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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中华工学会旧址

保存在商圈里的红色记忆
本报记者 赵 雪

探访时间

2021年3月26日

探访点位

大连中华工学会旧址

位于大连市沙河口区
黄河路658号

大连中华工学会是东北地区最
早的公开的工人团体之一

被誉为“东北工人运动的摇篮”

党史学习教育 特别策划

大连中华工学会旧址

点位名片

感人瞬间

在熙熙攘攘的大连市沙河口区西安路商圈中，有一座二层红砖小楼。与四周林立的高楼大厦相比，小
楼显得与众不同。

这座小楼就是东北地区最早的工人运动团体——大连中华工学会旧址。
1923年12月，大连中华工学会成立。在近4年的时间里，推动了大连工人运动的兴起和大连地区反

帝爱国统一战线的形成。大连中华工学会声援五卅运动、领导“四二七”大罢工的伟大斗争，打击了日本帝
国主义的嚣张气焰，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工人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今，这里成为辽宁省中共党史教育基地、大连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从近百年前的那段红色记
忆中，人们感悟奋斗的力量。这红色的力量，不仅感染了参观者，而且辐射到它的周边。

大连中华工学会
为啥有“学”字？

大连市近代史研究所所长

张志成

1923 年，京汉铁路工人“二
七”大罢工，促进了“满铁”沙河
口工场内中国 工 人 觉 悟 的 提
高。在共产党员傅景阳等 30 多
名青年工人发起下，开始筹办
工会。

成立工会是工人们都赞成
的事情，但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
大连地区，中国工人公开打出工
会的旗帜是不被允许的，而建立
秘密组织又不利于工人群众参
加。为了使这个工会团体能顺
利建立起来并取得合法地位，
要给这个组织起名称。于是大
家提出意见，“工会”二字一定
要保留在组织名称中，但又不
能让殖民当局认为这就是工会
组织。

工人团体组织筹备会负责
人傅景阳提出意见，为迷惑日本
殖民当局，在“工会”二字中间加
上一个“学”字，起名为“工学会”，
以显示这个团体是工人学习的组
织。这样，组织名称就定为“沙河
口工场华人工学会”。1924年12
月，更名为大连中华工学会。

为 了 提 高 工 人 革 命 的 觉
悟，工学会创办了工人夜校，除
了学习文化，夜校还宣传工人
运动和反帝爱国斗争的道理，
启发工人的觉悟。

在大连中华工学会旧址纪念
馆的展板上，有一段敌人与抗日
英雄魏长魁的对话。

敌人：被告加入共产主义青
年团，不断宣传共产主义是不是
事实？

魏长魁：本团既然是为了研
究共产主义而设的，向团员进行
共产主义宣传教育那是理所当
然的事。

敌人：你们党组织状况如何？
魏长魁：我虽然第一个被捕，

但对党的组织状况至死不能供出
一个字。

敌人：组织破坏了，你怎么办？
魏长魁：失败一两次算得了

什么，不管你们怎么抓，我们培植
的苗子会接二连三地发展起来。

大连中华工学会旧址纪念
馆负责人李雪说，这段摘自1927
年日本《调查时报》七卷的文字让
很多参观者为之动容。

魏长魁在敌人的刑讯下坚强
不屈，表现了共产党人的高尚品
质。在敌人的法庭上也是毫不畏
惧，大义凛然。

魏长魁是大连共青团组织早
期的负责人，大连早期工人运动
的领导人之一。1925 年加入中
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加入
中国共产党。

1927年7月13日，魏长魁在
码头进行共产主义宣传活动时，
不幸被敌人逮捕。敌人用刺刀
逼迫魏长魁带路搜捕其他同志，
他巧妙地同敌人周旋，每到党团
员的住处附近时，他就高声大骂
敌人，同志们得到信息后都安全
转移。

1927 年 10 月 10 日，日本殖
民当局以“违犯治安维持法”的
罪名判处魏长魁 7 年监禁。被
关押在旅顺监狱期间，他领导
狱中同志绝食斗争，进行革命
前途教育，坚定了同志们对敌
斗争的信心。

