恶性发作，不得不住院治疗。卧病

在床的他仍关心和支持着省港罢工委员会的各项工作。1926年 1月，

全国海员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林伟民因病未能出席大会，但

仍被选为执行委员会委员。 

1927年 9月 1日，林伟民在广州病逝，年仅 40岁。广州盐船工

人惊悉后，冒着危险集资殓葬他的遗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

广东省省长、老海员陈郁的关注下，广东省人民政府把林伟民的遗骨

移葬于广州银河革命公墓，供后人凭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