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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参加中国T会代表团访苏时在莫斯科红场。前排左起：丘金

刘宁一、抗惠兰、张祺、金子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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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上海解放前步．上棉一厂人民保安队使用的骨聿

圈
j：警鍪一：鼻It,．：：7

“
：

；q．： ．
工 此焉英棘慵海

克苎 牧建雄表助解

日
4

霞氟现人放

旺
一 一赠

窈_．建氓一露定嗽工人纠厣

pL撺一厂中共党员在护厂斗争中获得的避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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⑩1996年．部分离休老同志在上棉一厂厂部大楼前合影留念

前排右起：史小妹、孙雪珍、杭惠兰、翟永珍、杭佩兰。后排

右起：严庆三、杨宽海、陈正诗、于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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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说明

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摇篮，是全国工人运动的重

要发源地。中国共产党是马列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

合的产物，党从在上海诞生之日起，就致力于工人运动，

中国工人运动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始终是在中国共产

党领导下开展的。由于党中央长期在上海，陈独秀、瞿秋

白、周恩来、刘少奇、李立三、陈云、李维汉等都亲身参加

领导了上海的工人运动，有的还深入到一些主要的工厂

企业开展工作。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地方组织在十分艰

苦的条件下，紧密地团结和依靠工人阶级和各界群众坚

持斗争，特别是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贯彻了党的“荫蔽

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白区工作方针，

使上海工人运动得以蓬勃发展。到上海解放前夕，除了输

送到解放区的外，全市地下党员发展到近9000人。他们

团结工人、职员和各界人民，广泛开展反对国民党政府拆

迁工厂机器设备、破坏城市设施的群众运动，配合中国人

民解放军，在1949年5月胜利地解放了上海。从5月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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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解放军向上海外围的敌人发起进攻，到5月27日解放

上海的16天内，全市绝大多数工厂机器运转如常，学校

继续上课，商店照常营业。尤其是在解放市区时战火激

烈、硝烟弥漫的3天内，水、电、煤气从未中断，电话畅通，

市政交通基本正常，社会秩序稳定，为恢复生产、建设新

中国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领导人民为民族解放和祖国

昌盛而英勇奋斗的历史。中国共产党在群众斗争的基础

上引导斗争，依靠了群众的力量才赢得了胜利，并不断得

以发展壮大。深入研究党的历史、工人运动的历史，也同

研究任何一个历史过程和历史现象一样，首先必须弄清

史实。对上海来说，搞清楚党是如何领导职工运动的史

实，编写工厂企业的党史工运史，显得更为重要。

早在1938年10月，中共江苏省委工人运动委员会

就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组织上海各工厂企业党组织的负

责干部，对全市棉纺、丝织、卷烟、电力、市政、交通、邮政、

印刷、机器等22个产业及其职工运动的历史状况进行了

全面调查，编写了近50万字的资料。此后，从上海工厂企

业撤退到解放区的党员干部又陆续编写了所在单位党组

织和职工运动情况的报告。上海解放后，中共上海市委在

1952年专门成立了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由上海总工会

组织力量，对市政、邮政、棉纺、机器、卷烟和店职员等主

要产业的职工运动史进行调查研究，积累了近1000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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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料。到1958年为止，先后形成各种内部史料27种、

160余万字。1979年市总工会重新建立了工运史工作机

构，1982年市委成立党史资料征集调查委员会，1983年

恢复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继续着手这项工作。各有

关局、厂都专门成立了编写班子，解放前有地下党活动的

主要产业和近百家工厂企业分别编出了职工运动史初

稿，但都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出版。

1989年11月，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办公室(现为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和上海市总工会

决定，成立由解放前中共上海市委工人运动委员会书记

以及各有关局党委书记和工会主席组成的编委会，聘请

李家齐和张浩波为顾问，编辑一套《上海工厂企业党史工

运史丛书》，并抽调一批专业人员，成立了丛书编辑部主

持日常编辑业务工作。各有关局、公司和工厂的党委、工

会十分重视这项工作，组织了编审领导班子和编写班子，

在当年党内负责干部的热情关心和支持下，按照编辑部

的要求，对原有的史稿进行了大量的补充和修订。在各有

关方面的领导和专家的关心下，特别是在中共党史出版

社的大力支持下，到199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

70周年纪念日前夕，列入《丛书》第一辑的19种书共计

408万字，已大部出版面世，受到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全国总工会和有关学术研究机构及单位的重视和好评，

鼓励我们把这项工作做下去，并提出了一些很好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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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9月，《丛书》编委会决定，在加紧完成第一辑的同

