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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在隆重纪念建党九十五周年之际，上海社会
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现代史研究室与上海书店出
版社合作，邀约党史、工运史和现代史专家对该
室所藏的上海工人运动历史资料重新编审整理，
汇集成《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全编》（!"#!—!"$"），
已被列为“十三五”期间国家重点出版项目，将分
三个编次陆续出版，这对于重温光荣历史、加强
传统教育，推动革命史、党史（特别是上海地方党
史）的研究，均有重要意义。

上海工人运动史料目前已付诸落实的部分
有三个批次。第一批次是按照行业或企业以及专
题整理编纂的上海工人运动历史资料，计有《上
海电力公司工人运动史料》、《抗日战争以来上海
大百货公司工人运动》《上海四行二局的工人运
动》等多篇；第二批次是《上海工运动态———上
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日报、警务处情报选
译（%"!&—%"'(年）》，该资料的主要收集者是上
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的翻译人员冯伯乐等人，
他们前往当时的上海市人民委员会档案处（今上
海市档案馆的前身），查阅其收藏的前上海公共
租界工部局警务处日报、警务处情报后，选译其
中与工人生活、工人运动有关的内容后誊抄而
成，旨在为有关专家研究上海工人运动史作参考
之用。

翻译手稿誊录在 ')) 格稿子上，共计有

')))页。从结构上看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系
%"%&年至 %"'%年，选译自警务处日报；第二部分
是 %"'#年至 %"'(年，选译自警务处情报。每篇
短者百来字，多者一二千字。警务处日报是工部
局警务处编辑的日报，从 %")* 年 % 月 % 日到
%"'&年 +月 ')日，每日一份，由警务处呈送总务
处。其中记载了警务处各捕房辖区内发生的各种
社会、政治和刑侦事件。警务处情报是警务处特
务股编制的情报汇集，从 %"'#年 %月至 %"'(年
%#月，属秘密性质，内容不对外公开，只有租界高
级官员才能阅读。情报按政治、劳工、杂项、分类
记载各种政治党派、团体在上海（特别是租界）的
活动情况，以及工人罢工、市民抗捐，还有一些重
要生活资料的情况。

第三批次是《大革命时期上海工运史口述资
料》，全部为个别访谈后的记录整理，即口述历
史，总计近 $))篇。

此外，当时该会曾对历年来收集到的 %())万
字的上海工人运动历史资料和 %)))余种历史文
献、%+))余幅历史照片，以及上海工人三次武装
起义时的武器、袖章；王孝和烈士的血衣、遗书等
历史文物，按体裁和来源编过 "本目录!见右图"。
这些目录对于了解该会当时的工作业绩，以及今
天妥善整理、充分利用相对应的文献资料，既有
按图索骥的作用，亦是具有独特而重要价值的信
息积累。所以《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所藏文
献与文物目录汇编》的整理出版也将列入计划。

《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全编》
将分三批次出版

!上接 !"版"

五十多年前已采口述历史
“前几年说收集口述史，其实五六十年

前，我们已经在开始做这一工作了。”郑庆声
说，当时组织访问了许多参加三次起义的老
工人，作家协会有些作家也一起参加了采访。
这些老人当时已五、六十岁，现在都已作古。
“记得沈以行曾对我说过，当年，北京中

国科学院近代史所副所长刘大年来沪与沈以
行见面时，沈以行对他谈起访问老工人收集
资料，刘大加称赞，说他们的研究工作都是从
书本上找资料，而不是找活人收集资料。”

上海书店出版社文史编辑室主任完颜绍
元说，口述资料将列在第三批次出版，暂名为
《大革命时期上海工运史口述资料》，总计近
$))篇。有《王梅卿口述》《薛兆圣口述》《朱英
如口述》《郑长山口述》《施小妹口述》《赵金英
赵银英口述》等，内容率皆出自口述人亲历亲
见亲闻，相当丰富。
“比如《郭旦夫口述》内容有五四运动，

%"#)年五一节，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五卅运
动；《谢庆斋口述》内容有 %"#(年商务印书馆
的二次罢工，先施、永安、南货业、估衣业的罢
工，上海总工会和全国总工会的活动，第一、
第三次武装起义和四一二政变，本人的狱中
斗争；《孙诗圃口述》的内容有五卅运动的一
些情况，商务印书馆工会和党的关系，第一、
二、三次武装起义和四一二政变，有关罗亦
农、陈延年、赵世炎、何大同、章郁庵烈士的情
况等。”完颜绍元说。

他特别提到，有些口述还保存了当时基
层党组织用于宣传革命动员群众的文艺形
式，如《施小妹口述》中有《纪念列宁更调》（更
调，民间小调名，又名“五更曲”或“叹五更”，
歌词共五叠，自一更至五更递转咏唱）《十把
扇子小唱》等，多为不见于文字记录的口耳相
传，弥足珍贵。

