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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川省总工会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

；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指导，以“资政、教

} 化、存史”为宗旨，坚持详近略远、实事求是的原则，全面系统
。

『--地记述建国以来四川／Y_-人阶级的发展、壮大和四川省总工会(含
『 合省前的省级工会)的建立、发展、变化，及其在国家和社会生

。

} 活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为反映四川工运发展历史的全过程，．在本’

I 志的“概述”中，对建国前的四川工人运动作了简要记述。 一

f 二、本志年代断限，上限断于1949年，下限断至1990争底：

采用述、志、表等形式，志为主体，表分别附置有关章节中。金 ．

志以概述为纲，省总工会工作为重点，按事类分设职工队伍、工

会组织、工会工作、人物等四篇。篇下按章、节、目横排事项，纵

。’述史实。 ．

·

。

。

j三、1991年由省总工会撰写、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当代 ．

， 四川的工人骱级和工会运动》一书中，已附录“四川工会运动大 ．

事年表”和“四川省职工全国劳动模范资料”，’故本志未再收录大

事记和金国劳模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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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川省总工会简称省总工会，1953年9月至1964年10
· 、

．
．

月改名为四川省工会联合会期间，简称省工会。 -1

+五、金志所用资料主要来自省档案馆和省总工会档案室的档

案、公开和内部出版的书籍、报刊，编纂时一般不注明出处。各

．二种统计数据原则上以省统计局和省总工会有关部门的统计数字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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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位于中国西南部腹地，世居境内的有10多个民族，土地

肥沃，资源丰富，索称“天府之国”。早在两千多年前，四川的手．，

， ·”工业就开始发展，以后时兴时衰。近代以来，四川长期处于封建

‘：割据和军阀混战之中，加以蜀道艰难i现代工业的产生比沿海各
二 省晚，而且数量少、规模小、发展缓慢。内战时期，国民党通过

所控制的工会加紧了对职工运动的镇压，打击进步势力，加重了

对四川工业的摧残。直到解放前夕，四川以手工业为主体的职工

队伍仅10'0万人左右，工业产值仅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6．8％，四
一

川仍是—个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经济十分落后的农业省。四川的

大发展，是在1949年底四川解放后的40多年。’这段历史时期中，

四川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通过组建工会而迅速的组织．．

起来，与全川人民—道，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虽经曲折j仍 、

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伟大转折，卓有成效地进行了

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改革开放后更加快了发展步伐。到1990年底， ．

。四川以产业工人为主体的职工队伍已发展到936．07万人j基层

工会发展到4万多个，从省、市。地、‘州到县(市、区)都建立

．健全了工会组织，它们团结教育职工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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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建设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全省工业总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

例已上升到72．1％，四川已从落后的农业省建设成为西南地区门

类比较齐全的新兴工业基地。
’

’

，

’．

‘

早在战国初期，四川的手工业就有了发展。秦、汉时期，四

。川的冶炼、井盐、织锦、金银器等行业已有较高水平。以后受战
· 乱的影响，手工业长期停滞，至清朝中期才恢复到一定的规模，不

， 少行业的工场作坊户数或工人数，在全国各省中名列第·。但是，

n四川周围崇山峻岭，交通不便，向有“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之，

叹，阻碍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育。直到1877年，清政府在成都创’

办“大清四川机器局”，生产水轮机、毛瑟枪等，四川才有首批产 ，

4业工人：1891年，川商卢干臣在巴县创办森昌泰火柴厂，四川开
’