魏长魁——
不屈的言辞

红砖小楼内重温历史

3月26日中午，大连市沙河口区黄河路
车水马龙。路边就是大连中华工学会旧址，
一座二层红砖小楼。

小楼的门前排着长长的队伍，大连交通
大学的学生党员田佳奇正组织同学进馆参
观，这是学校组织的党建活动，同学们重温历
史，感悟先辈的革命精神。

大连中华工学会旧址纪念馆负责人李
雪对记者说，现在纪念馆每年有近 3 万人
来参观，每天要接待好几个参观团队。

“以前这里只是一处旧址，2002 年 10
月，大连中华工学会旧址被命名为辽宁省
中共党史教育基地后，我们开始进行文物
征集和陈列布展工作，同时对旧址进行修
缮。”李雪说，2003 年布展完成并正式开
馆。大学生入党宣誓、老党员重温入党誓
词、党日活动的党课现场教学……很多活
动都会选择在这里举行，路过的行人也经
常进来参观。

大连中华工学会于 1923 年 12 月 2 日
成立，开始叫沙河口工场华人工学会。李雪
向记者介绍，这是沙河口铁道工厂产业工
人成立的自己的政治团体，当时出席成立
大会的正式代表、列席代表和来宾共 200
多人，大会一致通过了工学会章程，并按规
定选举了工学会的正、副会长。大连地区
第一位共产党员傅景阳当选为会长。

1924年12月2日，在华人工学会成立一
周年纪念大会上，将“沙河口工场华人工学
会”更名为“大连中华工学会”，目的是吸收全
市广大工人参加，顺应全市工人运动形势发
展的需要。大连中华工学会在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下，很快发展成为全市性的地方工会组
织。工学会引导全市工人阶级从经济斗争发
展到政治斗争，掀起了大连历史上前所未有
的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高潮。其中，影
响较大的是声援五卅反帝斗争和领导“四二
七”大罢工。

1927年8月20日，大连中华工学会被日
本殖民当局查封。虽然它仅存续四年的时
间，却标志着大连工人运动已经进入有领导、
有组织的斗争阶段。在李雪看来，当年的大
连中华工学会对大连以至东北地区工人运动
的积极影响是深远的，“大连中华工学会培养
和锻炼了大批革命骨干，为大连建立党的组
织奠定了坚实基础。”

商圈形成红色氛围

大连中华工学会是“东北工人运动的摇
篮”，是大连工人阶级的光荣和骄傲。如今，
这种红色力量不仅感染了参观者，而且在它
的周边辐射。

紧邻大连中华工学会旧址的现代服务业
总部大厦内，3月26日10时，一场题为“学党
史，报党恩，跟党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
专题讲座正在进行，83岁的李光祥将军正在
为商圈的党员和职工讲述党史。

有着65 年党龄的李光祥将军1996年从
某集团军副政委岗位退休，从事党的政治
工作 50 余载，退休后他担任大连市关工委

副主任，是沙河口区老战士报告团的第三
任团长。他每年为学校、社区、企业、部
队、乡镇、机关等作报告上百场。这次他
来到现代服务业总部大厦为商圈的党员
职工讲党课。沙河口区委组织部副部长纪
晓东告诉记者，这样的党史讲座，是大厦的
常态活动。

大连中华工学会旧址如今地处沙河口
区西安路商圈，商圈内的党建工作开展得
如火如荼。全市最先建立的“商圈中的党
群服务中心”沙河口区西安路区域化党群
服务中心已经成为沙河口区的一个“金”字
招牌，“红色商圈”文化在这里蓬勃而旺盛
地生长着。

“我们打造了‘助万企’的服务平台，在各
商圈建立服务站，为企业搭建服务需求和供
给对接平台。”纪晓东说。

最早的时候，沙河口区很多写字楼入驻
率并不高，党群服务中心建立以后，开始为企
业商户着手解决党群服务的问题。给企业商
户提出党建活动的专业化建议，并为他们制
定了专门的党史学习计划。

现代服务业总部大厦的四楼就是西安路
党群服务中心所在地，记者采访当天，遇到了
正在给企业员工上课的心理辅导老师宋晓
红，她所在的“心理驿站”是一家半公益性组
织，专门负责为企业员工做心理健康咨询。