时，开始第二辑的编辑工作。列入《丛书》第二辑的共计

12种。

由于那时中国共产党处于地下状况，遗存下来的历

史资料极少，见诸报刊的也仅限于一些大的罢工斗争，且

零碎分散，部分地下党的领导和工运领袖又已先后去世。

因此，本套丛书所取资料，除了收集历史档案、报刊、文

物、照片外，大量的是通过当年亲身参加者回忆和座谈获

取资料，仅50年代就开座谈会近300次，有近千人参加，

执笔者近百人。1979年以后，各局和工厂企业编写组又

先后访问6700多人次，整理出访问记录1800余份，约

480万字。这些材料都经过各书编写组认真地核对印证，

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才作为素材编入书内。

编写党的历史、工人运动的历史，是为了用它来教育

人民，教育青年，教育全党，使更多的人从中认识这样一

个基本事实，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是现

代中国的历史性选择。党的十三大以来，党中央十分强调

加强国情教育和历史传统教育。江泽民总书记指出：“党

的历史上许多光荣传统，就是我们党的极为重要的政治

优势。在这方面，我们可以从中吸取大量的历史经验和精

神力量。”“要用历史的确凿事实，教育我们的人民特别是

青年，明辨是非，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本套丛书对广大

职工，特别是青年职工来说，是一部生动的历史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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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丛书是一部系列丛书。它一改以往职工运动史内

容仅限于罢工斗争的写法，增加了对本产业或本企业发

展沿革和职工队伍的形成发展及在各时期处境状况的叙

述，列为第一编，以说明职工运动发生和发展的基础和条

件。第二编，在写职工运动时，除了重点叙述广大职工进

行的重大政治、经济和文化斗争外，同时注意了党对职工

的教育活动和职工组织活动的内容。本套丛书主要反映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职工运动，同时也反映党的基层组织

状况及其活动。为了增加史料的权威性，便于读者查考，

所以把本产业或本企业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收入书

中，加上有关书中重大事件和人物的历史文献及回忆文

章、人物小传，作为第三编。因此，对历史学界，特别是党

史和工运史学界来说，这是一部比较全面系统而又具体

翔实、有一定学术价值的丛书。

《上海工厂企业党史工运史丛书》编辑部

1994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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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第一棉纺织厂X-．A．运动史》在中共上海市委党

史研究室、上海市总工会、纺织局党委和上棉一厂党委的

领导与指导下，在老同志的支持和参与下，本书编写组的

同志经过近4年的努力，今天终于与读者见面了。

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民主革命时期的工人运动是中

国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上海第一棉纺织厂的创建

和发展史，是中国工人遭受帝国主义剥削和蹂躏的历史，

也是中国纺织-Y--A．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向帝国主义、

国民党反动派英勇斗争的一个缩影。早在1925年前后，

上棉一厂工人就投身于全市工人运动，始终站在沪西地

区和上海工人斗争的前列，发挥了先锋作用。在民主革命

的长期激烈而复杂的斗争中，上棉一厂工人经受了种种

考验，不但为广大工人争得了一定的经济利益，更重要的

是在政治上有了新的觉醒。他们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推

翻国民党统治，为使工厂完整地回到人民手中做出了贡

献，为上海第一棉纺织厂和上海工人运动史谱写了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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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页。

上棉一厂的工人运动之所以取得较大的成果，首先

是因为紧紧依靠了党的领导。在帝国主义、国民党官僚资

本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下，工-A．4f]过着极其贫困的生活，为

了生存，他们被迫起来反抗。工人们参加了一次又一次的

斗争，其中包括著名的1925年的“五卅”运动和1936年

反日大罢工。由于厂内工人运动在一段时期里没有受到

党的直接领导，所以，工人们在历次斗争中或者没有取得

预期的成果，或者遭致挫折。直到1943年厂里建立起党

的组织，情况才有了根本的改变。一方面上级党组织的领

导成员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直接联系和领导厂内党员；

另一方面厂内党组织负责人能在实践中不断锤炼自己，

积累和丰富了自己的工作经验，因而能够综观全局，加强

领导，减少失误，为工人运动的发展创造了极好的条件。

在党中央白区工作路线的正确指引下，党组织领导工人

群众，不断扩大革命力量，掌握斗争主动权，取得了一次

又一次争取自身权益斗争的胜利。厂内工人运动在中共

地下组织的正确领导下，通过投入平民村斗争、争取“十

八条”权益、反对开除工会理事、迎接解放的护厂斗争等

一系列活动，日益显示出团结的力量，党的组织也在工人

运动的锤炼中变得越来越成熟、坚强。至上海解放前夕，

厂内党的组织已发展成一个拥有108名党员的“沪西红

色堡垒”。实践证明，工人运动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才能蓬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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