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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工人阶级是国家的领导阶级，是民主革命及社会主义革命

和建设的主力军。．建国前，佛山市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曾用鲜血写下了壮烈的工运史；建国后，又以主人翁的姿态谱写出

辉煌的建设篇．

工会是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是党联结职工群众的纽带，是共

产主义学校·

《佛山市工会志》只记述佛山城区和石湾区(志中简称口伤山

和石湾一)工会的历史和现状，以及工会工作的概况，未能反映全

’市工人阶级活动的全貌。

“文化大革命一十年浩劫及市工会多次搬迁，档案和资料现存

甚少，给修志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幸蒙省，市档案馆，市党史

办和南海县党史办公室大力支持，又得省和部份市、县(区)工会

以及佛山市工会工作者的热诚帮助，使我们在市志办公室指导下能

把建国前的工运简况和1949年--1985年的工会工作编纂成志。在此

表示衷心感谢o

由予我们水平有限，错漏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指正。

《佛山市工会志》编纂小组
●

1989年9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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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工会 组 织—L- 压j；H昌瓦

第一节 建国前的工会组织，

佛山筹备组织革命工会始于民国十年(1921年)春。广东共产

主义小组派王寒烬、梁复燃回佛山组织工会。依照小组负责人谭平

山意见，先从理发工人入手。王、梁以租剃刀为名联系工人，发动

培养梁桂华、黎燕南(燕庭)等为筹组工会骨干，创办佛山第一间

理发工人夜校。下半年为了串连发动培养其他行业工人，得到梁敬

熙的支持，借出筷子路博施药房二楼，开设工人俱乐部，进行革命
、，-‘r
洁功。

民国十一年(1922年)，中共佛山党小组领导理发工会在孔圣

会(现祖庙南)成立，中共广东支部谭平山和陈公博等参加开幕典

礼，推选梁桂华为会长。接着成立的有土木建筑工会，会长钱维方

(维芳)；制饼工会，会长欧阳峰；唐洋革履工会，会长任达华；

描联工会，会长黄江；还有西竹工会等。各工会成立后，为改善工

人生活而开展经济斗争·

秋，为联合各革命工会的力量与资本家作斗争，与黄色工会和

反动武馆作斗争，以先成立的六个工会为基础，组成统一领导机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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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工会联合会(简称工联会)。会址在麒麟社黄家裥(现建新

路九巷内)。主任钱维方，副主任任达华。同时成立工人纠察队。

民国十二年(1923年)，陈恭受任佛山商团团长后，与广州商

团一起勾结帝国主义，阴谋推翻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政府，勒令商

人罢市，工厂停工，压迫工人和破坏工会。工联会发动工人支持革

命政府镇压商团叛乱，至民国十三年(1924年)十一月陈恭受逃往

香港为止。

国共第一次合作不久，工联会派梁桂华、梁复燃、陈雄志去广

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参加第一届学习班学习，同时到黄埔军校受训；

并直接发动近郊农民组织起来，-7南浦农团紧密结合，相互支持，

开展斗争。那时工会组织发展迅速，佛山有屠业、制墨、年红染

纸，车缝，包装印切．酒楼茶室、邮务，米业、土布等工会；石湾

有花盆’茶煲、黑釉，制饼、茶室等工会先后成立。彭湃同志曾从

广州来佛山、石湾指导工农运动．

民国十四年(1925年)春，中共佛山支部成立后，工联会钱维方

与任达华等主持召开供山工人代表大会。有16个行业工会代表参加

成立工代会，会址在大魁堂(现祖庙北)，选出主席钱维方、副主席

任达华，委员有钱维方、任达华、梁桂华、陈宝经、张云峰、陈乐

三，潘星浦、陈雄志、麦斗南、毕杰等，秘书张云峰。五月，梁桂

华以佛山工代会和农协代表双重身份参加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被

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同年，钱维方被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工人

部任命为佛山市工人运动特派员。 。

工代会成立后，发动组织工人声援省港大罢工和声援国民革命

政府平定滇桂军阀杨希阂，刘震曩叛乱；与南浦农团联合清算大魁



堂劣绅集团，拘捕莫洳铁和冯熙猷等一批劣绅．．由于市政厅厅长沈

崧私释劣绅，民国十五年(1926年)二月工代会发动三千多群众到

市政厅前示威，控诉沈崧十大罪状。三月初把沈崧赶下台。十二月

初，中共广东区委派梁新枝来佛山，以工代会书记为公开身份，领

导党支部和整顿工会组织。，．

． 民国十六年(1927年)初，工代会开办工人夜校，由各工会选

派骨于参加学习．接着成立市工人纠察队，陈应刚任队长。那时佛

山市工代会属下有103个工会。四月十五日，佛山的国民党当局发

动了反革命事变，军警会同广东总工会(简称广总)佛山分会的打

手包围大魁堂工代会等革命机构，并在各处搜捕革命人士。 鬣国民

党佛山市党部由反动分子蔡学鹏接收，工代会和所属各工会被迫解

散。静(广东省总工会广东工人运动《大事记》(2)99页)。十

八日梁新枝、张云峰、陈应刚、梁敬熙、黄江等八名革命同志从大

桥头去大魁堂重组工代会的途中遭袭击，因敌众我寡而被捕。不

久，石湾工代会的陈悦、招振良等亦遭逮捕。十一月革命工会多数

被国民党破坏，只有20多个工会仍秘密受中共佛山市委直接领导。

民国十七年(1928年一．，佛山处于白色恐怖之中。广总佛山分

会勾结国民党市政厅查封所有革命工会，搜捕革命工会职员，强迫

工代会会员加入广总，其中铞木，鞋业等31个行业就有15，000多人被

迫加入，．不加入的就会失业。六月底只存两个秘密的革命工会，’根

据中共佛山市委的指示，以工人自救团名义进行活动。织造工人曾

起来反抗广总佛山分会，起落(码头装卸)工人也起来抗交月费。

下半年，中共佛山市委以邮务支部为中心，向其他行业发展，组织

秘密工会12个，曾召开佛山工人代表大会，选出15人为执行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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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工人进行经济斗争和反对广总佛山支会武装苛收会费。十月，

