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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工人运动蓬勃发

展的大好形势和工会力量

的不断壮大，引起了帝国主

义的恐慌。他们调集军队，

炫耀武力，叫嚣“决不放弃上

海”。蒋介石进入上海后，与帝国主义秘密勾

结，加紧策划一场血腥的反革命大屠杀。

1927年4月11日，杜月笙以“有机密大

事商议”为由，“邀请”汪寿华赴宴，汪寿华立

即向组织作了汇报。在讨论他是否去赴宴

的问题上，党的领导机关出现了意见分歧。

党内在讨论时，有的同志劝他不要去，原因

是杜月笙这伙流氓反复无常，什么事都干得

出来；也有同志认为去也无妨，去了可以摸

清敌人的底细，但务必要注意安全。此时，

汪寿华坚定地说，我过去常和青洪帮流氓打

交道，不去反让人耻笑。为了党和工人阶级

的事业，宁愿牺牲一切！汪寿华以大无畏的

英雄气概按时赴约。临行前，他嘱咐妻子不

要害怕，请好好照顾母亲。

为安全起见，组织上决定由李泊之陪同

前往。但就在两人即将到达杜宅时，汪寿华

让李泊之在华格臬路（今宁海西路）杜月笙

住处不远的地方等他，如果两小时他还不出

来，即有意外，要李立即报告党组织。汪寿华

一走进杜月笙住宅，就被早已等候在那里的

杜月笙手下的“四大金刚”捂住口鼻，装进麻

袋，押上汽车，运到枫林桥活埋。噩耗传来，

许多与汪寿华并肩战斗的工人们失声痛哭。

次日凌晨，蒋介石便发动了震惊中外的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

众倒在血泊之中，汪寿华成为这次政变中第

一位牺牲的共产党人。汪寿华生前讲：“革

命是追求真理的事业，我们应尽力地走我们

现在应走的路。如果牺牲了，以后的路自会

有人来继续走下去的。”

为了党和工人阶级的事业，宁愿牺牲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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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寿华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工人运动的卓越组织者和领导人，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第一位牺牲的共产党员。他曾参与领导上

