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州是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策

源地之一。深冬时节，记者来到当年京

汉铁路总工会成立旧址——位于郑州

市钱塘路中段 82 号的郑州二七纪念堂，

探 访 红 色 足 迹 。 由 此 向 北 步 行 约 700

米，便是矗立在二七广场的郑州二七纪

念塔。

1951年 9月份，在京汉铁路总工会成

立旧址——普乐园修建二七纪念堂，以纪

念“二七大罢工”。1953 年 2 月 7 日，纪念

堂正式启用。二七纪念堂是新中国最早

的纪念性建筑之一。

惨无人道的考工

中共郑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业务三处

处长朱建新介绍，1923年2月1日，京汉铁

路工人在郑州举行总工会成立大会，但大

会遭到军阀无理阻挠。为此，京汉铁路总

工会执委会决定全路自 2月 4日起实行总

罢工。2 月 7 日，京汉铁路全路罢工工人

遭到武力镇压。军阀吴佩孚在帝国主义

势力的教唆和支持下，调动 2万多名军警

镇压罢工工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二七

惨案”。在同敌人斗争中，共产党员和广

大工人表现得无比坚强。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于

1922 年 7 月份在上海召开，会议通过的

《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议决案》，要

求各地党组织集中力量，在铁路、海员、五

金、纺织等行业组织产业工人工会。提及

二七大罢工的背景，朱建新说，在当时建

立的铁路工会中，以京汉铁路沿线工会的

工作基础较好。

20 世纪初的军阀混战，导致贫苦农

民和手工业者为了生存，纷纷到铁路上找

碗饭吃。他们遇到的第一关就是考工。

那时，在工人中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考

工难，考工难，入路难似上青天，压断筋骨

累折腰，有的一命染黄泉。”

