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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狱中的绝食斗争在其他支部委员的领导下，继续

团结一致，坚持斗争。绝食第四天，在外面组织的呼吁

下，有新闻记者到狱中进行了采访，狱中的党员利用这

个机会，对国民党对政治犯的迫害进行了声泪俱下地控

诉，引起了记者们的同情。绝食第五天，狱中的采访见

诸报端，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正在外面军阀混战的阎

锡山见后，非常生气。为了赢得政治资本，责成天津军

警一定要注意后方的安全，后派阎锡山的亲信，天津公

安局长曾延毅协调解决。

基于种种社会压力，曾延毅同意了狱中支部提出的

八项要求，第一次绝食斗争在彭真、王奇岳等的领导下

取得胜利。

第一次绝食斗争胜利后，1930 年 7 月 11 日，王奇岳、

李运昌、袁相鲁等二十余人由陆军监狱转到临时自新

院。随后薄一波、徐彬如等也转入，临时自新院一共有

三十几个人。

临时自新院，是国民党政府针对较轻政治犯而实行

的一种改过监狱，其目的是为了粉饰白色恐怖，为其反

动统治披上温情的面纱。这样的自新院山西已经设立，

天津还没有。

当时党组织为了营救第三监狱的同志，让潜伏在天

津特科系统的张友渔向崔廷献（天津市长）建议也成立

这个机构。把当时第三监狱罪行较轻的三十几个同志

收容起来，让他们悔过自新，实际上是要他们离开监

狱，以便进一步营救。崔廷献采纳了张友渔的建议，成

立了临时自新院，地点在奥租界（现河北区）的一座小

楼里。

其时，政治情况发生了变化，蒋、冯、阎、张的军阀混

战中，蒋、张合作，阎锡山为了保存力量，避免打仗，采用

了和平妥协的政策，把北平和天津交给了蒋、张。这时

候，张友渔利用军阀之间的矛盾，向崔廷献讲：“我们山

西派要撤退了。我们是被蒋介石、张学良赶下了台的。

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些共产党移交给他们，让他们杀害

呢？把共产党放出去，跟蒋介石、张学良捣乱，对我们山

西派不是很有利吗？”崔同意了，于是王奇岳等同志被转

到临时自新院。

1930 年 7 月 14 日，按刑期被判十一个月的人该刑满

释放。于是王奇岳等人把剩余的奶粉、鸡蛋等物交给了

在押的犯人，准备出狱。但此时天津分院却认为王奇岳

这些人在狱中参加了绝食斗争，是一种政治行动，不予

释放。王奇岳等人已经出了监狱，却重新由公安局拘

留。这次交给公安局的有十人，即詹大权、王奇岳、韩振

明（卢福坦）、司福祥、左振玉、张小堂、郑明章、熊凤歧、

刘振山、赵宝珍。重新收押后，王奇岳等人非常气愤，由

詹大权、王奇岳代表大家不断提出质问，问他们为什么

刑满不释放？后来，因为崔廷献接受张友渔关于政治犯

的处理意见，公安局顶不住市政府的压力，过了一段时

间才把王奇岳这批人放了。

王奇岳被释放后，当夜偕同李盛莲乘海船去上海。

记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王奇岳烈士
张健 李忠朴 朱德贤

（二）抗日救国，领导工运

1931 年夏，王奇岳受命到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处工

作。不久后的 1931 年秋，刘少奇从莫斯科回到上海。此

时，正值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职工部，以加强对城市

工人运动的领导。刘少奇被任命为中央职工部部长、中

华全国总工会组织部部长。就这样，继天津一别，二人

再次一起工作，王奇岳仍然是协助刘少奇工作，不同的

是这次是从事工人运动。因为有天津共事的经验，两人

工作无缝契合，迅速进入工作状态。

此时，工人运动的处境已非常恶劣。国民党当局的

疯狂镇压，“左”倾错误带来的巨大损失，使工会组织一

时陷于残破的状态。许多原来很有影响的工会组织，如

法商电车公司、内外棉十三厂、海员总工会等，都垮掉

了。全国总工会只剩下一个空荡荡的机关。据《中国工

会历史文献》，1931 年 10 月 21 日，刘少奇和黄平联名上

报的文件《给赤色职工国际执行委员会信——关于赤色

工会的领导、组织状况及目前的工作部署》中有：“因为

党的干部的调动，中华全国总工会工作人全部调换了，

现在常委三人，连技术人员共七人”“中华全国总工会已

拟定了三个月的工作计划，目前集中力量在上海组织反

帝罢工，抓住几个重要的罢工。缩小机关，将工作重心

放在企业中去，派人参加生产，检查支部，并注意推动支

部工作。”同时“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报纸还未出版，但已

预备油印出版。”