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当选上海特别临时政府委员、上海

总工会委员长。1927年4月被上海青洪帮头目杜月笙杀害，牺

牲时年仅26岁。 ■ 陈安杰 据《学习时报》

汪寿华，原名何纪元，字介尘，化名何今亮、

何松林等，1901年出生于浙江省诸暨市檀溪乡

泉畈村的一个旧知识分子家庭。1917年秋考入

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受俄国十月革命和新

文化运动的影响，开始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他

关心国家的命运，同情贫苦人民，经常阅读《新青年》等进步刊物，

立志下“苦学”的功夫，为了改造中国的“真正弱点”，“努力、努力，

无时可息，制造文明的武器，来做国家的根基”。

1920年6月，汪寿华在上海参加沪滨工读互助团，9月到位

于霞飞路渔阳里（今淮海中路567弄6号）的外国语学社学习。不

久，经俞秀松介绍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与汪寿华同一时期加入

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还有刘少奇、任弼时、罗觉（罗亦农）、李启汉等

革命青年，他们成为最早发展的一批青年团员。

翌年，汪寿华与许多同学一道，离开上海，奔赴苏俄学习深

造。然而，由于无法直接抵达莫斯科，汪寿华只得在西伯利亚的

伯力等地从事华工教育。1923年，汪寿华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作

为远东职工代表在莫斯科出席国际反帝同盟会议。1924年当选

海参崴职工苏维埃委员，同年底奉调回国。中共中央局决定新的

上海区委由王一飞、汪寿华、庄文恭等委员组成，汪寿华负责工人

运动方面的工作。

1925 年 1 月，汪寿华

参加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

开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

会，并向大会作了关于职

工运动的报告。会后留在

上海工作，先后担任中共江浙区委委员、

常委、区委农工部主任委员、区委职工运

动委员会书记等职。五卅运动爆发时，汪

寿华转任上海总工会宣传部主任，积极协

助李立三、刘少奇领导工人运动。不久，

担任中共江浙区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

兼上海总工会代理委员长。由于反动当

局数次查封上海总工会，并四处搜捕汪寿

华，为继续深入在工人群众中做宣传，他不

得不改名换姓，在白色恐怖中顽强领导着

上海工人运动。

从1926年 5月开始，作为上海区委军

事特别委员会成员的汪寿华，多次发动上海

各行业工人进行大规模罢工斗争，并参与领

导了上海工人的第一、二次武装起义。当

时，由于准备不足和缺乏斗争经验，上海工

人发动的前两次起义均以失败而告终。

1927年 2月23日，中共上海区委联席

会议决定，在总结前两次工人武装起义失败

教训的同时，准备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

义。由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汪寿华等八

人组成特别委员会。3月4日，汪寿华主持

召开上海工会干部会议，决定组织5000人

的工人纠察队，并秘密开展武装训练。

同年3月20日，北伐军进驻上海龙华，

汪寿华派人到龙华请北伐军东路总指挥白

崇禧派部队配合工人起义，希望能内外夹

击，消灭军阀。但白崇禧已接到蒋介石的密

令，按兵不动，妄图借军阀之手消灭工人武

装。汪寿华知道后十分气愤地对同志们说：

“他们不来，我们自己干！”

1927年 3月21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

装起义爆发。整个行动由特别委员会指

挥。参加罢工的达到80万人，直接参加作

战的有1万多人，罢工后1小时，立即转入武

装起义，上海7个区的工人纠察队同时向敌

人发动了攻击。起义期间，汪寿华和周恩

来、罗亦农、赵世炎等全程指挥战斗，日夜不

息，忘我工作。同志们劝汪寿华休息，他说：

“起义这么紧张，工人兄弟们都在和敌人厮

杀，我怎么能休息呢？”经过28小时的血战，

起义军最终占领了除租界以外的整个上海

地区，起义取得了胜利。

22日，在上海南市召开第二次市民代

表大会，成立上海特别临时政府，汪寿华当

选为政府委员，在临时政府第一次委员会

上，汪寿华被选为五名常务委员之一。27

日，汪寿华主持全市工人代表大会，向大会

提出了收回租界、肃清一切反动派、改善工

人生活等十七项任务。次日，他当选为上海

总工会委员长。

“他们不来，我们自己干！”

020202

河南省郏县有个三苏园文物景区，这里是北

宋大文学家苏洵、苏轼、苏辙的葬地，三苏坟就在

这里。当年景区进行建设时，管理部门想在这里

建一个诗文书法碑林，于是向全国的书法名家进

行征稿。

启功积极应征，他写的是苏轼《嘲子由》诗中

的几句：“堆几盏埃简，攻之如蠹虫。谁知圣人

意，不在古书中。”这是苏轼打趣弟弟的一段话，

意思是你书桌上堆满了大大小小并且沾满了灰

尘的书籍，你就像蠹虫一样没日没夜地在啃食

着，但你又哪里想得到，圣人的思想并不完全在

书里啊。

写好后，启功将作品寄给了主办方。

主办方收到启功的作品，如获至宝，当然非常

高兴，但是打开一看又吃惊不小，原来启功的书法

作品中丢了一个“知”字。主办方一时有点发蒙，

这是不是启功别有深意呢？或者说，纯粹就是启

功一时大意丢了这个字。如果将这篇不完整的书

法作品刻碑，那是不严肃的。启功要是以后发现

了这个问题，也会责怪主办方为什么不提醒。

思来想去，主办方觉得为了稳妥起见，还是派

人上门征求一下启功的意见为好。

上门以后，启功一看，果然是自己一时疏忽而

丢了字。他非常感谢主办方认真负责的精神，并

为自己的失误而给对方带来的麻烦表示深深的歉

意。他转而说，在大文豪苏轼面前，我真的是“无

知者”啊。一句话说得在场的人都笑了。

接着，启功马上动手重新书写了这一幅字，并

且认真地校对几遍，这才放心地交给了主办方。

■ 周二中 据《人民政协报》

“无知者”启功

“努力、努力，无时可息，
制造文明的武器，来做国家的根基”

010101

汪寿华：敢于赴死的工人运动先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