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党的领导下，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取得了胜利。 本报记者 刘明昊 摄
江西省萍乡市安源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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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源，位于江西省萍乡市，这里是中国工人运动的摇篮。
1922年9月，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取得完全胜利，成为中国工运史上的成功范例。
取得此次胜利的根本原因是，共产党人处处为工人群众的利益着想，因而得到了广大工人的信任和拥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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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井下来了共产党人
本报记者 陈博雅

扫码参观安源路矿
工人运动纪念馆

在安源工人运动中，出现了
一支特殊的队伍——安源儿童
团。它在党的领导下诞生，紧紧
跟随党的步伐，为中国革命事业
贡献了“少年力量”。

1921 年 8 月《中国劳动组合
书记部宣言》中指出：“还有千万
的小孩子们，不分日夜，到纺织等
工厂里去作工，工作时间多半是
每天十二个钟头起码。他们的健
康是牺牲在这剥夺制度之下，他
们定不能得受教育的机会。他们
从极年幼的时候，就变成了本国
或外国资本家的富源开发者并变
成了资本家的新式奴隶。”这百余
字充分表明了党从初创时期就高
度关注劳苦儿童。

党史专家黄仂说：“安源工人运
动期间，一开始，孩子们只是简单做
一些党组织交代的工作，例如工人
开会时，在外放哨。”后来，孩子们也
进入夜校学习。安源路矿工人补习
夜校，晚上给工人们授课，白天供孩
子们读书写字。夜校逐渐变成孩子
们的主要活动场所。

1925年安源九月惨案后，安
源儿童团组织少年儿童开展社会
募捐，发表演讲唤起社会救援力
量，还利用机会进入关押安源党
员工人的监狱，为他们送饭，传递
家人信函，进行慰问，鼓励他们坚
决斗争，坚持到底。

在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
二楼展厅里，陈列着儿童团团员
佩戴过的染有血迹的白色飘带。
据讲解员张秦珂介绍，1924年 5
月，安源路矿工人子弟学校成立
了劳动童子军，也就是安源儿童
团。这支队伍的主要任务是放哨
站岗、传递信息，同时配合安源路
矿工人俱乐部组织开展的游行和
纪念活动。安源儿童团，也是中
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全国第一个少
年儿童组织。

安源儿童团的主要活动是教
育和训练。在教育方面，分为正
课和补充课两种；在训练方面，定
期进行操练。之后，全国各地陆
续出现“红色”儿童组织，成为革
命的后备力量。

还有千万的孩子
本报记者 陈博雅

提起安源，许多人会想到那幅著名油
画《毛主席去安源》。油画描绘的是1921年
秋毛泽东第一次前往安源时的情景。

1921年 10月下旬，时任中共湖南支部
书记的毛泽东从长沙来到安源。在安源，
毛泽东来到餐宿处、火车站、制造厂，并下
到总平巷，在矿井搞社会调查，了解工人群
众的思想动态和利益诉求。经过近一个星
期的调查研究，中共湖南湘区支部最终决
定把安源列为湖南湘区支部工人运动工作
的重要区域。

毛泽东在安源调查研究的细节，以及
年轻的中国共产党领导这场震惊中国的大

罢工的过程，在百年党史上留下了浓重的
一笔，也成为众多研究者聚焦的重要课题。

从1901年到1919年，安源工人先后进
行了七次较大规模的自发斗争，但最终都
失败了。对此，萍乡市红色文化和党性教
育研究中心副主任、党史专家黄仂解读说：

“失败的原因是工人缺乏组织性，而成功的
原因是有了‘领头羊’，也就是中国共产党
的指挥和领导。”

黄仂多年研究安源路矿工人运动，他
告诉记者：“毛泽东下到又黑又脏的煤井，
了解工人的疾苦，亲切地问工人每天做几
小时的工，一天有多少工钱。真正做到了

与工人心连心。在矿井里，毛泽东坐在坑
木上，身上蹭了煤灰，头上冒着汗，有工人
想替他擦擦灰，他连忙拒绝。他告诉工人，
受苦不是命里注定的，要团结起来推倒压
在头上的大山。工人们很感激，称呼毛泽
东为‘毛先生’。”

