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作为伟大祖国首都， 是中国共产主
义运动的发祥地之一， 是最早建立共产党早
期组织的城市之一， 是许多重大党史事件发
生的地方， 也是众多中国工运重大历史事件
发生地。 在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
年之际， 首都北京正在多地以多种方式展示
光荣的红色足迹。 近日， 午报记者走进这些
“红色打卡地”， 精选了一批与中国工人运动
历史具有直接关联的红色展出文物， 约请党
史专家和工运史专家， 倾情讲述这些红色文
物背后的工运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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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睦/文 于佳/摄

“劳工神圣” 匾额:

劳动群众首次获得崇高地位
展陈地： 长辛店二七纪念馆
讲述人： 北京大学蔡元培研究会会长 蔡磊砢

在长辛店二七纪念馆的醒目位置， 展出着一
块巨大的匾额， 上面书写着四个大字———“劳工神
圣”。这块匾额是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上，由武
汉工团联合会赠予的。“劳工神圣”是流行于上个世
纪中国的一句新文化运动启蒙口号。以1918年蔡元
培先生提出“劳工神圣”为起点。 此后，劳工话语进
入公共话语空间。 为此，记者专访了北京大学副研
究员、北京大学蔡元培研究会会长蔡磊砢。

据蔡磊砢介绍 ， “劳工神圣 ” 出自蔡元培
1918年11月16日做的演讲。 当年11月1日， 德国战
败的消息传到北京， 市民热烈庆祝。 象征耻辱的
“克林德碑” 被推倒， 取而代之的， 树立起 “公理
战胜碑”。 14至16日北京各学校放假三天。 为庆祝
协约国的胜利， 蔡元培特向教育部借了天安门的
露天讲台， 于15日和16日举行对广大群众的讲演
大会。 演讲中首先提及了世界大战中协约国的胜
利， 他认为未来世界大势是 “消灭种种黑暗的主
义， 发展种种光明的主义”， 这是他前日演讲 “黑
暗与光明的消长” 的核心观点。 其次， 演讲特别
强调 “认识劳工的价值”， 从而喊出 “劳工神圣”
的口号。 在蔡元培看来， “凡用自己的劳力作成
有益他人的事业， 不管他用的是体力， 是脑力，
都是劳工。” 其三， 蔡元培鄙视那些达官显贵与社
会寄生虫， 认为他们往往通过不劳而获的手段获
得金钱利益。 正是基于此， 蔡元培将社会底层的
广大劳动人民群众提升到一个崇高的地位， 从而
喊出 “此后的世界全是劳工的世界”。

作为教育家， 蔡元培倡导 “劳工神圣” 的背
后， 隐含着平民教育的思想。 所谓 “平民”， 蔡元
培指 “人人都是平等的”， 他总是 “设法给人人都

受一点大学的教育”。 在蔡元培的积极倡导下， 北
大师生创办了校役夜班、 平民夜校， 为工人和贫
民子弟提供学习的机会。

蔡磊砢讲述说： 经历了五四运动中工人阶级
的大罢工， 1920年5月1日， 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
纪念 “国际劳动节”， 北大成为北京纪念活动的中
心。 蔡元培校长宣布停课一天， 并开放北大二院
礼堂， 由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召集数百位校役与师
生举行纪念大会。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分五组， 在
京城街头做主题演讲， 为劳动节呼号。 邓中夏等
还赶到长辛店， 对铁路工人发表了演讲。北大学生
何孟雄等还雇了两辆汽车上街游行， 每人手执一
旗， 上写 “劳工神圣”“资本家的末日”“劳动纪念”
等， 沿街高呼 “劳工万岁”， 并散发传单。

随着蔡元培 《劳工神圣》 的演讲在 《新青年》
《每周评论》 《新潮》 等刊物的转载， “劳工神
圣” 以各种形式被传播， 一时间深入人心， 从而
引发了人们对劳工问题和社会问题的深入思考，
劳工群体也进入中国社会公共话语空间。

□本报记者 高铭 文/摄

展陈地： 李大钊故居
讲述人： 北京李大钊故居管理处主任、 首都劳动奖章获得者 刘洋

走进西城区文华胡同24号，就是“北京李大钊
故居”， 这里是李大钊同志在故乡之外与家人生
活时间最长的一处居所 。 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
北京革命活动旧址，修整完善后的北京李大钊故居
于日前正式面向社会公众开放。现有两套展览正在
展出，一是原状陈列展，一是“播火者李大钊革命思
想与实践专题展”， 李大钊同志被誉为20世纪初中
国革命的“播火者”。

在展馆中， 陈列着一份工人刊物———《劳动
音》， 创刊于1920年11月7日， 由北京共产主义小
组主办， 邓中夏、 罗章龙、 陈德荣等参加编辑工
作。 这本杂志通过报道工人遭受残酷剥削压迫的
具体事实，教育、唤醒工人提高阶级觉悟，促进工人
的团结，推动工人运动的发展。 在当时非常受工人
欢迎， 被称为 “劳动者的喉舌”， 曾在北方工人群
众中产生较大影响。 现今仅见第一期和第五期。

北京李大钊故居管理处主任、 首都劳动奖章
获得者刘洋介绍， 本次专题展展出的 《劳动音》
是一份复制品。 刘洋介绍： 李大钊同志对马克思
主义的传播与研究不是书斋式的， 而是在实践中
探寻救国的真理， 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
的工人运动实际相结合，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
李大钊等革命先驱领导北京的共产党组织， 通过
出版工人通俗读物、 创办劳动补习学校、 建立工
会等形式， 促进中国工人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相结
合， 掀起了北方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 在中国
共产党成立前后， 李大钊领导北京的共产党早期
组织出版 《劳动音》 这样的刊物， 宗旨就是提高
工人觉悟，促进工人团结，推动工人的发展，这本刊
物就是向工人介绍社会主义的。

32开本 《劳动音》 是一份周刊。 创刊号发表
了邓中夏 (署名“心美”)写的《我们为什么要出版
这个〈劳动音〉呢？》，指出发行此杂志的目的在于向
广大的劳动者阐明真理 ，“增进普通劳动者的知
识”， 指导普通劳动同胞。 其办刊宗旨是提倡 “劳
动主义”， 使工人有充足的知识和善良的方法， 去
排斥那班 “不劳而食的人”。 《劳动音》 深刻反映
了当时中国工人的痛苦生活， 杂志还报道罢工运
动， 结合具体事实通俗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
观点， 号召工人组织起来进行斗争。 不久即遭北
洋政府查禁。 后曾改名《仁声》出版， 不久停刊。

据记载，民国初年，新闻报业达到了500多家，
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 期刊更是雨后春笋般出现，
一下增加了400多家。 这些报刊杂志的发行对于传
播马克思主义曾起了很大作用，使京津地区马克思
主义在工人阶级中得以广泛传播开来。北京地区主
要以《劳动音》《工人周刊》《北京工人》为主。

首份工运期刊 《劳动音》：

最早为劳动者传播马克思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