。始出现了现代民族资本工业。1896年，英商立德乐在重庆南岸开 ．

设猪鬃厂，外国资本开始侵入四川。所以，四川现代工业和产业

． 工人的出现比沿海省份要晚20多年，且发展缓慢，到1913年，官
， ． 办企业、民族企业和外资企业的产业工人仅有3．8万人，不及全

国产业工人总数的2％。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帝国主义放松了对

． 中国的控制，以轻工业为主体的四川民族工业才有所发展。重庆
． 的棉织业、缫丝业、制革业、猪鬃业、玻璃业、印刷业等发展较

一 快。成都、自贡、泸州、乐山、万县、南充等地的缫丝、制盐、制

．． 革、呢绒、印刷、造纸等业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后困军阀割

据，琏年混战，民族工业又受到摧残。抗日战争爆发后，大批官
办工厂和民营工厂内迁四川。仅民营工厂迁入四川者即达250家，

。

其中大多数集中在重庆。这些内迁厂大都是规模较大j技术力量
’

‘ ‘

2
’‘

、

，



一．较强的大机器生产厂。全川工矿企业』度增加到1 0113家，产业 ．

工人随之大量增加，商业、运输和服务业都相应得到发展，加上

其它行业工人共有60多万人。抗战胜利后，在国民党政府的反动+

，政策和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摧残下，大批民族工业倒闭，大量工

-．人失业。到1949年底四川解放时，以手工业工人为主体的职工约
‘

100万人。 ，_，” ，，
?

～
．‘‘

，

～

．．|．+。 四川广大工人多是来自破产的农民，他们失去了一切生产资
’

