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是这段当海员的经历，让林伟民有
机会结识了影响他一生的人——孙中山。

孙中山在长期从事反清革命活动，奔
波海内外的过程中，大部分是乘坐轮船出
行。林伟民与孙中山又是同乡，因此攀谈
起来尤为亲切。在孙中山的影响下，林伟
民与其他海员一起利用在船上的便利条
件，冒着生命危险为革命党人筹措经费、运
送物资、传递消息。

1920年，林伟民与苏兆征等开始筹备
成立海员工会。经过积极宣传组织工作，
1921年3月6日，海员工会正式成立，工会
名称正式定为“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

由于年代久远，关于海员工会成立的
相关信息并不多，不少资料的记载中也仅
仅是一笔带过，但我们有幸找到了几张记
录这段历史的照片，其中一张是中华海员
工业联合总会在香港举行挂牌仪式的照
片。

照片中，两名工作人员正在固定牌匾，
中间的几人鼓掌的双手高高举起，脸上洋
溢着笑容。由于照片较为模糊，我们无法

判断这几人中是否有林伟民，但我们认为，
林伟民一定身处现场，见证这一历史性时
刻，对未来工人运动蓬勃发展充满憧憬。

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成立后不久，
林伟民等骨干分子分头在海员中进行宣传
和发动工作，使大家了解自己备受剥削的
情况以及生活痛苦的原因。1921年9月，
海员工会正式向香港各轮船公司提出增加
工资、改善待遇与改革雇工制度、反对包工
头剥削等3项要求。

门晓琴在给我们讲述时，对这段历史
进行了简单概括：“提一次，不置可否，再提
一次，石沉大海，第三次提的时候，外国轮
船资本家不但没有给他们加薪，而且还故
意给白人海员加薪。”1922年1月12日，
香港中国海员在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的
组织领导下，举行了大罢工。

持续56天的香港海员大罢工最终取
得了胜利。为了更深入地了解在罢工期间
林伟民的工作，我们翻阅了大量材料，最终
在2019年第1期《工会理论研究》中找到
了一篇相关论文，其中提及，香港海员罢工

后及时撤回广州，以广州为阵地坚持罢工
斗争，短短的十几天便有1万多名罢工海
员及家属回到广州。

上万人的撤离、上万人在广州的食宿
安排，在我们看来已经是一件非常令人头
疼的事了，林伟民在香港还要应对港英当
局的围追堵截和武力镇压，这短短的两个
月中，每一天都可谓是惊心动魄。哪怕有
一丝的动摇和退缩，香港海员大罢工都可
能功亏一篑，我们不禁为林伟民等骨干的
斗争意志和无畏精神所折服。

在广州越秀公园有一座1932年落成
的海员亭，是为了纪念香港海员大罢工而
修建的。当我们寻访至此时，一场大雨刚
刚结束，沿着石阶拾级而上，在一个半山
坡，海员亭映入眼帘。这是一座重檐八角
攒尖亭，中立八条白石圆柱，地面上还有中
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的黑锚会徽。

雨后的越秀公园空气清新、微风轻
拂，身处海员亭，不禁思绪飘扬，仿佛把
我们带回到那个香港海员奋勇抗争的激
荡年代。

罢工 意志坚定顽强

1887年10月，林伟民出生于三灶岛西
洋田村（今珠海市金湾区三灶镇鱼塘村）一
个贫苦农民家里。与其他农户一样，林家
依靠租种田地为生，间或通过在海边抓捕
鱼虾补贴家用，但仍入不敷出，生活困难。

那是一个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
双重压迫的年代。现在的我们无法感知
那个年代普通民众的悲惨生活，但在位于
三灶镇的林伟民与中国早期工人运动史迹
陈列馆内，一张当时媒体绘制的中国被西
方列强压迫情景的漫画令人印象深刻，从
侧面反映了当时的人们生活在一个怎样的
境况之下。

漫画中，手持棍棒、皮鞭的洋人寓意西
方列强，正残酷地鞭打一名毫无还手之力
的中国人。远处，两名洋人正匆匆赶来，意
欲加入这场惨无人道的压迫与剥削。这就
是当时中国的现状，已沦落为列强任意宰

