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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说明

一、广分i工人运动在中国工人越功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1845

年英商在黄埔建立柯拜黯坞，产生了广州第一批产业工人，这也

是中困最早出现的产业工人。以黯踏着外国资本输入的增加，官

办、官商合办和民壳、现代金盘的出现与发展，广，.资产业工人的队

伍也不断壮大。到 1920 年，广:阔的产韭工人巳达 10 万人，加上

手工业工人和店员共约 20 万人@广州工人盼级诞生后，为了改善

劳动条件和生活待遇，曾进行过自觉性的斗争精也组织了一些工

会. {茧苍生 1919 年"五四"运动以前，这些工会还不是阶级的组织，

工人阶级佳，来影成强立的政治力量，工会性质辑于副行会"或乡

边性的 u藉口"、"会辘"郭褂密团体，不少行业工会〈或社团) • 

是包括东革和正友雨为老辍所控制的。只是在"五四押运动站后，

马克思主义在广州地区广为传播，先进分子深入爵王人中间去宣

传发功，组建起新式工会，才是工人阶级自巳的组候，这标志辛苦

广:州工人阶级已由自在的阶级变为自为的阶级。 1921 年中国共产

党成立以后，广外!工人阶级在党的领导下，投身反帝反封建的革

命斗争，曾全力支持 1922 年的香港海员大罢工。 1924 年 5 月 1

日，广州工人代表大会召开，成立了广然工人代表会执行委员会。

广州工人阶级职极参加了 1925 年的省港大器工秘 1927 年的广建

跑义，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贯献。解放战争时期，

广州工人在中共广州地下党的领导下，团结在广州地下工人挠舍

的周围，保卫工厂企业，保卫城市，反对融特砸坏，迎接南下大

军进城接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擂，广州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下，主i烹人翁资态，为社会主义革命辑社会主义建设立

下了新的功助。党的十一题三中金会棋来，广:黯工人黯级黯决执

行党的基本路绢，以控济建设为中心，为广州市的两个文明建设



作出了重大前贡献。工会组织国统每个剖期党的中岳工作，宣传

群众，组续群众，团结群众，保护群众，做了大最的工作，发挥

了重要作窍。编辑出援反挟广州工人运动援大历史事件的大事记，

不挺可为编写中国工人运动史、中共党史相中翻革命史提供真实

史料，部虽也为对工人群众进行爱国1:义教背朝革命传统教育提

供了参考资料。

二、本书上霞为 1840 年，下限为 1992 年，共 152 年。编者

力求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服持拂证唯物主义

和历史唯物主义原则记述。由于 1919 年"丑阳"邀功能所记大事

不多，般不再分期，而只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章

中按时间先后列出。"五四"运动后的大事则根据中共党史分期记

述。

一、本书来用以编年体为主，编年体与纪事本宋体相结合的

体例，记珑的地名、组织机构名稀、会议名称、部队番辛苦、职务

称谓等均情用历史说法，重复出现时的则采用能称，如中共广分!

市费简林市赞，广州市人民政府简称市政府a 费远人物不受职务

所限，赔是果用四事系人的原蹈。记事时以公JJj为主，详真丹、日，

无丹、自可蜜的，或醋子周年、同月之后，或编排在适当位置。如

灌几象记事时间相同的，第一条列嘿另、日，其余均栋以.. !:::,. "号。

四、本书的资料来摞主要是档案资料、援手j资辑、老同志回

忆替料，元能去鼓考的均进行了核对，力求准确无误。在编写过据

中，省、市档案馆、文史馆、撑物键、图书馆、社会科学院、省

总工会及有关基层工会为我们大力提供史料，许多老同志不仅为

我的提棋资韩，商鼓手赞助辑们审阅书稿，提出宝贵的意见。谨此

表示感谢。

五、本书根据我童 1985 年编印的《广州工人运动大事记》

(征求意见葡〉和 1992 年编印的《广州市工会工作大事记》二书

重新整理编写而成。先府参加本书编辑或审定工作的有梁超、王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文赞、酶伟光、余渭廉、郑仰、沈瑞辑、张忠邦、X-!J集器、黄德、

