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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路览胜丝路览胜··

1920年10月3日，江南造船所、杨树浦电灯厂、厚生铁厂、东洋

纱厂、恒丰纱厂等厂的 80名机器工人，在上海市霞飞路渔阳里 6号

（今淮海中路 567弄）召开上海机器工会发起会。1920年 11月 21
日，在白克路 207号上海公学，上海机器工会召开成立大会。全国

第一个工会组织——上海机器工会正式成立。

成立工会组织的起因

上海是我国近代工业的发源地，自然也就成为工人运动的摇

篮。20世纪初，经过多年的发展，上海工人阶级的力量日益强大。

此时，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开展学生运动认识到，仅仅依靠学生运动

的力量来开展革命、推动社会变革，还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充分发挥

工人阶级的强大作用。1920年5月1日《新青年》杂志第一次出版了

“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专刊，第一次刊登了由工人作者撰写的多篇

文章。这标志着中国工人阶级的革命意识已经开始苏醒，并且首次

向全国、全世界“发声”。中国共产党的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陈独

秀，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启蒙者之一李汉俊，与陈独秀、李汉俊一

起酝酿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新青年》编辑陈望道等人，在创办

“工人半日学校”对工人进行启蒙与教育过程中，深深地感悟到，号

召有觉悟的工人联合起来，组织真正的工人团体势在必行。此时，

广州、上海等城市出现了众多自称代表工界的各种团体，只是这些

团体较为分散，没有形成统一的组织体系与统一管理，因此也就没

有显现出强大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战斗力。针对这一现状，陈独秀

在《劳动界》上发文指出，工人要想改变自己的境遇，不结团体肯定

是不行的，像上海现时这样的工人团体，就算再结一万个也都是不

行的。那些工会一大半是下流政客在那里出风头，旧的工会工所一

大半是店东工头在那里包办的。

“机器工会”名称的由来

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第一个工会组织为什么起名叫“机器工

会”？据相关资料记载，主要原因是：当时机器化生产开始普及，产

业革命已经兴起，与原来码头工人等主要依靠体力不同，机器工人

有一定的技术性要求，代表了当时最先进的生产力，因此成为工会

组织首先要团结的群体。而党领导的第一个纯系工人组成，真正代

表工人利益的新型工会——上海机器工会，恰恰是由江南造船厂的

锻工李中和杨树浦电灯厂的钳工陈文焕两位工人代表首先发起的。

李中，原名李声澥，湖南湘乡人，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

时曾和蔡和森、毛泽东是同学。在校期间他协助毛泽东领导“一师”