张云峰，陈应刚、梁敬熙、黄江同志在广州英勇就义。

民国十八年(1929年)-'-4，中共佛山市党组织再遭破坏，秘

密工会随之解散。

佛山成立革命工会前，在民国十年(1921年)五月，已有“老

板工会"——广东总工会佛山分会，其中茶居工会是其最大支柱；

还有国民党右派分子把持的广东机器(简称广机)总工会佛山支

会，均以广州、佛山国民党政府要员为靠山，与军警、武馆勾结，

操纵各行业，压榨工人，阻挠破坏革命工会的成立和活动。民国十

六年(1927年)四月十五日佛山反革命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利用

广总佛山分会和广机佛山支会来统治广大工人。至民目二十七年

(1938年)十一月佛山被日本侵略军侵占时止．

佛山，石湾的革命工会解散后，至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

十一月二十七日日本侵略军占据佛山、石湾前，广大工人不堪国民

党操纵的工会的压榨，不堪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和被解雇的痛苦，先

后进行过多次不同规模的反抗。如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石湾花

盆行工人就坚持了43天的全行业大罢工，迫使资本家增加工人工资

和释放被捕的工人。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起，佛山电话、丝

织、茶楼和石湾缸行等行业工人，曾为反对资本家无理解雇和克扣

工人工资而罢工；也因币值暴跌，物价上涨，为要求增加工资而不

断进行斗争。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操纵的南海县总工会和广机南海支会

在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先后恢复，直至民国三十八年(1949

年)十月，把持着佛山、石湾各行业的工会，与资本家勾结一起压



民党操纵的工会仍暗中活动，军管会下令取缔一切非法社团，逮捕

了原丝织工会理事林浩等三人，狠刹了这些人的气焰。124佛山市

总工会筹备处成立，正式开始工会筹组工作。1950年3月召开第一

届工人代表大会，成立佛山市总工会筹备会，组成手工业，运输，

店员三个工作组开展筹组工会工作。当年7月至1951年1月，佛山

改制为镇，隶属南海县。佛山市总工会筹备会改为南海县总工会筹

备会。1950年底，县工会干部逐步充实，明确了搞好生产是工会工

作的中心任务，设立秘书室和组织、生产，文教、劳保、青工，女

工六个部，在册人员26人·1951年2月，南海县总工会筹备会复称

为佛山市总工会筹备会(简称市工会)。1953年底之前，市工会的

人员较多集中于搞政治运动，除组织，劳保等少数部门外，业务工

作多未正常开展。1953年9月，市工会根据省工联会的通知改称为

佛山市工会联合会筹备会(简称市工会)。年底，经过。三反一、

，“五反一，特别是民主改革之后，涌现出大批工人积极分子，各级

工会经过整顿而日益健全，工作渐上轨道。1954年124市工会联合

会(简称市工会)正式成立，仍设“六部一室静：组织、宣传，女

工，劳保工资、生产、财务部和秘书室，配备了正、副部长，在册

人员20人，部门工作全面开展，从市工会筹组起至1956年初，在佛



山市私营工商业比重大，规模小而分散，未建立基层党组织的特殊

条件下，党和政府通过工会宣传和贯彻各项方针、政策，尤其是对

资本主义企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做了大量工作；在社会主

义改造高潮中也作出应有贡献，工会真正发挥了党联系职工群众的

纽带，政权的支柱和共产主义学校的作用。1956年后，工交、基
·

建、财贸、文教卫等各系统的单位普遍建立了党组织，相应建立基

层工会。工会组织更健全，工作全面、正常开展。同年，工会秘书

室改称办公室。1958年精简机构，撤销财务部、在办公室内设专人

管理财务工作，组织、宣传部合并为组宣部。年底，根据省工会通

知佛山市工会联合会改称佛山市总工会(简称市工会)。1959年增

设职工教育办公室主管职工教育工作。从1961年至“文化大革命"

前夕，市工会设生产、生活、组宣部和办公室、职工教育办公室，

在册35人。1966年6月之前的十年中，佛山市各级工会曾做出不少

成绩，受到省和地区工会的重视。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

久，市工会停止了活动。1968年2月另成立了佛山市工代会。年

底，市工会和所属单位的工作人员大部分下放拓五·七”千校。

1973年5月，根据中共中央和省委的指示，佛山市总工会是广东省

最早恢复的工会。全省各地、市及佛山地区部分县、市革命委员 -

会群众工作办公室都派代表参加佛山市第七次工会代表大会。省、

地，市委等领导多人出席了大会。省委书记陈郁在会上致祝词。当 ·

时市工会机构设生产、组宣、生活女工组和办公室，编制24人，实

际19人。1978年各组改称部。1980年至1983年5月设生产、组织、

宣教、生活女工部和办公室，在册人员38人。1983年6月实行市带

县的新体制，地、市工会合并成为佛山市总工会。机构设生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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