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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员上海各行各业收集
!"#$年，上海总工会主席刘长胜以中共

上海总工会党组的名义向中共上海市委写报
告，建议成立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负责
收集整理和编写上海工人运动史。当时，郑庆
声刚刚进入上海总工会研究室工作两年，委
员会成立后，他和许多同事一起转入新成立
的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办公室。
“后来，许多人都中途调动工作，改了行；

唯有沈以行、姜沛南和我三个人坚持到底，终
生从事工运史研究事业。”

上海工人运动是一段光荣而辉煌的历
史，在党的领导下，无论是风雨如磐的峥嵘岁
月，还是民族存亡的危机之秋，或是两种命运
决战的历史关头，都以一往无前的英勇气概，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册上书写了壮丽篇章，
亦成为中共党史、特别是上海地方党史的重
要内容之一。

所以，收集上海工人运动史料成为一件
非常重要的工作，几乎动员了上海各行各业
的力量。郑庆声回忆，中共上海市委不仅专门
发文，要求各级党委协助工作，还在《解放日
报》上刊登启事，征集各种有关工人运动史的
书面资料，以及各种印章等实物。
“我印象最深的是，我接待的 %"$$年上

海金银业工人俱乐部主任张人亚的弟弟。”郑
庆声说。他送来一本中共二大的决议文件的
小册子，这是很宝贵的一件文物，在 !"&'年
工运史料委员会结束后，所有文物、资料统统
搬到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筹备处（现为中共
一大会址纪念馆）。

据来者说，这是在他们老家夹墙中找出
的，张人亚后来离开上海参加革命，一直没有
音讯，希望帮助寻找。
“因为年代久远，又缺少线索，我们一时

亦难以寻找。”郑庆声说，但这个心结在前几
年终于得解。那年，一位老者前来寻访已退休

多年的郑庆声，他是张人亚的侄子，其父是张
人亚的弟弟，即到史料委员会来捐赠中共二
大小册子的那位家属。他说，父亲离世前一再
嘱他设法寻找张人亚的下落，后来他在根据
地出版的《红色中华》报上看到了张人亚在福
建根据地从事税收工作时牺牲的消息。
“文物得以保存，张人亚的下落也已查

明，这倒使我很感宽慰。”郑庆声感叹道。

史料刊名集鲁迅字而成
马军，是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现

代史研究室主任，他在上海社会科学院供职
二十余年，曾跟随几位老先生研究和撰写上

海工运史。这些用毛笔、钢笔或圆珠笔工整地
书写，或刻蜡油印在毛边纸或练习簿上的史
料，已不同程度地老化破损，或生长了虫蛀和
黄斑，字迹褪色，但都被他当成宝贝收藏，未
经他的许可，谁也不能擅动。
“国内来查阅的不少，国外也有研究上海

工人运动的学者来过，看到老前辈们当年这
么精心、细致采集的第一手成果，都非常钦
佩，激动不已。”马军说。

从一本 %(开本的《上海工人运动历史资
料》内刊中可以看出，当年的工作人员不是单
纯地收集资料，还做出了初步的研究。)**字
左右一页的刊物，有的文章长达 +&页。在第

一年里，这样的内刊共出版了 ,本。郑庆声记
得封面的刊名还是从鲁迅先生的手迹中找出
拼凑而成。

第四册是姜沛南执笔写成的《四·一二事
变的前前后后》。这篇文章是根据当时报纸上
登载的资料整理而成。那时，正好中共中央宣
传部出版了内部刊物《党史资料》，该刊派了
一位名叫李蓝天的工作人员来收集资料，他
看到此文很感兴趣，即拿去一本，后来在其
《党史资料》上发表，题目改为《四·一二反革
命政变的前前后后》，还寄来了一笔稿费。
“我们当时第一次拿到稿费，如何处理倒

是十分为难。”郑庆声说。因为在自己刊物和
中宣部的《党史资料》上发表时，作者都是以
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具名。后来决定取
出一部分稿费制作了紫红色绢面笔记本几十
本分发给工作人员，其余部分则归作者姜沛
南所有。

郑庆声记得，当时还从中华书局图书馆
借来 %"-'年前的《民国日报》、《申报》等合订
本，由姜沛南等找出其中有关工运的文字，用
纸条夹好圈出，又由史料委员会工作人员抄
录在方格稿纸上，因人手不够，就由上总组织
部从“五反”运动中发展的积极分子中挑选了
五、六个人来抄写，有徐承祖、韩国富、朱子
仪、徐多禄等。现除徐承祖已过世外，其余人
都还健在。现在这些资料都还存在历史研究
所内，颇为珍贵。

他说，工运史料委员会委员中有位名叫
许彦飞的，当时是《新闻报》经理，他组织报社
里的人将 %".)年抗战爆发后至上海解放的
《新闻报》上有关工运的资料全部找出，用该报
自制的专用稿纸抄录后送交工运史料委员会。
“此事工程浩大，我记得参加查阅抄写这

批资料的有严独鹤等有名的报人，从报上抄
摘有关工运的资料，亦是十分可贵的。”郑庆
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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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字
记录上海工运辉煌篇章

首席记者 姜燕

这是一批珍贵的“上海工人运动史料”，现存于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现代史研究室。它由
1952-1958年间上海总工会成立的“上海工人运

动史料委员会”收集、研究和编纂，内容涉及解放前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上海各行各业的工人运动，总
字数约1500万字，其中包含大量口述历史。

难能可贵的是，这批史料虽然历经沧桑，在
数次搬迁中有所损耗缺失，但大部分得以完好保
存。近期，部分重新编审整理后的史料将由上海

书店出版社影印出版。
时光荏苒，当年拿着纸和笔，走遍上海去访

问和记录上海工人运动历史的人们，不少已经离
世，又生发出一段值得追忆的历史。所幸核心人
物之一郑庆声老先生仍然健在，回忆往昔，老人
记忆犹新，感慨万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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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史料都被马军当成宝贝收藏 本期摄影 本报记者 周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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