学友会，积极参加学友会举办的工人夜校的工作，取得联系工人的

初步经验，并同工人阶级建立了最初的感情。1918年夏，李中毕业

后来到上海，成为陈独秀在上海创办的《新青年》杂志的热心读者。

在陈独秀的影响下，李中不仅接受了更多的革命思想，而且成了一

名热心工人运动的进步知识分子。当时江南造船厂拥有3000多名

工人，其中很多人是李中的同乡工友。于是，李声澥改名李中，成为

江南造船厂的一名锻工。1920年8月，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成

立后，李中与任弼时、罗亦农、李启汉、邵力子、沈雁冰等第一批加入

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接着李中受党委托，立即在江南造船厂发起组

织机器工会。李中和陈文焕本不认识，因他们都是《劳动界》的热心

读者，并积极为该刊投稿，两人由此建立了通信联系。1920年 9月

18 日陈文焕给李中的一封信中说：“现在你想发起一个‘机器工

会’，这是我很赞成的，因为我们中国现在所有的公所，都是店东把

持的，所有的工会，也都是政客假托的，我们真正的劳动节，实在是

挂了一块‘有名无实’的招牌呵！现在你与陈独秀先生订了‘机器工

会’章程，谢谢你，不晓得，你肯给我一份吗？”李中根据陈文焕的要

求，立即将自己与陈独秀所订的《机器工会章程》寄了一份给他。陈

文焕根据这份章程，在杨树浦灯泡厂积极开展筹建工会的活动。以

后两人又相约在灯泡厂会面了一次，具体交换了意见，并决定正式

发起组织机器工会。

机器工会成立过程

经过多时筹备，1920年10月3日，上海机器工会在霞飞路渔阳

里（今淮海中路 567弄）6号召开发起会。到会的除江南造船厂、杨

树浦灯泡厂、厚生铁厂、东阳纱厂、恒丰纱厂等发起人 80名，陈独

秀、杨明斋、李汉俊、王平、吴溶沧等 6人以参观者身份出席了会

议。这次会议由筹备会书记李中任会议临时主席，他在会上报告了

机器工会的筹备经过；提出发起本会的宗旨是“谋本会会员的利益，

除本会会员的痛苦”，并明确指出上海机器工会不同于以往的行业

工会，在努力达到本会宗旨的同时，工会要做到“五不”：第一，不要

变为资本家利用的工会；第二，不要变为同乡观念的工会；第三，不

要变为政客和流氓把弄的工会；第四，不要变为不纯粹的工会；第

五，不要变为只挂招牌的工会。

会上，陈独秀、杨明斋、李汉俊、李启汉、王平、吴溶沧6人被“欢

迎为名誉会员”。杨明斋和陈独秀还先后在会上发表了热情的演

说，陈独秀说：“发起上海机器工会，算得是一个很好的事”，“希望到

了来年今日，就有几千人或者几万人的会员。”

会议还讨论通过了《机器工会章程》。章程分6章32条，它是党

领导下制定的最早的工会组织章程。会议最后决定在杨树浦设立

办事机构——事务所，并决定为减少工人的工钱和日用费等，全体

会不开，只开成立大会一次，以通函形式选举产生理事会。在领导

机构正式成立前暂设经募处，推选陈独秀为主任，李杰、陈文焕、吕

树仁、陆征章和李中为办事员。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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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县王坝镇

据《魏书·地形志·南秦州》载：修城郡，领

县四：平洛、柏树（即县坝、王坝）、下辩、广长

（即将利，其时郡县同治，现为成县人民政府

辖）。因北魏时在当地曾设柏树县，故称县

坝。又因该地王氏居民人数众多，通称王家

坝。解放后政区稳定，乡政府机关长期驻设王

家坝，因此简称王坝。

1949年康县未解放前属县坝乡。解放初设

为云台区王坝乡，1952年 7月改属第四区（三官

区）王坝乡。1958 年 3 月并入三官乡，4 月改为

康宁公社王坝管理区。1961 年 12 月建王坝公

社，1983年 12月改王坝公社为王坝乡，下辖何家

庄、王家坝、苟家庄、大水沟、李家庄、廖家院、安

家山、鸡山坝、青林沟 9个村委会。2005年 6月

撤乡并镇，县政府将原属三官乡的十二湾、左家

庄、陈家坝、金家山、金家垭等五村并入王坝

乡。2015年由乡改镇，现辖王家坝、安家山、苟

家庄、李家庄、青林沟、大水沟、何家庄、廖家院、

鸡山坝、左家庄、陈家坝、金家山、金家垭、十二

湾 14个村民委员会，44个村民小组。

王坝镇地处县城以东 10千米处。东邻陕西

省略阳县郭镇，南接岸门口镇，西与城关镇相连,
北邻云台镇。镇政府驻王家坝村王庄社，距县

城 10千米。

2020年末建有镇文化站 1个，村级文化活动

中心 14 个。已建成投入使用的 14 个村级农家

书屋，全部配发了文化共享工程设备，其中有 10
个村安装了现代农村党员远程教育设备。具有

丰富地方特色的民间艺术有霸王鞭、羊皮鼓、踩

高跷等。

“5· 12”大地震后，国家投入资金 3581.6 万

元，对全乡 1714户群众进行了恢复重建，512户

群众对受损住房进行了维修。其中鸡山坝村 52
户群众进行了异地搬迁，李家庄、王坝、何家庄 3
村 576户群众进行了整村就地重建，乡机关进行

了重建和维修。

王坝镇生态良好，山清水秀，田园风光迷

人，寺庙景点奇特，境内著名景点有国家文化部

旅游部授予的何家庄AAAA级美丽乡村旅游度

假区和大水沟AAA级美丽乡村旅游度假区，另

有小鸡山和将军崖 2处景点，清奇俊秀，极具潜

力，尚待立项投资，开发建设。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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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机器工会 ——
中共领导建立的第一个工会组织