温少初、钟点、离莲香、张志强、丁立容、陈孔雄、麦慧政、商

扭销、 5在谅裳、洪庆明、张炽达等问志。书穰最后由中共广州市

委党史研究室研究员胡提春同志，也校正。

大、由于我们水平研酸，铺模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指正。

广粥工人幸运动史研究委卖会办公室

1995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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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前夕
(1840 年…-1918 年〉

1840 年

1 月

58 林则徐下令禁止一切英罔船只进口，并严禁他嚣商人
私代英商带遥货物。在广州英商键工作的中国职工罢工。

6 月

是月 英嚣侵华军司令伯费及时华谈判全权大臣界插路律事

舰船 40 艘，官兵 4000 多人摇旗开到j广:用外悔，亲才锁广州所有浏

灌港口。第一改鸦片战争正式爆发。林民革徐在广东主持禁烟抗英

期间，广州人民〈不少是手工业工人〉给纷参加他所招募的东男

租船地士蝉组棋的西练，进行抗英斗争。

1 



1841 年

5 月

23-26 日 23 窍，英翠能浩省坷开炮轰击，并强行蛙陆，清

兵大都不战丽溃，广州城花、拱摄、保极、警定、永康〈四方炮

台〉等主要炮台先后被英军占领。英骂王沿途纵火，焚烧省闽南岸

民房铺卢千余i碍。 26 日，炮火打入城内。情"靖搜将罪"奕山令

在城头紧白旗，振广#1知府余保纯向英骂王求和，订立《广;附和

约》。

29 吕 英军闯入苦在城、留村、萧岗诸转，大肆淫捺，村民大

愤。三元理农民带绍光等当场击杀奠兵 14 41l ，并主要j棠夏材及萧肉

等地报警。棠夏村农民颜浩长、萧岗士蝉何王三成等应援，继而 103

乡义窍不呼而集，在三元宙j商〈今三元景兰人民抗英纪念馆〉金盟，

将约"倘有缓急，一乡鸣锣，众乡皆出"。

308 伯麦事英军 1000 余人在城卦掳掠，并扑向三结果。附

近十余里村民鸣镀廉众，高举"平英盟"大旗，英剪抗击，在棠

翼村商管好散 200 余人，生俘 20 余人，英军需少校事霞被刺死。伯

麦惠政骂王瑞回西方炮台@广州附近番禹、南海、花县、增城、从

化、香山等品 400 余乡民众与王光里群众会舍，重戴帽困四方炮

台。英军副统领郭富、醋谈判大臣义律撒人向广州知府余保纯告

急。奕i挝、祁城闻援，即报余保纯情院南海知县梁墨摞、需属如

县张黯宁册费i碑前，为英军解圈。 6 月 5 13 ，我群众恢复四方炮台，
英军撤退下船。



1842 年

12 月

7 在 英水兵在十三行向小贩买水果不给钱，还屠刀伤果巅，

引起群众公髓，英兵避入英商馆，开始打伤群众 3 人。横恕的群

众越聚越多，股毙英共 2 人，半夜，又火烧英商馆。情兵往救，群

众飞石阻拦，英商馆烧毁后，群众才散去.后来，广判前建筑工

人又握绝为英人修筑任何建筑物。

1845 年

是年 英商柯拜在广判黄埔伏讲l岛创亦酷埠。这是外国人在

广州建立的第一座船坞。船坞黯有中国工人约 1000 人，是广州地

区，也是全嚣第一代的产业工人.