J‘

料，也失去了政治上的自由：无论是官办的，外资办的，还是民．

族资本家办的企业，都采取野蛮的管理制度，特别是官办企业，不

仅有官僚资本、，工头的层层控制，还有武装军警、特务的严密监

视。工人们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与厂方订立。天灾祸福，听天

由命，病死伤残，与主无涉”的卖身合同。在极其恶劣的劳动条

件下，每天劳动lo个小时以上；．有的长达十五六小时。每月挣得

的工资只能买到几十斤米，遇到物价暴涨，便难于糊口。当时曾。，

流传一些民谣：“每日进工厂，手忙脚也忙，老板待工人，残酷似．

虎狼”，“少年进工栅，老来背竹筒，病了赶你走，死了不如狗”。 、

j这就是旧社会四川工人悲惨遭遇的写照。 ：，，：。． ，，：，

。

早期的四川工人群众i为争取生存、谋求自卫自救，组织起．

各种行会i神会、帮会，并进行了一些反帝、反封建的斗争。1859

．一年到1860年，川南盐场有数万名盐工、矿工参加了农民李永和、

。脚夫蓝朝鼎领导的农民起义卜1890年，j大足煤窑与纸厂工人先后，1

，．两次参加运煤工人余栋臣领导的反洋教斗争；1909年，威远煤矿

工人刘香亭率领全厂工人，高举反清灭洋大旗，配合义和团的斗

+争。工人反对资本家的压迫、剥削的斗争也日益广泛。1873‘年，富·

一，(顺)、、荣(县)两地盐工反对迫害，进行了历时一月之久的大罢
一 工；1884年至1885年，自流井盐场工人为反对官僚和资本家的残

。

．，酷压榨而举行了怒打“班房车”的大规模斗争；．1904年，成都机



器局600多工人，反对工头克扣工资，到总督府请愿，罢工坚持’。

。半月之久。这些斗争，由于当时工人群众还没有组成阶级整体，而

一是自发的开展或是由行帮、神会领导，有些暂时得到点实惠，多

数是被瓦解或镇压而失败。，，一
‘ 。=。。

．
，

、． 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发动的全川保路运动，内江的

糖工、自贡的盐工和其他地区的手工业工人积极勇敢地投入运动，

’后发展成为推翻清王朝的武装革命斗争。经过辛亥革命运动，四 j

川工人中的进步人物逐渐认识到原来的行帮组织不能适应斗争的

需要，要求成立工会组织。1912年4月，四川全省性的工会组织

——“四川工务总会”成立。它是以实现三民主义、．促进工人福
‘

利为宗旨的四川历史上第—个省级工会组织，曾在工人中进行过

一些活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起到一定的进步作用。但其时间

不长，到1914年，就被袁世凯政府通令解散。1919．年爆发的“五

。。四”运动，推动了进步思想在四川的传播。直接接触I避步刊物的
成都印刷工人，于1919年12月成立了“印刷界劳动互助团”，提

出了“划除隔阂，不分地域，通同组织一个永久的团体”，“资本

家刻待我们，我们要反抗”。11920年_3月成立的成都“南门劳动自：

·治会”，揭露资本家对工人r“驱使象牛马，应用象机器”，号召工。

‘人“及早起来想个法儿，’改造我们的旧环境，寻求我们的新生活，

增进我们的人格”。重庆工人在声援北京“五四”爱国运动、坚持r‘

1抵制日货的斗争中，受到启迪，加强了联系。1920年上半年，由一

同盟会员张知竟与各工团40多个}荐联系成立了早期的重庆总工

会，推选张知竞为会长①杨席留为副会长：7附近各县也相继建立

‘县工会，接受重庆总工会领导，配合学生团体进行反帝反封建斗 ．

争。1922年5月，四川军阀政府同意“四川工务总会”改名为

①据《四川省之山货》中另—说，会长为重庆熟毛业工会会长喻合林。4 一一 +



： ．“四川总工会”，制定了简章，由钟岳任会长。同时成立了_些县
。 工会，以抵制工人革命运动。早期的重庆总工会后来也被国民党 ．

右翼分子所操纵。在此期间，先后在四川工作和讲学的革命先躯．

。 。王右木、。邓中夏、恽代英、吴玉章、肖楚女等，为了发动和组织

’i群众，深入到学校、’工厂、农村中，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社会
。

主义青年团，并率领团员到工农中去工作，?组织工会等组织，开。．

． 展群众活动。1923年，在四川首次纪念“五一”劳动节的基础上，

王右木召集成都各业工会代表100多人开会，选举成立了“成都

劳工联合会”。9月，中共中央批准王右木建立党的独立小组，成

都劳工联合会负责人钟善辅i孟本斋j梁华转为中共党员，组成

劳工联合会领导核心，这标志着四川工人运动进入了由中国共产

党领导的新阶段。不久：成都劳工联合会成功地领导了成都长机

帮工人开展反对“朱尺”(“三皇会”自制的比市尺长的尺子)的

‘_一斗争，以崭新的面貌登上四川的历史舞台。1926年2月，经中共

． 中央批准，建立了以杨间公为书记的中共四川省的领导机构——
～。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在重庆地委领导下，建立了由程秉渊 V

(子健)任书记的工人运动委员会，领导全川的工人运动。委员会
． 的全体成员加入前不久成立的国民党(左派)t四川临时党部的工。 i

』 7人部，就以工委和国民党(左派)省党部工人部的名义派人分赴

， 各地组织工会，’促成了共产党与国民党联合扶助工人运动的新局

面。1926年6月，成都市劳工联合会改称成都市工会筹委会，基

层组织已发展到40多个。重庆各业工人纷纷退出过去为劣绅、把

。头控制的神会、帮会和国民右派控制的工会，7组织了以劳工互助 ．

社成员为骨干的各业工会近百个j自贡、泸州、南充、宜宾、内

江、彭县、綦江等县都建立了地方工会和产业工会。经过轰轰烈。

，烈的“五卅，，、。●九五”反帝爱国斗争，1926年10月10．日和11月
1

21日，成都市总工会和重庆市总工会分别成立，在中共重庆地委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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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领导下，更广泛地开展工人运动。杨f凇公在当年11月_25日召
开的国民党。(左派)四川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了《工人运动