究竟什么是考工？当时，有种名叫扁

担簧的机车配件，重达 200 斤，资本家规

定，凡是来参加考工的人都必须扛起它走

上 100 米。在走的过程中，工头会冷不防

地往工人的腿窝儿里猛踢两脚，工人身不

弯、腿不颤才算合格。参加考工的人都是

穷人，吃不饱饭，面黄肌瘦，哪有那么大的

力气。不少人在参加考工中被压得口吐

鲜血，落得终身残疾。

当时京汉铁路工人劳动强度之大骇

人听闻——每天劳动时间长达 12 小时至

17小时。他们一天工资仅 2角钱，但一个

总工务段段长每月工资高达 1300 元。工

人拿着如此低的工资，还要遭受名目繁多

的剥削和压迫，违反工厂规定就会遭罚

款、挨打甚至被开除。当时，铁路工人们

过的是“成年累月做马牛，吃喝如猪穿如

柳”的悲惨生活。

在压迫下觉醒

在残酷的压迫下，工人们发出了“军

阀刀鞭沾满血，工人何时能出头”的愤怒

呐喊。1920 年 10 月份，李大钊同志在北

京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开始在京汉铁路

开展工人运动。李大钊同志曾两次来到

郑州为工人们讲学，启发他们的思想觉

悟。1921年 8月份，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

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作为公开领导

工人运动的机关。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

部的领导下，京汉铁路沿线工会组织不断

建立，工人运动蓬勃兴起，广大工人迫切

要求建立全路统一的工会组织。在这种

形势下，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会决定于

1923年2月1日在郑州召开京汉铁路总工

会成立大会。

京汉铁路纵贯河北、河南和湖北三

省，是连接华北和华中的交通命脉，有重

要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意义。京汉铁路的

运营收入是军阀吴佩孚军饷的主要来源

之一，工人运动日益高涨，威胁到了他的

利益，因此吴佩孚下令禁止在郑州召开京

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并派出大批军警

妄图对大会进行阻挠和破坏。

工人代表们对军阀的无理行动表示

极大愤慨，决定照常召开成立大会。他们

不顾生死，冲破军警荷枪实弹的重重包

围，进入会场。郑州铁路工会委员长高斌

宣布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正式开始，

“京汉铁路总工会万岁”“劳动阶级胜利万

岁”的口号连绵不绝。这时，武装军警把

会场严密包围起来，企图强行解散会议，

代表们与之斗争，会议被迫提前结束。会

后，反动军警又包围了代表的住处，监视

代表行动，占领、封闭、捣毁总工会和郑州

分会会址。

代表们受此凌辱，十分愤怒。为此京

汉铁路总工会执委会召开秘密会议，决定

自 2 月 4 日起举行全路总罢工，号召工人

们“为自由作战，为人权作战，只有前进，

绝无后退”。为了便于指挥这次罢工斗

争，总工会移至汉口江岸办公，组织总罢

工委员会，并指定了各分会的罢工领导

人。从 2月 4日上午 9点起，仅 3个小时就

实现了全路 2万多名工人全部罢工，北起

长辛店，南至汉口，长达 1200 多公里的京

汉铁路立即瘫痪。

2 月 7 日当天，在帝国主义势力的支

持下，军阀吴佩孚终于下了毒手。湖北

督军萧耀南借口调解工潮，诱骗工会代

表到江岸工会会所“谈判”，工会代表在

去工会办事处途中，遭到反动军警的枪

击，赤手空拳的工人纠察队当场被打死

30 多人、打伤 200 多人。反动军警还闯

进工人宿舍，大肆搜捕，制造了震惊中外

的“二七惨案”。

无比坚强的共产党员

林祥谦，福建闽侯县人，生于 1892

年，共产党员，在江岸机厂当钳工。1922

年江岸分工会成立时，被选为委员长，在

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中，他立场坚定，冲

锋陷阵。1923 年 2 月 7 日汉口降下大雪，

敌人把林祥谦绑在江岸车站的电线杆上，

用刀逼迫他下令复工，他宁死不屈，英勇

就义，时年31岁。

施洋，字伯高，湖北竹山县人，生于

1889年，共产党员。他是京汉铁路总工会

与湖北省工团联合会法律顾问，对社会

底层的劳苦大众怀有深厚感情，工人们

亲切地称他为“劳动者的律师”。施洋在

1923 年 2 月 7 日被捕，15 日被秘密杀害于

武昌洪山，年仅 34岁。面对残暴的军阀，

他展现出一个共产党员视死如归的英雄

气概。

在这次大逮捕和大屠杀中，共有52位

同志牺牲，300 多人受伤，1000 多人被开

除。在这次惨案中，许多工人被打成重伤，

敌人不许医院救治。工人们被打死了，敌

人还不许家属收尸。残暴的军阀甚至割

下被捕工人的头颅，将鲜血淋淋的人头悬

挂在火车两边，沿途威吓罢工工人，一时间

腥风血雨扑面而来，工人的鲜血染红了京

汉铁路。

惨案发生后，中共中央发表《为吴佩

孚惨杀京汉路工告工人阶级与国民》书，号

召全国人民和工人阶级团结起来，为自由

而奋斗。全国各地工人和各界民众迅速

掀起一个声势浩大的声讨军阀、支援京汉

铁路工人的运动。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京

汉铁路总工会和湖北省工团联合会忍痛

于2月9日下令复工。

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是党领导的

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顶点，在中国革

命史和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

一页。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京汉铁路

工人为争取成立总工会的自由和工人阶

级的政治权利，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

义，进行了一次伟大的政治斗争，显示了

工人阶级的力量，表现了中国无产阶级

刚刚走上政治舞台时的英勇气概与革命

精神，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中

的影响。

英勇牺牲的烈士们，用生命和鲜血进

一步唤醒了中国人民，使他们更明确地认

识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是中国各族人

民不共戴天的敌人，必须与之斗争到底。

烈士们的精神永垂不朽！

2021年1月21日 星期四6 特别报道

京
汉
铁
路
见
证
工
人
力
量

本
报
记
者

夏
先
清

杨
子
佩

工人阶级始终跟党走
杨子佩

早在 19世纪就已经开始进行的中

国民主革命，长时间里没有弄清革命对

象和动力，没有正面提出过反对帝国主

义和封建势力的主张。中国共产党成

立刚刚一年，就把这个问题基本解决

了。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

提出了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

纲领。

这说明，只有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

来的中国共产党才能为中国革命指明

方向。这个纲领很快传播开来，“打倒

列强，除军阀”成了广大群众的共同

呼声。

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出，我

们既然是为无产群众奋斗的政党，我们

便要“到群众中去”，要组成一个大的

“群众党”。这个党不仅内部必须有适

应于革命的组织与训练，而且“党的一

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

去”，“必须是不离开群众的”。

为了大力开展工人运动，中国共产

党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1922

年 5月份，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广州

召开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作为中国

工人阶级的第一次全国性盛会，大会总

结了以往工人运动的经验，接受中国共

产党的政治主张，把反帝反封建作为工

人运动的基本目标，同时决定在全国总

工会未成立以前，委托中国劳动组合书

记部为全国总通讯机关。这实际上承

认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工人运动中的

领导地位，引导工人阶级走向团结奋斗

的道路。

中国共产党是京汉铁路工人大罢

工的发动者、领导者、先锋队和作战

部。在这次罢工斗争中，京汉铁路上

的共产党员，为捍卫工人阶级和人民

群众的政治权利，发挥了卓越的先锋

模范作用，成为罢工斗争中的核心力

量。从这个意义上说，二七大罢工开

创了中国工人阶级与工会组织跟党走

的历史典范。

“虽败荣犹著，英光永世红”。京汉

铁路工人大罢工，充分显示了工人阶级

所表现出来的团结、牺牲、奉献精神，彰

显了千百年来中华民族追求公平正义，

勇于反抗黑恶势力和残暴统治的拼搏

精神。这种精神长期激励和教育着工

人阶级积极投身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波澜壮阔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中，

激励我们与时俱进，开拓创新，肩负起

新的历史时期赋予我们的时代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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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京汉铁路总工会

成立旧址——位于郑州市钱

塘路中段 82 号的郑州二七

纪念堂。该纪念堂于 1953

年2月7日正式启用。

（资料图片）

图② 郑州二七纪念塔

内展示区展出的油画，再现

了当年京汉铁路工人大罢

工时的场景。

图③ 郑州二七纪念塔

内展示区放置的京汉铁路分

工会分布图。

图④ 郑州二七纪念塔

内一角，展示了京汉铁路总

工会成立前各分工会组织的

政治活动。

（除资料图片外，本版

照片均为本报记者杨子佩

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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