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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百年的历史回响
——安源路矿工人运动启示录

本报记者 尹晓军 刘启红

1922 年 9 月 14 日凌晨 2 时，震惊全国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

工爆发。1 万余名安源路矿工人从矿井、工棚等地一涌而出，他

们团结一致、奋起抗争，犹如一粒粒愤怒的星火，越烧越旺，汇聚

成不可战胜的力量。最终，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未伤一人，未

败一事，而得到完全胜利”。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领导并

取得完全胜利的工人斗争，是中国工人运动史上的光辉一页。

硝烟散去，精神赓续。回首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虽然跨越

了一个世纪的漫长岁月，但我们仍能感受到团结的力量、奋斗的

力量。“二七”惨案后，各地工会都遭封闭，只有安源工会“巍然独

存”。刘少奇曾总结道：“安源工友其所以在‘二七’失败后能做

到这样好的原因，就是工友能够齐心，能够奋斗，又能够看清环

境。”可见，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齐心、奋斗”的精神已经深

深根植于安源工人群众的心中，引领着安源路矿工人运动一直

坚持而不溃散，直至取得胜利。

团结奋斗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最显著的精神标识，贯

穿于我们党的百年历程之中。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小小红船

到巍巍巨轮，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亿万人民英勇拼

搏、砥砺奋进，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

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

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勇于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

的伟大斗争，带领中国人民攻克了一个又一个“娄山关”

“腊子口”，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

性变革。从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到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从取得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重大战略成果，

到改革开放不断迈上新台阶……这一切都是团结奋斗

的结果。历史已经证明，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

史伟业的必由之路。

如今，踏上新的赶考之路，既面临难得机遇，也面

临严峻挑战，我们必须继续发扬团结奋斗的优良传

统，坚定团结奋斗的顽强意志，不断凝聚起团结奋斗

的磅礴力量。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不动摇，深刻领

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不断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坚

持人民至上、紧紧依靠人民，不断实现好、维

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聚集

人民力量创造新的伟业。要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不断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

国统一战线，不断汇聚起心往一处想、劲

往一处使的磅礴力量。

对历史最好的致敬，是创造新的辉

煌。无论风云如何变幻，无论挑战如何

严峻，只要全体中华儿女团结一心、风

雨同济，胼手胝足、顽强拼搏，就一定能

在新的赶考之路上继续创造令人刮目

相看的奇迹。

站在时间的坐标轴上，如同参天巨树，新芽岁岁破枝、

枝干年年伸展，百年接续奋斗铺开了萍乡日新月异发展的

年轮，从昨天走向明天，从历史走向未来。

山雄有脊，房固因梁。1922—2022，从总平巷的岩尖到

张家湾的红灯；从“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的呐喊，到

“霹雳一声暴动”的果敢；从株萍铁路助推近代工业文明的

发祥，到沪昆高铁牵引赣西工业重镇的复兴；从江南煤都

的黑色印记到海绵城市的绿色转身，100 年前的熊熊烈焰，

沿着革命、建设、改革的康庄大道，照亮萍实之乡的光明

前景。

厚积薄发：咱们工人有力量

知所从来，思所将往，方明所去。

工人运动，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重要革命实践，而

安源，便是其中的一块重要试验田。

20 世纪 20 年代初，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 1922 年

1月香港海员罢工为起点，1923年 2月京汉铁路工人罢工为

终点，掀起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彼时的萍乡安

源，因为安源路矿的兴盛，聚集了大量的产业工人，为开展

工人运动埋下历史的伏笔。

在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内，有一段采用声光电等现代

科技手段还原的安源矿工采矿场景：黑暗逼仄的巷道里，工人

们佝偻着身躯，正在艰难地掘煤、运炭。逼真的形象，令观者无

不触景生情。“少年进炭棚，老来背竹筒，病了赶你走，死了不如

狗”，这曲悲歌是安源路矿工人悲惨命运的真实写照。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从建矿、筑路的那天起，