按照《工会工作大纲》，工会秘书处主要管理文书、

会计、会费征收以及会内各种事务等。在人员缺少，任

务艰巨的情况下，王奇岳在刘少奇的领导下，既当秘书

长，又干具体工作。自 1931 年 8 月起至 1932 年冬的 12 月

止，约 1 年半时间里，中华全国总工会共计发出报告、决

议、宣言、评论、社论、给工友书等各种文件约 70 份。向

上报告了工人运动的情况，向下传递了中央的部署，领

导、指挥了工人运动，有力地支持和鼓舞了工人们的斗

志。

就在王奇岳他们到中华全国总工会不

久，上海发生了永安纱厂罢工工人被军警

镇压的事件。

1931 年 12 月，上海永安纱厂第二厂工

人因向资本家要求发给花红和反对开除工

人，于 1931 年 12 月 19 日怠工。资本家即宣

告停工，并请国民党军警到厂威吓工人。次

日工人到厂，军警不许工人进厂，开枪射击，

打死工人四人，打伤和捕去十余人。针对这

一事件，中华全国总工会于 1931 年 12 月 25

日，发出《为反对国民党资本家屠杀永安纱

厂工友告全上海工友》，揭露资本家对工人

的残酷剥削和勾结国民党军警镇压工人的

罪行，呼吁“全上海的工友们，不要愁你们没

有力量，只愁你们没有坚强的‘统一战线’，

须知道上海八十万工人的队伍，是消灭资本

家和国民党一切锁链的伟大权威！”号召“全

上海的工友们！你们不要再隐忍和迟疑了，开除和屠杀

的危机，说不定马上就要轮到你们头上，快提出你们的迫

切要求：增加工资，改良待遇，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等等。

起来斗争罢！起来与永安纱厂的工友们站在一条战线上

斗争罢！”继后，1932 年 1 月 8 日，上海二十七家日商纱厂

华工五万多人反对从本年起取消每月四天赏工；同兴、日

华、公大、喜和等厂一万多华工为要求恢复赏工，反对开

除工人，相继举行罢工。1932年1月17日，王奇岳将这几

次罢工事件写进了他的《日商纱厂罢工潮》一文里，再次

署名雨红，发表在 1932 年 1 月 20 日的《工运指南》第四期

（第8页）上。同时，刘少奇在1月17日的《红旗周报》第30

期上发表了《国民党封闭永安二厂工会及逮捕工人，我们

应否号召工人反对？》的文章。

1932 年 1 月 28 日，震惊中外的“一·二八”事变发生

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立即遭到十九路军的反击，一

场气壮山河的淞沪抗战爆发了。

中国共产党号召、组织上海工人阶级积极参加保卫

上海的斗争。早在事变前，中国共产党就洞悉了日本帝

国主义侵略上海的野心。按照中共中央的紧急通知，中

华全国总工会于 1932 年 1 月 17 日发出了《中华全国总工

会为号召工农兵士学生起来进行民族革命战争宣言》，号

召民众自动武装起来，保卫上海，实行总同盟罢工，反对

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上海。

“一·二八”事变后，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关

于上海事件的斗争纲领》，旗帜鲜明地举起抗日大旗。1

月29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出了《中华全国总工会为反对

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上海宣言》，紧接着又分别在 2 月 2 日

发出“二次宣言”和 2 月 10 日发出“第三次宣言”，谴责日

本帝国主义侵占上海，号召全市工人总同盟罢工，以多种

形式支援十九路军抗战。 （未完待续）

图/源自《綦江文史》

1930 年 5 月 1 日，为纪念“五一”劳动节，上海工人学生在南京路

上举行飞行集会。图为散发传单后的南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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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奇岳夫人李盛莲王奇岳夫人李盛莲。。 19251925 年年，，王奇岳王奇岳““旅莫党团员调查旅莫党团员调查