□□ 钱国宏钱国宏

“山明水净夜来霜，数树深红出浅黄。”又

是一个金秋时节。。

在湘西花垣县及周边苗族地区，每年秋收

时节，都要举办隆重、喜庆、热闹的赶秋节。赶

秋节又称“秋社节”“交秋节”，是苗族民间在秋

收前举行的以娱乐、互市、男女青年交往与庆

祝丰收等为内容的大型节庆活动。

赶秋节这天，各个村寨的苗族同胞们，不

管男女老少，都穿着艳丽多彩的民族服饰，从

四面八方来到赶秋场上。我们无法进入赶秋

场中央，只好和数千游客一起，坐在土坝边、斜

坡上、树荫里观看盛会。

节目开始了。首先，由穿着古老民族服装

的一男一女扮成“秋公、秋婆”，在人们的欢呼

声中，分别擎着一个饱满的玉米棒和一把金黄

的稻穗来到秋千架下，向人们报告一年的收

成，预祝丰收和幸福。接着，青年们争先恐后

地涌上秋千。秋千架有 10 多米高，呈纺车形

状，有相互错开的 8 架车辐，每架可坐一人。

随着“送秋人”用力推动，秋千旋转起来，越转

越快，人们发出阵阵欢呼。突然，送秋人用力

顶住秋千横木，秋千戛然而止，上面的人纷纷

往下跳。按习惯，最后被停在秋千上的人要高

声唱歌。不少青年男女为博得异性欢心，会很

乐意“被罚”。活动结束后，他们还会聚集在秋

千场边对歌传情。

关于赶秋节的来源，当地民间有个传说：古

时一位叫“巴贵大惹”的苗族小伙上山打猎时，

射落了一只雄鹰，并在鹰嘴中获得一只秀丽别

致的绣花鞋。当晚，他梦见一个貌美如花的姑

娘对他唱苗歌想要讨回花鞋，他正要问姑娘姓

名时，却从梦中醒来。为找到绣花鞋的主人，他

请来木匠做了一架八人秋千，招男女青年前来

坐秋对歌，自己则用花棍高举花鞋，在秋千下来

回走动。此时，有个名叫“乜琅”的姑娘看见自

己丢失的绣花鞋，上前讨要，两人由此一见钟

情，成了一对幸福的夫妻。苗族同胞为了纪念

他们，尊称其为“秋公、秋婆”。每逢赶秋，便要

请他们出场，祈求苗家安居乐业，人寿年丰。

活动现场还有一支名为“巴代雄”的队伍，

他们敲着大锣、吹着长号、举着苗幡、击着竹

筒，以此驱魔祈福。头上银光闪烁、身着节日

盛装的苗族姑娘也不甘居后，一齐下到场中，

一步一摇，跳起了欢快的“都乐舞”。这种舞蹈

主要演绎苗族千辛万苦的迁徙史，提醒人们忆

苦思甜，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一旁“观战”的

其他苗家女孩也纷纷跃入场中，摆动轻盈的腰

肢，挥舞多彩的花伞，成群结队地跳起“接龙

舞”，接祥纳福。山坡上，鼎沸的人声和着山坳

里有节奏的律动，汇成一股强劲的音浪，将秋

场变成一个大型的露天剧场……

在海参崴附近一座长满苍松翠

柏的山上，长眠着一位中国革命的先

驱者——江浩（1880—1931）。毛泽东

称赞他“是一位象松柏长青的革命元

老”。

江浩，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

员，大革命时期著名的革命活动家。

早年曾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投

身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十月革命

后，潜心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在李

大钊的帮助和影响下，从一个爱国民

主主义革命家逐渐转变为无产阶级

先锋战士。在长期的艰苦斗争岁月

里，他不屈不挠，鞠躬尽瘁，为中国革

命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追求真理 向往光明

江浩原名江文浩，字注源，后改

名为江浩，出生于直隶省玉田县（今

河北省玉田县）北刘家桥村一个封建

地主家庭。

清末民初，江浩家中拥有土地三

百余亩，兼营酒厂，家境殷实。江浩

自幼聪颖，少时就读私塾。青年刻苦

功读经史，于清末考中末科秀才。青

年时代的江浩，目睹帝国主义侵略和

瓜分中国，清朝政府腐败无能，萌发

了忧国忧民和民主进步思想。他受

到康梁变法维新思想的影响，立志救

国救民。1908年，他毅然摈弃仕途功

名，考取自费留学生，东渡日本，探索

富国强民的道路。到达日本以后，开

始攻读造纸专业，后转入东京警监学

校学习。

在东京期间，江浩结识了孙中

山，接受三民主义，参加同盟会，积极

从事反对清朝政府的革命活动。在

东京的冀东 20名留学生中，只有江浩

一人参加同盟会，且是第一个剪掉了

辫子，因此冀东的留学生都讥讽他为

“疯子”和“江秃子”。

1910年江浩回国后，经清朝政府

民政部复试，派赴奉天省昌图府任一

个县的警察所长。不久，因丁忧返里

守孝。在守孝期间，他深入群众了解

人民的疾苦，曾在玉田县南门向群众

发表演说，宣传反对封建主义。尔后，

应遵(化)、玉(田)、丰(润)教育会聘请，

任设在遵化的直隶省立第五中学学监

