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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睦/文 于佳/摄

展陈地： 长辛店二七纪念馆
讲述人： 丰台区委党史办宣教科科长 王真胜

《五月一日北京劳工宣言 》 是
1920年5月1日， 中国纪念 “五一” 国
际劳动节时， 北京大学学生和工人们
外出宣传时， 散发的宣传物， 以唤起
工人为反对剥削、 争取自身权利而斗
争。

丰台区委党史办宣教科科长王真
胜介绍， 五四运动后， 中国工人运动
持续高涨， 作为纪念工人运动和 “工
人阶级对于全世界资产阶级政府之反
抗” 的节日， “五一” 节所蕴含的阶
级指向和主义依归， 逐渐为先进知识
分子所接受 。 1919年 5月 1日 ， 北京
《晨报》 副刊就出版了 “劳动节纪念”
专号， 在中国纪念这个全世界劳动人
民的节日。 “五一” 节的影响逐渐显
现。

王真胜介绍， 一批早期接受了马
克思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通过 “五一”
纪念这一载体 ， 广泛传播革命理念 ，
促进工人阶级形成自我意识， 对革命
斗争和民族解放的实际发生起到了动
员作用。

1920年5月1日， 在北大学生及工
人在街头散发 《五月一日北京劳工宣
言》 的同时， 李大钊在 《新青年》 第7
卷第6号 “劳动节纪念号” 上也撰写了
《“五一” May Day 运动史》 一文。 李
大钊在文中寄望中国的劳工同胞将这
一天认作一个觉醒的日子， 早日在中
国也实现八小时工作制。 他慷慨激昂
写道： “起！ 起！ 起！ 勤劳辛苦的工
人！ 今天是你们觉醒的日子了！”

当年10月， 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
织成立后， 即在京汉路的长辛店开展
工人运动： 创办劳动补习学校、 建立
长辛店工会， 开展长辛店铁路工人罢
工并取得胜利， 使北方各铁路工人极
为振奋， 视长辛店为工人的 “乐园”，
纷纷派代表前往参观学习。

1922年8月， 李大钊参加中央召开
的特别会议， 于9月回到北京， 领导北
方工人展开大规模的罢工斗争。 8月邓
中夏领导的长辛店铁路工人罢工是北
方铁路工人罢工的起点， 9月爆发了京
奉铁路山海关铁路各工厂工人罢工 ，

10月唐山铁路工厂工人罢工以后， 又
爆发了闻名全国的开滦五矿五万余工
人大罢工， 直至12月间， 正太路石家
庄机器厂工人的罢工。 铁路工人的罢
工都针对军阀和军阀政府， 开滦大罢
工则直接把锋芒指向了帝国主义， 使

北方工人运动迅速地由经济斗争转向
反帝反封建、 争取民主权利的政治斗
争， 为1923年2月7日京汉铁路工人大
罢工锻炼了队伍、 积累了经验。 工人
的罢工运动风起云涌， 将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推向顶点。

照片中这张年轻的面庞是长辛店
工人纠察队副队长葛树贵 ， 1887年 ，
葛树贵出生在山东省德平县杨家村 。
1904年 ， 他到 长 辛 店 机 车 当 铆 工 。
1921年 5月加入长辛店铁路工人会 。
1923年， 为营救在京汉铁路工人大罢
工中被捕的工会委员， 在反抗北洋政
府武力镇压的过程中， 葛树贵头部中
弹， 当夜光荣牺牲。 为了了解这张照
片背后的故事， 记者采访到了长篇小
说 《长辛店》 的作者黄建东。

黄建东介绍说， 建党初期， 北京
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长辛店铁路工人
中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 在此基础上，
1921年5月1日， 长辛店铁路工人举行
了庆祝 “五一” 国际劳动节大会， 会
上通过了组织工会的决议。 京汉路长
辛店铁路工人会成立， 成为中国共产
党最早建立的工会组织之一 ， 由此 ，
长辛店铁路工人在北京党组织领导与
工会组织的带领下， 同资本家展开坚
决斗争。 长辛店铁路工人掀起的工运
高潮， 对北方及京汉铁路沿线的工人
运动产生重要影响 ， 毛泽东曾指出 ：
“中国工人运动还是从长辛店铁路工厂
开始的。”

1922年底， 京汉铁路沿线16个站
已全部成立工人俱乐部。 工人运动的
发展， 迫切需要一个统一的工会组织
来领导。 1923年2月1日， 在河南郑州

召开的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 因
直系军阀吴佩孚武力干涉被迫中断 。
当晚， 总工会召开秘密会议， 决定发
动全路总罢工， 并成立总罢工委员会，
统一指挥罢工行动。

按照总工会的统一部署， 2月4日
上午10时后， 3000余名长辛店铁路工
人走出厂房， 一起涌向娘娘宫 （今丰
台区长辛店大街145号） 集会。 共产党
员史文彬报告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
会受阻情况， 宣布总工会的罢工命令。
工人们群情激奋， 高呼罢工口号。 长
辛店分工会发出通电， 揭露军阀阻止
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的黑暗行径。 5日
晨， 吴佩孚密令严厉处置罢工。 6日深
夜， 史文彬等11位工会领导被捕， 关
押在位于火神庙的长辛店警察所 （今
丰台区长辛店大街196号）。

2月7日晨， 工人纠察队副队长葛
树贵等率领3000多名工人， 举着写有
“要求释放被捕工友 ” “还我们的工
友” “还我们的自由” 等标语的大旗
和条幅， 高呼口号， 来到火神庙， 包
围警察所， 要求释放被捕工人。 不久，
军队前来增援 ， 并向工人队伍开枪 。
葛树贵高喊： “敌人向我们开枪， 我
们去夺枪。” 手无寸铁的工人们英勇自
卫， 奋力搏斗。 葛树贵、 杨诗田、 辛
克红等人壮烈牺牲， 另有28人负重伤，
32人被捕。 当天， 湖北汉口江岸、 河

南郑州等地的罢工也遭到军阀血腥镇
压， 京汉铁路总工会江岸分会负责人
林祥谦、 大律师施洋等共产党员被杀
害， 酿成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

黄建东在创作长篇小说 《长辛店》
的过程中， 尤其是写到京汉铁路工人
大罢工的时候， 深深为先辈们勇于献
身以及追求自由的精神所感动。 在书
中 ， 两位二七烈士葛树贵 、 辛克红 ，
是书中主人公陶宗汉的师傅及好友 ，
当亲眼看到好友中枪倒地时， 陶宗汉
想要冲上去， 是葛树贵拦住了他， 葛
树贵在那时想到的是， 要为革命留下
种子， 而牺牲则留给了自己， 这样的
情怀怎不让人感动！ 黄建东深情地说：

虽然小说某些情节是虚构的， 但我想，
现实中的葛树贵一定是个乐于助人 ，
充满侠义精神的普通人， 因为大家都
亲切地叫他 “大老葛”。

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 显示了工
人阶级坚定的革命性和坚强的战斗力，
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 然而，
残酷的现实说明， 在中国仅仅依靠工
人阶级孤军奋战， 要战胜强大的敌人
是远远不够的； 工人们没有革命武装，
仅仅依靠罢工斗争， 要争取胜利也是
不可能的。 同时， 工人们也用生命和
鲜血进一步唤醒了中国人民， 必须紧
密团结起来， 在党的领导下， 为民族
解放事业而不懈奋斗。

□本报记者 李睦/文 于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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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人： 长篇小说 《长辛店》 作者 黄建东

葛树贵烈士遗照：

为工运事业英勇献身感天动地

《五月一日北京劳工宣言》 传单：

组织动员工人阶级投入革命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