表表””登记照登记照。。 19321932 年年 1212 月摄于上海月摄于上海，，坐者右为王奇岳坐者右为王奇岳，，左为夫人李盛左为夫人李盛

莲莲。。王前面的小孩为其长女王化春王前面的小孩为其长女王化春，，照片前中是儿子王化阳照片前中是儿子王化阳，，

后为王化阳表哥李国戎后为王化阳表哥李国戎（（后在新四军牺牲后在新四军牺牲）。）。

李盛莲与王化阳三子妹李盛莲与王化阳三子妹（（站立者李盛莲站立者李盛莲，，怀中抱的是王化庆怀中抱的是王化庆，，左为王化春左为王化春、、

右为王化阳右为王化阳）。）。

四、协助少奇，上海领导工运
（一）初到上海，中央任职

王奇岳初到上海时，正是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

倾冒险错误在中共中央取得了统治地位”的时期（见中

共党史出版社2002 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

1930 年 5 月，蒋、桂、冯、阎新军阀大战爆发，出现了

对革命有利的客观形势。中共中央在李立三的实际主

持下，认为革命形势已在全国成熟。于是，中央在 6 月 11

日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由李立三起草的

《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提出了“准备一省与几省的首先

胜利，建立全国革命政权”的总方针。

在李立三实际主持下，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上海、

南京等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计划，

并以严厉的组织手段在全国各地推行。

“上海是中央直接领导的，贯彻中央的精神也是最

快的，6 月 13 日，江苏省委就发出通告，提出当前最紧迫

的任务就是组织广大群众的政治斗争，以促进全国革命

高潮。通告要求上海、南京、徐州等中心城市组织产业

工人大罢工，要求组织上海工人同盟罢工。7 月 14 日，中

共中央决定将江苏省委改组为总行动委员会，由李立三

兼任书记。随后，在上海等地工人运动中多次举行飞行

集会和示威游行等‘左’倾冒险活动。其中规模较大的

有：7 月 16 日的上海工人拥护苏维埃反对军阀混战大示

威……这次示威前后 25 分钟，有 32 人被敌人逮捕。8 月

1 日的‘八一’反帝大示威……这次活动也有多人被捕。

除组织示威游行外，党和工会还把主要精力放在组织政

治罢工和同盟罢工上。6-8 月，上海先后发生了法商水

电公司工人 57 天大罢工、闸北丝厂 5000 余工人大罢工、

英商老怡和纱厂 3000 工人大罢工及浦东日华纱厂 3600

余工人大罢工……”“实行‘左’倾冒险主义的结果是，即

使在斗争胜利的地方，党也脱离了群众。”（见《中国工人

运动史》）

“在执行立三路线的 3 个月间，白区有 11 个中共省委

机关遭到敌人破坏，党的基层组织和革命工会也遭到敌

人严重摧残。”“工会成了党命令工人暴动的技术机关，

工会独立工作系统完全被取消了，产业委员会变成了变

相的党的行委……没有工会生活……所有产业工会都变

成了空架机关”（见罗迈的《立三路线在江苏工作中的检

阅，载《实话》，第9期，1931 年2月7日）。

推行立三路线的结果，就是全国赤色工会会员人数

急剧减少。

“1930 年 6 月全国总工会统计时，上海尚有赤色工会

会员 2102 人”（见《中国工会历史文献》第 3 册第 70 页之

《中华全国总工会给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报告

之一部——赤色工会的发展概况及活动》，1930 年 6 月 15

日），“到 1931 年 2 月统计，已只剩 700 人了”（见《实话》第

9 期，罗迈的《立三路线在江苏工作中的检阅》，1931 年 2

月7日）。

在这样的背景下，1930 年 8 月，王奇岳来到了上海。

初，被安排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住在法租界北的四川

路一幢房子内。为了工作需要，王奇岳与妻子李盛莲假

扮有钱人，出门总是西装革履，一副阔佬阔太太打扮。

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和苏联顾问米夫，就

经常来到法租界的房子里与王奇岳谈事情。他们来，李

盛莲都会盛情接待，然后到外面放哨。这其中让李盛莲

略感不适的是苏联人拥抱的“礼节”，每次米夫来都要行

拥抱礼，让李盛莲很尴尬。

“这幢房子十分高大，家具摆设非常豪华，地上铺着

厚厚的地毯，一个月的房租好像要 80 块银元。为了和这

豪华的陈设相配，我们夫妇也是一幅阔佬阔太太打扮：

男的西装革履，女的绸缎旗袍。常来我家的有当时的中

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和苏联顾问米夫。我特别害怕米

夫，因为他每次一边叫我‘小鬼’，一边按苏联的习惯把

我搂住，用大胡子在我脸上挨呀擦呀。这些人来后，我

就在门外放风。”（见李盛莲《风雨八十年》）

而他们谈论的都是当时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形势的

判断和如何进行指导等问题。王奇岳由于在苏联学习

过，并且有办《工人之路》的经历，对世界革命和中国革

命有独到的见解，与米夫和向忠发的交谈也很顺利，通

过交谈，王奇岳对中国的革命有了更深一步的了解。

1928-1931 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上海的机关旧址。

1932 年一·二八事变后，上海市总工会为反对日本进攻上海实行总罢工，上海沪西 17 家日本纱厂 4 万多工人组成

罢工委员会和义勇军，支援十九路军抗战。图为1月30日，上海罢工工人集会支援十九路军抗日爱国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