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人运动指挥部——中华全国总工会旧址往事 

 

在广州越秀南路 89 号有一座鹅黄外墙的庭院，院子里有一栋两

层带地下室的砖木结构西式洋房，临街为一个圆拱形大门。整个建筑

看起来很大气，是一座深受外国建筑设计影响的楼房，这里便是中华

全国总工会旧址所在地。它是中华全国总工会在 1925 年成立后的第

一个总部所在地，作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机关的起点，见证了中华全国

总工会践行初心和使命，带领全国工人阶级团结、奋斗，为谋求工人

利益不懈斗争的光辉历程。 

中华全国总工会旧址原为惠州会馆，在清末民初由惠州同乡集资

兴建，是一座用于惠州同乡在省城聚会的场所。会馆在辛亥革命后逐

渐成为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政权的办公场所，经历了大革命时期和国共

合作期间风云跌宕的历史。 

1917 年 9 月，孙中山在广州成立军政府，任命陈炯明为援闽粤

军总司令，司令部设在惠州会馆内。1924 年 1 月，国民党中央党部

办公地点设在惠州会馆的二楼，一楼为广州工人代表会礼堂。在国民

党中央党部时期，这里曾经发生过轰动一时的廖仲恺遇刺案件。1925

年 8 月 20 日，廖仲恺前来国民党中央党部参加会议时，在旧址楼前

的石阶上遭到暗杀，被送往医院途中已经气绝身亡。 

1925 年 5 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在

广州召开，成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全总”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工

人阶级有了统一的组织和领导工人运动的总机关。于是，中华全国总



工会从大德路的临时办公场所搬迁到惠州会馆内二楼办公，一楼仍然

作为广州工人代表会的办公场所。从此以后，这里就成为大革命时期

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工人运动的中心。中华全国总工会领导了震惊中

外的省港大罢工，积极发展各地工会组织，开展工人教育，有力地巩

固了广东革命政权，推动大革命走向高潮，为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作

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广大工人阶级在革命高潮中发挥了先锋和骨干

作用，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华章。 

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攻占武汉后，为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

中华全国总工会于 1927年 1月发表告全国各工会书，宣布北迁武汉，

在广州设立办事处。此后，这里成为“全总”广州办事处的办公地。

蒋介石发动四一五政变后，“全总”广州办事处被封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政府接管了惠州会馆。1958 年，

刘少奇同志致信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赖若愚同志，提出将“全总”旧

址加以保护。于是，人民政府对惠州会馆进行修缮并辟为纪念馆，刘

少奇题写馆名，并于 1959年 10月对公众开放。1988年，“全总”旧

址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于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时期，在多场反帝反

封建的工农运动中，有不少革命先驱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矗立于

中华全国总工会旧址院内的工农运动死难烈士纪念碑，就是为了铭记

近代中国工人在革命中所作出的奉献与牺牲。如今，在广州市委市政

府的大力支持下，越秀南路的这栋小洋楼将以全新的姿态讲述发生在

它身上的那段点燃全国工运“星星之火”的红色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