割的鱼肉。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林伟民一家艰难

度日。林伟民的儿子林俊华曾回忆说，家
里只有一间老旧泥屋，没有田地，向村里的
地主租了一些田地耕种。因为家庭人口众
多，入不敷出，一家生活相当困难，时常面
临断炊困境。

在林伟民与中国早期工人运动史迹
陈列馆的一侧，三灶镇文化服务中心副主
任郭圣希指着一块铺整一新的草坪说：

“这里就是林伟民出生和居住的地方。”不
远处，一口已被保护起来的古井，曾是这
个家庭取水的来源。

因家庭条件所限，林伟民一直没有
机会读书，直到他十岁时，父亲才千方百
计地凑了一些钱让他到私塾读了几年
书。林伟民深知读书的机会来之不易，
因此十分珍惜，勤奋的他进步很快，还学

会了打算盘。
在一个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家庭，父母

还从牙缝里挤出一些钱供孩子读书。我
们已无从考证林伟民父母当时是怎样一
种心态，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深知，只
有读书才能开阔眼界，才能改变命运。

在私塾读了几年书后，因家境实在
困难，林伟民便跑到一家酿酒的店铺中
打工。有一天在工作中，由于蒸酒锅锅
盖沉重，林伟民在提锅盖时脚下一滑失
去了重心，右手陷进滚烫的锅里，严重烫
伤。而酒铺老板却借机辞退了他。

这就是我们通过寻访了解到的林伟
民少年时的经历。这些苦难和辛苦的劳
动，无疑造就了林伟民坚强刚毅的性格。
站在三灶镇伟民纪念广场，高高矗立的林
伟民铜像雄姿英发，目光如炬，工人运动
领袖的风范呼之欲出。

成长 从小家境贫寒

通 告
为确保2019年国庆假期全市道路交通安全畅通，现决定

实施以下交通管制：
一、2019 年 9 月 30 日 0:00 至 10 月 1 日 24:00 对珠海大桥

(含)以东的香洲区、高新区范围道路（高速公路除外）实施交通
管制。管制期间，禁止中型(含)以上货车通行。

二、2019年10月6日19:00至10月7日2:00、10月7日8:00
至10月8日2:00，对兰埔路（桂花北路口至隧道南路口段）实施
交通管制。管制期间，该路段两侧禁止车辆停放，周边不设停
车泊位。请应节登高的市民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前往，并配合交
警部门的工作。

特此通告。
珠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2019年9月29日

2019年10月1日将在九洲城广场举行庆祝新中国成

立70周年升国旗仪式。为确保升国旗仪式期间九洲城周

边道路交通安全畅通，现决定于2019年10月1日5:30至

7:30，对景山路（海滨路口至吉大路口段）双向进行交通管

制。管制期间，车辆通行将受到限制，请过往车辆提前绕

行吉柠路、九洲大道、海滨南路、海滨北路。

特此通告

珠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2019年9月29日

通 告珠海市斗门区新青尖峰山片B202b07
管理单元（斗门区市民文化艺术中心）

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改批前公告
为加快推动斗门区市民文化艺术中心的建设，进一步提升城市品质

和活力。我局组织开展了《珠海市斗门区新青尖峰山片B202b07管理单
元（斗门区市民文化艺术中心）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改》，根据《珠海市城乡
规划公开公示管理办法》要求，为增加城乡规划的透明度，充分征求公众
及利害关系人意见，现对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改方案进行批前公告，具体内
容详见珠海市自然资源局的业务公示栏和该项目用地现场，公示时间为
30日（2019年9月30日至2019年10月29日）。若利害关系人对公示内
容有异议，可在公示期内向珠海市自然资源局斗门分局反馈相关意见。

意见反馈方式：利害关系人对公示内容有异议的，可通过电子邮件
或书面意见方式将相关意见反馈至我局，也可向我局提出书面听证申
请。电子邮件请发送至dmghfjghk@126.com，书面意见请送（或邮寄）
至珠海市斗门区白藤湖艺海小区四号珠海市自然资源局斗门分局规划
管理科，联系电话：0756—5570802。信息反馈时需注明联系人姓名、联
系电话、联系地址，以便进行意见回复。