党群服务中心还根据企业员工需要，安
排了许多有特色的活动，如读书会、联谊、论
坛等，不定期举办新时代工人大讲堂，请老战
士报告团为商圈职工讲授党的理论知识、讲
述红色故事。

党群服务中心的建立，不仅丰富了商圈
员工文化生活，让营商环境更加融洽，也吸引
着更多年轻人靠近党组织。去年疫情防控
期间，沙河口区为这些“红色商圈”中的楼宇
和企业配备了党群服务工作人员，起到了
较大作用。因为疫情，辖区内很多餐饮企
业受到较大影响，员工面临流失，党群服
务中心工作人员立即帮忙组织联系，让这
些餐饮企业员工先去附近超市做临时工，
这种共享员工的方式帮助很多餐饮企业渡
过了难关。

近些年来，在上级党组织的推动指导
和商圈党群服务中心的辐射引导下，沙河口
区西安路商圈的党组织覆盖率已经由 48%
提高到82%，成为名副其实的“红色商圈”。

英雄故事激发奋进力量

52 岁的罗忠有 15 年党龄，是现代服务
业总部大厦内一家企业的党务专干。3 月
26日上午，刚刚听完李光祥将军的讲座，罗
忠正忙着整理记录的笔记。沙河口区党群
服务中心每次组织党课、讲座等活动，罗忠
都不会落下。她说自己常去隔壁的大连中
华工学会旧址纪念馆参观，馆里的解说词
几乎背下来了。那些时常回荡在耳边的
党史知识、英雄故事变成了一种力量，激
励她向着自己的人生目标大步迈进。

华颖来自中商农产品交易中心，2015
年 8 月她所在的企业落户大连，在这座大
厦办公。华颖说，党群服务中心组织的党
史教育她参与了很多次，“在这里，听着一
段段党史故事，我受到鼓舞，增添了奋进的
力量。”

28 岁的张振兴在“红色商圈”工作 5 年
了，在这里感受到了浓厚的红色文化氛围，
写下了入党申请书。2018 年，张振兴入党
了！在大连疫情防控期间，张振兴第一时
间申请去抗疫一线，“奋战一个多月，不分
白天晚上，很累，但我挺住了。”张振兴说。

临近下班时间，西安路商圈依然像往常
一样熙熙攘攘，人们都在井然有序地忙碌着，
透过党群服务中心会议室的窗户，可以看到
桃花灼灼，还有大连中华工学会旧址那座醒
目的红色小楼。

革命先辈的奋斗精神在人们的血脉里代
代相传！如今，这种红色力量绽放出新的时
代光芒，助力人们奋勇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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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中华工学会旧址纪念馆
里，一张辛培源年轻时的照片旁，标
注着这样一段文字：将来出狱后，还
要继续干革命，不怕为革命穿上红
衣裳（红囚衣）。

这段话，表明了辛培源干革命
的坚定决心。

在大连中华工学会旧址纪念
馆，负责人李雪向参观者讲述了中
华工学会发起人之一辛培源的革命
事迹。

辛培源又名辛志屏，化名利
瑟夫斯基。1925年春，辛培源加
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
在“福纺”大罢工期间负责联络宣
传工作，同年 9 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1927 年 7 月 24 日,辛培源准
备参加大连沙河口铁道工厂党支
部会议时，由于叛徒告密被捕。

当时，辛培源被关押在大连
沙河口警察署。审讯室里，敌人
用绳子把辛培源的两个拇指绑在
一起，将他吊到半空中,并用皮鞭
狠狠抽打。面对敌人严刑拷打，
辛培源意志坚定，对任何问题都
拒绝回答。两个月后，辛培源因

“违犯治安维持法”的罪名被判
刑，被关押到旅顺监狱。在狱
中，辛培源始终保持革命乐观主
义精神，采取各种形式同敌人进
行斗争。

当时监狱囚衣分为红、蓝两
种颜色，红色代表刑罚比较重的
政治犯，他多次告诉大家：出狱后
还得干革命，为革命就不怕穿红
衣裳！

辛培源：
不怕穿上红囚衣

人物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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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交通大学组织学生到纪念馆参观学习。

参观者观看展板。

专家解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