安源路矿工人就不断为争取生存权益而“怒发冲冠”，与反

动当局进行长期不懈的斗争。1920 年，安源路矿产业工人

队伍壮大到 1.3 万余人，成为那个时代最具先进性、坚定

性、组织性的革命力量，已然为路矿工人运动准备了条件、

提供了土壤。

安源路矿工人的反抗气势，让年轻的共产党人毛泽东

敏锐地洞察到了发动革命的契机。此后，他多次踏访安

源，通过实地调查，对发动工人罢工的可能性、必要性、操

作性进行了全方位的论证，并与战友刘少奇、李立三一道，

确立了罢工的正确路线、方针。

时与势相得益彰，成立才一年多的中国共产党，在安

源开始了独立领导工人运动的探索与实践。

团结奋斗：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的精神标识

1922 年 9 月 14 日凌晨 2 时，轰动全国的安源路矿工人

大罢工爆发。这天，铁路工人拉响汽笛，卸下机车的重要

部件，停开列车；煤矿工人砍断井下电源，高举斧头、岩尖，

如潮水般从矿井工棚、街头巷尾蜂拥而出。遵照毛泽东

“哀而动人”策略，工人们高呼罢工口号：“从前是牛马，现

在要做人！”经过 5 天斗争，路矿当局被迫承认工人罢工条

件，把相关条件合并，达成 13条协议。

走进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一组反映刘少奇与路

矿当局谈判的展陈群雕引人注目。这组塑像定格了正义

与 邪 恶 激 烈 交 锋 的 场 景 ，伟 岸 与 卑 劣 、崇 高 与 宵 小 判 若

云泥。

回首百年沧桑，安源路矿工人运动在中国共产党史、

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因为，这一笔，大

大书写了两个字：成功。

在中国共产党的幼年时期，浸透了革命者殷红的鲜

血，承载了太多悲壮的牺牲，鲜有成功的范例。而安

源路矿工人运动，“未伤一人，未败一事，而得到完全

胜利”，“这实在是幼稚的中国劳动运动中绝无而

仅有的事”。

作为研究安源路矿工人运动历史的后起之秀，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张丹认为，诚如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

之路”。团结奋斗，是百年前安源路矿工人运动取得胜利

的精神标识，也是贯穿安源工运的制胜法宝。

事实证明，安源路矿工人的团结力量确实无与伦比。

正因为“能够齐心，能够奋斗，又能看清环境”，即便是 1923
年“二七”惨案后，全国工运转入低潮，在安源党组织和工

人俱乐部的正确领导下，安源路矿工人运动仍旧“巍然独

存”且蓬勃发展。因此安源被誉为中国的“小莫斯科”，成

为“激励全国工人运动的一面旗帜”。

从罢工开始时的“哀兵必胜”，到工运低潮期的“弯弓

待发”，再到大革命失败后的“招兵买马，积草屯粮”，安源

路矿工人用团结奋斗创造了“无产阶级大本营”的奇迹。

砥砺奋进：红色基因代代传

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宣传科科长段志能是一名

金牌讲解员。每一次讲解，他总是以饱满的热情，倾力介

绍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的每一处细节。“共产党人是带着为

人民谋幸福的初心来到安源的，他们不怕苦、不怕累，不怕

流血牺牲。这种革命精神是我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

激 励 着 我 一 定 要 把 安 源 工 运 的 故 事 讲 好 。”段 志 能 由 衷

地说。

张丹表示，透过百年安源工运史，让她深刻感悟到共

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领悟到红色安源蕴藏的中国革命胜

利的基因密码。她激动地说：“作为安源工运史和党史的

青年学习者、研究者，唯有做真学问，真做学问，从历史学

习研究中激发信仰、获得启发、汲取力量，才能走好走稳自

己的青春之路。”

由个体而及全市，安源路矿工人运动所孕育的革命精

神，历经百年积淀和升华，已在萍乡落地生根，化为推动党

员干部干事创业的无穷伟力。

秋日下的牛形岭，苍翠欲滴。坐落于此的安源路矿工

人运动纪念馆陈列大楼显得宏伟壮观，大楼上“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8 个大字格外醒目。站在陈列馆前，放眼望去，

安 源 路 矿 旅 游 景 区 的 安 源 风 情 老 街 和 游 客 中 心 建 设 正

酣。近年来，萍乡市锚定安源路矿旅游景区创建国家 5A级

景区目标，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加快推进景区项

目建设，让近代工业文明和红色历史文化交相辉映。

凡益之道，与时偕行。以安源红为鲜明的底色，萍乡

正致力创建红色基因传承创新区，通过加强对工人运动摇

篮、工人运动史的研究，丰富红色文化传播路径，加大红色

教育培训力度，把红色资源利用好、红色传统发扬好、红色

血脉赓续好，发挥红色资源铸魂育人的作用，让红色精神

绽放新的时代光芒。

“萍乡是红色资源的‘富矿’、红色光荣的‘热土’。我们

不断挖掘红色资源，传承红色基因，全力唱响‘工运摇篮’品

牌，努力把萍乡打造成为最讲党性、最讲政治、最讲忠诚、

最讲担当的地方。”萍乡市委主要负责人话语铿锵。

一世纪风雨兼程，九万里风鹏正举。百年历

程，许多人和事仍然历历在目，许多呐喊和

高歌犹在耳旁。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精神不

灭，跨越百年历史烟云而不朽！

团结奋斗
创造新的辉煌

邹 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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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在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前拍照。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旧址。

百年老矿安源矿总平巷。

◀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的主雕塑和

浮雕墙。 本报记者 钟进文摄

（图片除署名外均由本报首席记者杨继红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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