1853 年

是年英资于仁戴鸿公司在黄埔成立，拥有船坞 4 座，使黑

簸汽视撞水，并"有修理辑船、轮船相蒸汽税的全套设备"，是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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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站区有文献纪录黯卒使用机器的金鱼，该公司也蹦甩了一批中

国工人。 1856 年，有一条载重 100 吨的"飞马号"轮船制成下水。

该公叫于 1870 年井入香港黄埔船坞公司。

1858 年

4 月

是R 团蝶局发起大摆工，并发出钳斌，"粤中各府县乡村誓

老首事i服饰民间男女有香潜、麦高等处为洋人教书办理文寒及一

切雇工服役人等，摄一是内撵退医家，有不遵者，较其家藤，无

家属者，去其亲族"0 "--JI之内，告归者二万余人，夷人身可拔

赛，不堪其背飞英领事巴葬在礼派火船载入到新安县贴布告，功工

人复工，义兵哭起袭击，着乌死洋兵及汉奸数人。

1859 年

7 月

是月 两广总督黄宗技与占领广州的英法联牢议定 z 在抄瞄

东部和西部分别成立法英租界，东部法租界占地 53 亩，西部英租

界占地 210 亩.现法联军又造使清政府在赔摆建立费项下提文革建

4 



费 26 ]j附(届增至 30 万两)，先行撞工。租界建成后，外资在稳

界内制必了一些实业，雇用了一批中国工人，黯洋务工人。

1863 年

是年 英隅人在香港、黄埔成立"香港黄埔黯坞公司"，初提

时资本 24 万埠。该公司较买了将萍在黄塘边握的余部船坞设备，

〈当时建有船坞 4 座〉在香港和黄埔皆有船坞，成为当时强霸华南

地区造船工业能公司。

A 莞人典人先后在黄埔设立旗记铁厂、高陶船厂，旗记载

厂有船坞 3 座，高阿船厂有船坞 2 麓，均为船舶修理厂，襄用一

扯中国工人。

1867 年

是年英人在黄埔设立修理船船的福梅森〈或译花拼摄〉船

厂，该厂有船坞 1 班。

A 据统计，香港黄埔、子仁、高阿和福格森 4 寐大公叫共

有混坞、碎石洋葳均等各种船坞 12 庙，其中有 10 座长的 260 英

尺，两座长 350 英尺以上。香港黄埔公词和子仁公司前黯鸪耐赛事

斗在配器钳机、浮门、攥汽抽水机等飞陌瞥灌黄塘公竭的工厂都

"装备着蒸汽推动的镰床、倒床、螺钻挠、截辑挠和压穿税等，还

有锅炉厂、炼铁厂、造船厂程族工厂飞速提企业主每雇用了…批中

器工人。至 19 世纪 70 年代，仅在黄埔地阻就有中国产业工人



2000 多人。

1872 年

是年 华静穰启糠继上年创办我国第一家提族资本经营之工

厂一一用钱器攥缆的继黯陆丝厂擂，于是年叉句广#1市十三行蓝

栏上街的专门制造及修理各种机械的家庭手工业作功陈联寨号合

作设厂，自陈启源设计自样，舷工制作 F 继路障出资患请陈联毒草

号子的技工，负责大楼小修拉器及安装工程，陈联寨号的技术和设

备也黯之发展扩大，至 1876 年改革草为陈联事提器厂，是广州!第一

向私营的就器厂，厂就迁往十八甫。以后，该厂逐步发展至能仿

制蒸汽发动的小失船。曾主主产江飞、江电、江明、江元、江和、江

挠、现苏等号轮船，其中最著名的江苏号，在 1899 年自粤晦关较

购为姆和、蜒。

1873 年

§月

是另 拥有最大船坞之香港黄埔船坞公司放弃在黄埔的盘

务，全力发展带港船鸣。在主该公司并不放弃在赞个华甫的业务。

是年 设在上海的中阔第一家近代轮船辈革返公司一一轮船摇

商斡局在广州、天津、牛庄、坦台、摇捕、厦门、替港、汕头、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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