珠海市自然资源局斗门分局
2019年9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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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访珠海“红色三杰”历史足迹系列报道之林伟民（上）

悲惨境遇中 抗争的种子生根发芽
从一个贫苦的农家少年，成长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首任委员长，林伟明的

一生受尽磨难、跌宕起伏。回首百年前的那段峥嵘岁月，我们为革命先辈积极投身工人
运动，为中国工运与民主革命事业作出的重大贡献表示由衷的赞叹。

9月初，为弘扬珠海“红色三杰”的革命精神，我们带着寻访任务前往金湾区三灶镇，
这里是林伟民的故乡，他在这里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迫于生计，林伟民19岁时前往
香港谋生，自此翻开了人生的新篇章。直到1927年，林伟民病逝于广州，时年40岁。

短短的40年，林伟民波澜壮阔的一生，书写了中国工人运动史上的壮丽篇章。为
了维护工人的合法权益，他奔走疾呼，组织开展香港海员大罢工、省港大罢工和上海海
员罢工，成为早期中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导人，并在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
全国总工会第一届执行委员会委员长。

1906年，家乡干旱，庄稼失收，迫于生计
的林伟民和很多乡亲一样，前往已成为世界
重要贸易港口的香港谋生。那年，他19岁。

在香港找工作并不容易。他干过码头
搬运工，拉过黄包车，在建筑工地当过杂
工，等等。每天风餐露宿，无冬无夏，疲于
奔命，依然摆脱不了失业的命运。

林伟民与中国早期工人运动史迹陈列
馆内一张黑白照片反映了当年码头搬运工
的悲惨生活。照片中的搬运工扛着巨大的
麻袋，排着队依次向轮船上运送货物，而这
样繁重的体力劳动，每天几乎要干十几个
小时。即便如此，他们拿到手的工资甚至
连自己也养活不了。

后来，在一名当了海员的乡亲的推荐
下，林伟民通过一家包公馆介绍，成为了一
名海员，在一艘英国远洋轮船上工作，从此
长年颠簸在惊涛骇浪之中。林伟民发现，

香港的众多包公馆都与资方紧密勾结，垄
断了中国工人的雇佣权。

“包公馆有点类似现在的中介，而求职
者想要成为一名海员必须要交纳一定的费
用，每个月还要从工资中抽水。”珠海市博
物馆副研究员门晓琴说。

林伟民上船后成为了一名“侍仔”，“侍
仔”往往只能从事最劳累、最低贱的工作。
他们居住环境恶劣，每天从早到晚工作十
五六个小时，还要随时听从工头的差遣，如
果动作稍慢就要遭受辱骂甚至殴打，还经
常被资方和外国海员虐待、侮辱。

正如林伟民的同乡、亲密战友苏兆征
所说，在外国轮船工作的中国海员们饱受
压迫剥削，“感受此种痛苦特甚”。

经过多方联系，我们在广州见到了林
伟民之孙林建国，对于祖父那段不堪回首
的海员经历，林建国也深有感触。“当时外

国人不把中国劳工当人看，稍有不慎非打
即骂。祖父当年工作辛苦、收入低微，还要
遭受不公平的对待和歧视，生活非常悲
惨。”谈及至此，林建国一度哽咽。

在当时香港这样一个繁忙的贸易港
口，有数以万计的中国海员在外国轮船上
工作，林伟民只是其中普通得不能再普通
的一员。但为什么是他，不畏艰难挺身而
出，站在斗争在最前沿，承担起推动工人运
动前进的重任？这也是报道组几名同事在
寻访路上一直思考的问题。

通过查阅资料、采访专家，我们逐渐达
成了共识：少年时的苦难磨练了他坚强的
意志、当海员时的悲惨处境滋长了他反抗
的情绪，但最重要的是孙中山革命思想的
启蒙以及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让他意识
到，工人阶级只有团结起来进行有效的抗
争，方能改变命运。

谋生 体验海员疾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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