像#天书$一样的座谈记录
史料中保存有大量的访谈、座谈记录，有

的还是用“天书”一样的速记方法记录。在一
本简陋的练习簿下部写着“颐中烟厂第一次
座谈会记录（速记）”，时间是 %"($年 "月 %"

日，记录者是倪慧英!见题图 !"。

%"('年，刘长胜征得中共上海市委第二
书记刘晓的同意后，决定成立干事会，改变原
来仅仅收集纸面资料的方式，由史料委员会
人员出面联络现有产业部门举办座谈会。约
请当时参与斗争的人（干部、老工人为主）来
回忆、漫谈，或作访问谈话，加以详尽的记录，
再参考有关报刊资料，据此整理成草稿，经开
会讨论、反复修整，最后撰成初稿。

这段工作持续了 #年时间，大家忙得热
火朝天，在人们心中留下了深刻的记忆，所以
几位核心人物在回忆录中都有记述。郑庆声
回忆：
“我们的做法是由这个单位的地下党负

责人开具名单，按不同时期分头召开座谈会，
由专人负责记录整理（史料委员会当时有速
记员倪慧英和王天筠两人），并参考报纸记载
和其他文字资料（查阅档案等）进行编写。由
各系统地下党负责人出面召集，人员比较集
中，因各系统的地下党员解放后均已分散在
各个不同系统做领导工作，往往很难凑在一
起，故一般均在星期天集中开会（当时没有双
休日），所以当时有些同志开玩笑说，我们这
些礼拜天都贡献给工运史料委员会了。”
沈以行在他的《()年代上海工运史料工

作回顾》一文中也写道：
“整个过程的工作量很大，但有的却进展

迅速，例如在店职员方面，大约在半年内就写
出了海关、银行、电讯、大百货、银钱业联谊
会、保险业、职业妇女俱乐部、德士古（石油）、
酱园业、酒菜业、蚁社、华联同乐会等 %#个方
面的史料，共开会百余次，参加者 $))余人，
执笔者 +)人，成稿 $)万字。可以说是对店职
员斗争史作了一次群众性的总结。参加此项
工作者有许多是利用了业余时间和节假日。
市政方面也有 %##人参加座谈，开会 $(次，
十余人执笔，写出了电力公司（杨树浦发电
厂）、英商电车、法商电车、电话公司等书稿。

从 %"($年 #月起，经刘长胜同意，史料
委员会在原定四个产业取得一定的经验后，
又开辟了机器、棉纺、卷烟三个方面的采访，
并选择若干重点工厂加以布置，力图就本厂
范围各写一份职工运动的历史材料。由此，直
至 %"((年，即前后大约 #年的时间里，该会
总共收集了 *个方面的史料，召开座谈会 #*$

次，参加者 "$)人，访问 $$人次，执笔者百余
人，成稿刊印 #*种，%+)余万字。由于经过座
谈互相印证核对，所以有很高的可靠性。%"(+
年 &月以后，根据我国十二年科学规划的要

求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编纂中国工人运动史的
计划，史料委员会又制订了按历史时期全面
收集和整理的方针。”

几十只空木箱装史料
郑庆声记得，%"(*年下半年，上海工人运

动史料委员会还迎来了一批会讲中国话的日
本朋友，共五、六位。这批日本朋友到史料委
员会来了以后，由沈以行给他们上课，讲解上
海工人运动的历史。除了学习之外，他们还帮
委员会做了一些工作，如他们看了访问参加
五卅运动、三次武装起义老工人的谈话记录，
就帮着在记录前面作索引。这些日本朋友在
工运史料委员会待了半年工夫，%"(&年上半
年陆续回国。
其时，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的工作

也接近尾声。%"(&年，全国总工会主席赖若
愚在上海视察工作时，听说上海市总工会内
有个工运史料委员会很感兴趣，便向上海市
总工会的领导提出，把工运史料委员会并到
全总工运史研究室去，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
搁浅。

建国十周年时，市里曾计划在上海淮海
路渔阳里东面拆掉一批沿街的房子，另建“上
海革命历史纪念馆”，市委还成立了征集委员
会，由党校副校长李佐长负责，集中了党校、
高等院校的一批人，加上工运史料委员会的
人，组建成一个工作班子。
“工运史料委员会就此结束，准备搬家。”

郑庆声回忆。当时商务印书馆有个老工人叫
孙诗圃，常来工运史料委员会走动，听说委员
会要搬家，还从茶叶进出口公司借给我们几
十只装茶叶出口的空木箱，装了满满一卡车，
运到党校。但最后纪念馆也不了了之。
“%"+)年底，市委宣传部任命沈以行为上

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主持日常
工作，随后又批准调姜沛南、徐同甫、倪慧英
和我四人随同沈以行到历史所工作，并带去
了全部工运史料。这都是后话了。幸运的是我
们始终保存好我们辛辛苦苦得来的劳动成
果———一大批珍贵的工运史料，今天能够陆
续呈现在广大读者面前，这使我们感到极大
的安慰。”

———郑庆声（《回忆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
员会》）

首席记者 姜燕

! 许彦飞组织报社里的人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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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