报告》，指出了工会工作的方向，指导了工会活动的开展。到1927

年3月，、四川有13个县(市)建立了地方工会，‘会员在12万人

以上，1工人阶级已成为四川革命运动的重要力量。。 、

’-|，． 1927年3月31日，中共重庆地委通过国民党(左派)临时党

部在打枪坝举行万人集会，抗议英日帝国主义在南京屠杀中国军

民的暴行，遭到了蒋介石集团勾结四川军阀的血腥镇压。制造了

“三二一”惨案，中共重庆地委和工会被捣毁，工运骨干被迫出走。

成都市总工会等团体在抗议“三三二’’惨案中又遭镇压，军阀政

府控制的“四川总工会”，通过所谓“清党纠察队"捣毁了成都市

总工会，市总工会领导人孟本斋被捕并遭暗害。。蒋介石在上海发

动“四一二”政变后，四川陷入更加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中。j各县

． 工会被解散，工运领导人被迫害，共产党和她所领导的工人运动

被迫转入地下。1927年8月，中共四川临时省委成立，被迫转移
’

的中共党员和工运骨干，先后秘密回到工人群众中，有的组成

J兄弟会”、‘‘姊妹会”、“读书会等名义的合法组织，有的打入国民

。 党控制的工会，团结工人群众开展斗争。这个时期工人斗争的规

模和影响较大的有：成都人力车工人反对提高车租、迫害工人的

大罢工；自贡盐业工人为增加工资、改善生活举行的两次总同盟

大罢工；重庆铜元局工人的年关斗争；川西独轮车工人争取行走

‘马路自由的斗争等等．有的斗争取得了胜利，有的斗争由于受中

．共党内“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而失败。在此期间，四川军阀为

了互相争夺全川工人运动的领导权，1930年4月t0日；又成立了

．由向育仁、冷曝东等为常务委员的?四川省总工会”，与原来的

“四川总工会”(1927年10月15日改名为“四川全省总工会”，此

时又改名为“四川省工会联合会”-。9 1933年11月再改名为“四川

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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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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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工会”)对抗。i935年5月，蒋介石派军队入川后，这些为军阀 ．

。操纵的工会都被撤销。 一 1～ 一

j ：
j

，

’

’在白色恐怖笼罩四川的时候，川北却出现了红色革命根据地。

． 1932年12月，红四方面军从陕西入川，先后解放了陕西南部和四

，、川北部的的广大地区，建立了_JII陕革命根据地。1935年3在通江．。 ’。

召开了川陕省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选举了省总工会委员30余 、

‘

”

人，成立了川陕省总工会；王怀任委员长，大会还通过了“工人

+， 斗争纲领"。随着革命根据地的扩大，组织了22个县工会，160多
一

一 个区工会以及兵工、盐业等产业工会!吸收了以手工业工人和农 ．

村雇工为主体的10万左右的各业工人参加工会。在中共根据地各
。 ’

，级组织的领导下，工会除动员了5000多工人参加红军外．还组织
、 有武装赤卫队、：工人独立师，配合红军作战。工厂作坊的工人开

．展生产竞赛，加紧食盐、军械、被服、。煤炭等物资的生产，保证 。

军需民用。红军撤离根据地西进时，又组织整治河道，造木船，修

桥梁，帮助运送物资，为保卫和建设川陕革命根据地和继续长征
。 作出了巨大贡献。 j‘ - ‘

、

一，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国共两党为抗日实行第二次合，

作。国民政府退驻重庆后，四川成了大后方的政治和经济中心。沿

海大批工厂内迁，四川工人队伍特别是产业工人巨增，1成为四川 ·

革命运动的重要力量。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领导下，各地工人组‘

．织起多种抗日团体．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从各个方面支援抗战。民 4

‘

生轮船公司的职工和一批木船工人在敌机的狂轰滥炸下，一面抢
。． 运川军出川，一面抢运兵工器材和民用工厂设备器材进川。为了
j 民族利益，在抢运中有许多人献出了生命。厂矿企业职工在恶劣．

的劳动条件下，夜以继日加紧建厂和生产。职工们还自动献金、捐 ．

献飞机等，支援抗战。中国劳动协会1938年7月由武汉迁到重庆

j “后，也动员职工积极参加抗战建国工作。1939年1月，国民党五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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