1921 年冬，毛泽东与刚刚回国的李立
三再次来到安源。两人住在安源老后街中
段的刘和盛饭店，老后街有好几家条件不
错的饭店，刘和盛饭店十分简陋，价格便
宜，多是工人、农民在此食宿。为了方便与
群众接触，毛泽东、李立三便选择住进了这
家小饭店，在两条木凳、床板和稻草组成的

床上睡了三个晚上。
黄仂说：“安源的冬天极冷，毛泽东用

实际行动告诉工人，他们不是来享福的，是
和工人们同甘共苦的。两人每天找工人谈
话，进一步深入了解工人的想法。”其后，李
立三被安排常驻安源，他以办平民教育的
名义，由湖南平民教育促进会介绍到安源，
办起了职工子弟学校和工人补习夜校。“为
了让工人到夜校学习知识，李立三挨家挨
户上门作动员。”黄仂告诉记者。李立三还
自己编写课本，每次上课都会宣传马列主
义基本知识，主要讲世界上的财富是工人
阶级创造的，受到工人的热烈欢迎。

和工人们同甘共苦

1922 年 2 月，中共安源路矿支部正式
成立，这也是中国产业工人中最早成立的
党支部。不久，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也成
立了。

“俱乐部成立当天，工人们在大雨中
举行庆祝游行。大家挥舞着旗帜，聚集在
俱乐部高声唱歌。”黄仂告诉记者，俱乐部
每周都会组织活动，包括政治报告、化装
演讲、工人辩论会、研究会等，不仅提升了
工人的政治参与能力和组织能力，也从思
想上增强了工人群众对党的凝聚力。

1922 年 7 月，中共安源路矿支部创办

了中国共产党最早的经济事业组织——安
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记者在安源路矿
工人运动纪念馆了解到，工人消费合作社
以“可买便宜货”为口号，不仅为工人提供
急需的生活用品，还将物品以低廉的价格
卖给工人，减轻了工人的经济负担。

因为俱乐部处处为工人群众的利益着
想，逐步得到了广大工人的信任和拥护。安
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开始之前，俱乐部只有
700多名会员，但在党组织的领导下，把广大
工人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不管敌人采取什
么样的手段破坏罢工，都无法达到目的。

团结得像一个人

关于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的过程和成
果，刘少奇、朱少连在1923年8月合著的《安
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略史》中曾作如下评述：

“这一次大罢工，共计罢工 5 日，秩序
极好，组织极严，工友很能服从命令。俱乐
部共费计一百二十余元，未伤一人，未败一
事，而得到完全胜利，这实在是幼稚的中国
劳动运动中绝无而仅有的事。”

对此，黄仂认为：“当时，领导罢工的
党、团员约52人，还有几百名俱乐部会员，
要凝聚将近两万人的工人队伍，极其困
难。”因此，决定罢工后，李立三从醴陵返回
安源，负责组织罢工事宜。为加强领导力
量，毛泽东又派刘少奇到安源参与斗争。
同时，又成立了工人纠察队和侦探队。

1922 年 9 月 14 日，安源路矿工人举行
大罢工。这天，铁路工人停开列车，拉响汽
笛，发出罢工信号；煤矿工人砍断井下电
源，如潮水般从矿井、工棚、街头巷尾蜂拥
而出。罢工队伍高呼口号：“从前是牛马，

现在要做人！”随后，工人们用木料将井口
堵住，仅留一个出口让井下工人出班，不准
任何人下矿井，一律留在餐宿处，不再上
班，也不许外出。

大罢工期间，军队闯入俱乐部企图武
力封闭，数千名工人冒死保护俱乐部。刘
少奇作为工人俱乐部全权代表只身深入虎
穴谈判，“2000多名工人簇拥并保护他。工
人们还要求路矿当局每隔十分钟就让刘代
表出来跟大家见面，如果不出来就是遭到
了不测。”黄仂说，工人们对党组织十分信
任，同呼吸，共命运。他们高喊：“谁敢动刘
代表半根毫毛，我们就要打得路矿两局片
甲不留……”经过 5天斗争，路矿两局接受
了工人罢工的条件，把相关条件合并，达成
13条协议，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路矿两局
承认“俱乐部有代表工人之权”。

罢工胜利后，党组织在工人群众中的威
信大大提高，工人俱乐部成员由700人发展到
1.7万多人，党、团组织也得到了极大发展。

完全的胜利

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的印章、购物证和股票。 本报记者 刘明昊 摄

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 本报记者 刘明昊 摄

本报记者 刘明昊 摄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