职。在直隶五中期间，江浩积极向学

生传播反对清朝政府的革命思想。

1911年 10月，武昌起义爆发。江

浩辞去直隶第五中学学监职务，来到

天津，与王法勤、王葆真等在法租界

设立同盟会北方支部机关。江浩经

常来往京津，与革命党人共同策划推

翻清朝政府的武装起义。

1912年初，为了响应和配合武装

起义，江浩随白雅雨等赴滦州策动驻

军第二十镇起义，王金铭、施从云等

率部响应。之后起义部队向天津进

军。后因敌势强大，革命军领导人牺

牲，江浩幸免于难，进攻天津遂告失

败。

因北方已无希望再次发动起义，

江浩等革命党人遂南下转赴上海。

当时正值山东烟台民军起义，宣布独

立，请求援军。上海乃组织北伐军援

鲁。江浩又随援鲁军转赴烟台后，因

清室退位，江浩又重返天津。

是年 8月，天津同盟会、统一共和

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和国民

公党合并成立国民党。天津同盟会

奉命与统一共和党等合并，成立国民

党燕支部，江浩任燕支部交际科干事

和评议部评议员。中华民国临时政

府成立后，实行议会政体，江浩当选

为直隶第一届省议会议员，1913年当

选为国会参议院候补议员。

袁世凯为了实行独裁统治，下令

解散国民党，继之下令解散国会，急

于称帝复辟。1915年，江浩因为反对

袁世凯被通缉，于是出走各地，继续

奔走革命。1916年袁世凯死后，黎元

洪继任大总统，原国会复会，江浩复

回北京；不久由国会参议院候补议

员，晋升为议员，出席了这次国会。

江浩十分关心人民群众疾苦，注

意启发农民的思想觉悟。他每次回

到玉田家乡，总是要用大部分时间去

找乡亲们攀谈，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

他们介绍一些国家和世界的大事。

从 1916年开始，他在“教育救国”思想

指导下，在家乡先后创办了农余校、

女子小学、读报社和息讼会。

农余校(亦称日工夜课学，又因夏

用中午冬用晚上，也有叫夜校的)学员

多数是北刘家桥村和附近村子里没

有文化的贫苦农民，一律实行免费入

学。

1917年，江浩在北刘家桥村又办

起了女子小学，这在当时的北方农村

也是罕见的。女子小学设在村东头

的庙里——“西方庵”，学生有 20名左

右。江浩和大女儿江韵清每年暑假

回家乡时，就到女子小学讲课或作报

告。在讲学时，江浩大力提倡妇女解

放的思想。他指出：妇女受痛苦最

深，应该彻底解放；男女应该平等，婚

姻应该自主，父母不应包办儿女的婚

事；妇女不应缠足等等。

江浩在家乡所创办的农余校、阅

报社、息讼会、女子小学和讲学活动，

受到广大农民群众的欢迎，他在农民

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声望。经过他的

启蒙教育，广大农民群众受到了深刻

的影响，文化程度和政治觉悟都有很

大提高。这些工作为后来 1927 年玉

田县的农民起义播下了革命火种。

1917 年 7 月，段祺瑞废弃国会与

《临时约法》，孙中山发动护法运动。

江浩响应孙中山的号召，和部分议员

南下护法。1918 年，护法运动失败。

此后，江浩和其它护法议员发表通

电，声讨军阀政府，表示“护法救国，

矢志不渝”，号召“凡我国人，其速奋

起图之”。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爆发。消

息传到广州后，江浩和在广州的国会

议员，于 5月 9日召开两院联席会议，

发表通电，要求释放被捕学生，严惩

卖国贼。

江浩摸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历尽

曲折和艰辛，然而都一一失败了。正

当他在为寻找中国革命道路而苦闷

时，传来了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

息。他深受鼓舞，在思想上产生了希

望，认为“中国革命也必须走这条道

路”，随即开始研究社会主义学说和俄

国革命的经验，渐渐信仰马克思主义。

1920 年底，江浩回到北京，在李

大钊的帮助和影响下，不久参加了北

京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中共的早期党

员。从此由一个民主主义革命家逐

步转变为一个共产主义者，找到了救

国救民的正确道路。江浩后来在回

顾入党前的坎坷历程时深有感触地

说：“摸索了十多年呵!直到俄国十月

革命以后，我才懂得，只有马列主义，

只有共产党，才能够救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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