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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您好，刘馆长，可以简单介绍一下二七

公司的背景么？

刘德华：1922 年 8月 24日京汉铁路长辛店机

厂，就是现在的中车北京二七机车有限公司，这里的

工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了改善生活条件，举

行了罢工斗争，最后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 记者：工人运动在最初是如何开展的呢？

刘德华：在党的领导下，1922年 4月9日长辛店

工人俱乐部召开了成立大会后排除了工人内部的主

要障碍，人心振奋，全路大规模斗争的时机更加接

近。7月党组织派邓中夏来到长辛店，在二仙洞同长

辛店机厂的党员及工人骨干反复酝酿，提出了一个

开展经济斗争的方案，经过长辛店工人俱乐部委员

会讨论通过后，很快提出了诉求。

劳动组合书记部召集长辛店工人党员与俱乐部

负责人到北京开会，讨论有关发动斗争的行动规划。

会议对斗争纲领、组织行动等作出了最后决定，8月

21日向京汉铁路局发出通告,要求京汉铁路局长赵

继贤在3天内给予答复，并将有关罢工宣言、传单等

印好，送往长辛店备用。

■ 记者：工人运动爆发的契机是什么呢？

刘德华：22 日，赵继贤虽然口头答应“研究答

复”，但没有任何实际行动。倶乐部立即下达了最后

通牒，限赵继贤于24小时内答复，如果不答复，工人

将举行罢工，京汉铁路局答应于 23日 12时给出圆

满答复。

但到了 23日，铁路局态度仍是敷敷衍衍，工人

极为愤慨。工人代表在长辛店工人俱乐部召开会议，

决定坚持罢工，不达目的誓不复工。“此掀天动地之

罢工潮，乃一发而不可遏矣”，工人向铁路局提出八

项条件后，手执白旗，上书“不得食不如死”“打破资

本专制”“情愿一死”“不达目的不止”“劳工奋斗”等

字样，满布于长辛店一带。

■ 记者：在万众一心的罢工运动下，政府当局

都做出了什么行动？

刘德华：8月 24日罢工开始后，长辛店工厂全体

罢工，长短客车亦一律停驶，工人纠察队维持秩序，

井井有条。政府当局见俱乐部布置周密，同仇敌忾，

万众一心，无懈可击，一切狡计无法得逞，深恐罢工

扩大影响其他各铁路，不好收拾。定于 8月 26日双

方举行会议，并同意下列各项条件：

（一）开除总管郭福祥，另有数人查实撤革（工头

黄绵锦、王龙山、谈荫棠、徐家楣均革职）。

（二）工人俱乐部有推荐工人之权。

（三）北段自 9月起，中段自 10月起，南段自 11

月起，工人每日加薪1角。

（四）短牌换长牌，凡做工过 2年者一律改为长

牌（长牌为正式工人）。

（五）司机工薪凡递进至最高工薪者即为头等

工资。

（六）凡奉直战争开车升火工人，应开列名单

候奖。

（七）北京、琉璃河、高碑店等处须盖立官房，以

便开车工人休息。

（八）长辛店酌筑休息房。

（九）工人因公受伤者在患病期间不得扣薪，并

承认在罢工期内不扣薪。

京汉铁路局签署条件后经过长辛店工会委员会

同意，于1922年8月27日长辛店工人俱乐部下了复

工的命令，并向全国各界及各报馆发出复工宣言。

■ 记者：您能简单说说长辛店工人“八月罢工”

运动胜利的意义么？

刘德华：在党的领导下，长辛店工人“八月罢

工”取得了完全胜利，大大提高了共产党在群众中

的威信，鼓舞了工人阶级的斗志。斗争目标不只局

限在经济领域，在政治领域也提出新的诉求，创造

了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相结盟、马列主义和工人运

动相结合的有效形式，是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的成功

实践。

消息很快传遍全国各地，长辛店工人俱乐部每

天都接待许多各地来学习的工人和学生，同时也派

人到各地去交流经验，互相学习，促发了中国第一次

工人运动走向高潮。粵汉、京绥、正太、津浦、道清、沪

宁、沪杭、胶济各路，远及关外中东铁路等，罢工的潮

流像猛烈的风暴席卷各路，形成了中国工人第一次

罢工斗争的高潮。长辛店成为北方铁路工人罢工的

起点，更好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阶级相

结合的典范作用。

湖南省宜章县

五岭镇邓家湾村，

是中国工人运动的

著名领导人邓中夏

的家乡。正是从这

里，邓中夏开启了

他革命的一生。

邓 中 夏 ，原 名

邓隆渤，1894年生，

湖南宜章人，早年

就读于湖南高等师

范学校和北京大学

国文系。1919 年邓

中夏参加五四运动，参与火烧赵家楼的行动。1920

年 3月，在李大钊的领导下，邓中夏、高君宇等人发

起组织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10月，以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成员为骨干，发起建立了北

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李大钊为书记，邓中夏成为

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

从 1920年 4月起，邓中夏长期在北京长辛店

从事工人运动，为北方工人运动培养了大批骨干

力量。1921年 1月，由邓中夏主办的长辛店劳动补

习学校开学，他经常去讲课，通过朴素生动的语言

向工人们传播马克思主义。有一次，当邓中夏讲到

“工人最伟大”时，有工人问道：“做工的人伟大，我

怎么不觉得伟大？”邓中夏回答道：“大家想想，火

车谁开的，机器谁造的，工厂谁盖的，布谁织的，哪

一样东西不是工人造的。离开工人，谁也活不了。”

工人们听后深受鼓舞。

1922年 5月 1日，邓中夏出席在广州召开的

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当选为中国劳动组合书

记部总部主任。同年 7月，他出席中共二大，参与

二大宣言和党的民主革命纲领的制定，被选为

中央委员。不久，他又先后当选为中国社会主义

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委员长，参与创办

《中国青年》杂志。1923年，邓中夏受李大钊推荐

参加创办国民党和共产党合办的上海大学，任

总务长。

1925年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后，邓中夏任秘

书长兼宣传部部长，留在广州工作，不久参与组织

和领导了著名的省港大罢工。1927年，邓中夏受中

央委托筹备召开八七会议。1928年，邓中夏赴莫斯

科任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1930

年回国后，邓中夏任湘鄂西苏区特委书记和红二

军团政委。1932年，邓中夏任中国赤色互济总会主

任兼党团书记。

1933年 5月，邓中夏在上海工作时被捕，随即

被叛徒供出身份。同年9月21日，邓中夏在南京雨

花台被秘密杀害，时年39岁。牺牲前，他曾对狱中

地下党支部负责人说道：“请告诉大家，就是把邓

中夏的骨头烧成灰，邓中夏还是共产党员。”

文字撰稿 成靓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八月罢工”爆发百年之际《丰台时报》记者来到长辛店二七纪念馆

重温百年前的今天 探访工人运动的摇篮
丰台区长辛店，千年古镇，曾经的九省御

路，北京的西大门，得天独厚的交通条件，使

之成为京汉铁路的一个重要站点。100年前

的今天，在邓中夏等前辈的带领下，长辛店铁

路工人举行“八月罢工”，并取得了最终胜利，

是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的成功实践。长辛店也

成为近代中国工人革命运动的摇篮，在中国

革命历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8 月 24 日前

夕，记者来到位于丰台区长辛店的二七纪念

馆，与刘德华馆长一起走进历史，重温那段红

色记忆。

邓中夏
骨头烧成灰，还是共产党员

“八月罢工”工人代表去京汉铁路局谈判前合影

本报记者 原梓峰 林瑶王晨

听刘馆长讲那过去的故事

长辛店工人俱乐部在长辛店工会的基础上，为了更好地运行而进行了改组，改组以后大家给它起了

这个非常洋气的名字——长辛店工人俱乐部。这幅油画展现的就是当年邓中夏在长辛店工人俱乐部向

工人骨干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场景。

长辛店工人在1921年5月1日举行了纪念国际

五一劳动节大会，革命前辈邓中夏也参加了这个纪

念大会，并且在会上隆重宣布长辛店工会成立，这是

我们北方第一个产业工人的工会，这个工会诞生以

后，运转有条不紊，中国共产党月刊第六号报道工会

情况时，称赞长辛店工会“不愧乎北方劳动界的一颗

明星”。

这件文物就是1922年8月罢工的时候，工人们用来传递信

号的火车汽笛，我们留到了今天。当时工人商定，只要火车一拉

笛就开始斗争。因为当时长辛店占地400亩，传递信息的方式

又不像我们今天有这么多的手段和方法，所以工人利用汽笛声

的长短编定成自己的语言，比如说汽笛一声长两声短是什么意

思，两声短一声长又是什么意思……工人们用这件汽笛来传递

消息，帮助工人运动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大家可以看到我手里有一个墨盒，这是我祖父

当年在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当教员的时候，他的工

人朋友给他制作的。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是1921年

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派人在这里创办的，那是在五

四运动以后，李大钊认识到了长辛店工人阶级的力

量，派遣邓中夏、高君宇这些革命前辈到长辛店开展

工人运动。邓中夏等人来到这里看到工人夜校的情

况以后，就在此基础上办起了劳动补习学校，用来提

高工人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如今，这枚具有纪念

意义的墨盒已经成为了文创产品，经过精美的雕琢，

供游人们浏览观赏。

长辛店二七纪念馆于1983年由全国总工会、铁道部、北京市

共同投资兴建，占地面积6600平方米，建筑面积2300平方米，展

室面积1000余平方米。是记录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领导京汉铁

路工人开展工人运动史实的革命博物馆。

长辛店二七纪念馆

中车北京二七机车有限公司

长辛店二七纪念馆馆长刘德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