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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
黑暗之中，中原大地外强入侵，军阀横行，民不聊
生。洛阳人民在深受封建剥削的同时，也遭受着
帝国主义日益严重的压迫，一场新的反帝反封建
运动正在孕育之中。

五四运动波及洛阳

1919 年5 月4日，因在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
失败，以反帝爱国为主题的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
并迅速波及全国。

五四运动在洛阳引起极大反响。1919年5月
26 日早晨，省立第八中学、洛阳县高等小学堂等
校的学生上街游行，高呼“反对二十一条”“抵制日
货”“打倒卖国贼”等口号，还组织宣传队在街头演
讲，张贴标语，并将查出的日货集中到东车站广场
上当众烧毁。这一行动，受到了全城人民的欢迎，
市井街巷、茶馆、酒楼，到处都谈论着“争取主权”
等国家大事。

随后，维持国货、抵制日货成为爱国运动的重
要内容。6月3日，北京军阀政府施行大逮捕，北京
学生联合会迅速通电全国。在张雪波等人的发动
下，洛阳各校于6月28日宣布成立了豫西学生联合
会。豫西学生联合会成立后，立即发起召开洛阳第
一次军政机关、团体、学校、商会“保卫国权，誓雪国
耻”，焚烧日货的反日大会。

1920 年 3 月 19 日至 22 日，洛阳学生举行罢
课，反对北京军阀政府与日本直接交涉山东问

题。4月22日，豫西学生联合会遵上海总工会及
开封学生会罢课通知，全体罢课，以“与全国各地
取一致行动。”

洛阳以学生为主体的各界群众五四反帝爱国
运动，为马列主义在洛阳的传播奠定了思想基础。

马列主义在洛传播

在五四运动中，先进的知识分子看到了工人
阶级所表现出的巨大政治威力，他们开始注意同
工人建立联系，到工人中传播马列主义。洛阳最
早的马列主义传播者是游天洋、白眉珊。

游天洋，福建人，1919 年毕业于北京交通大
学，在粤汉铁路武昌城外一火车站实习。游天洋
痛恨社会黑暗，立志社会改革，因破坏军阀张敬尧
用列车武装押运鸦片种子被追杀。

1920年年底，游天洋在陇海铁路洛阳车站谋
得一职。1921 年秋，中共北京区委在洛阳建立

《工人周刊》发行站，游天洋被聘为发行员和特约
通讯员。他利用自己的条件，首先在工人中传阅
进步书籍。为了向工人更好地宣传马列主义，他
直接深入到工人中，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深入浅出
地向工人灌输。

针对工人文化水平低，很多人不识字的情况，
白眉珊等人开办了工人夜校，一方面教工人识字，
一方面讲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在游天洋、
白眉珊等先进分子的教育和影响下，洛阳工人阶
级等劳动群众的革命情绪空前高涨。

1921年11月，陇海铁路工人举行了一场轰轰烈
烈的全路大罢工，推动了中国工人运动第一次罢工高
潮的到来。罢工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在河南的第一个
党组织——“中共洛阳组”在郑州铁路局洛阳机务段
成立。革命的火种，开始在中原大地播撒、壮大。

“工牌事件”

1910 年初，陇海铁路汴洛段竣工通车，为了便于
掠夺铁路的运营利润，法、比两国向沿线各大站点派驻
了大量的行政、技术、财务人员，并在洛阳修建了洛阳
工务段修理厂（通称东厂，今洛阳机务段前身）和洛阳
机车修理厂（通称西厂，今洛阳工务段前身）。于是，洛
阳成了当时陇海铁路沿线铁路工人最为集中的地方。

1921年11月5日，经过几次秘密集会酝酿，游天
洋与白眉珊等先进分子一起，在洛阳成立了洛阳铁路
工人的第一个群众组织——洛阳陇海铁路同人俱乐
部（即工会组织）。

俱乐部成立后，帝国主义分子和反动路局对此又
恨又怕，他们克扣工人工资，试图以此逼迫工人们离
开俱乐部。在洛阳西厂，帝国主义分子和反动路局为
铁路工人规定了严格的上下班制度：在门口设有两个
牌箱，每日上班前，鸣笛三声，第一声为招呼远道工人
动身去厂；第二声表示距上班还有15分钟；第三声为
上班时间，这时若拿不到工牌按赖工计算，一次要扣
一天半工资。

1921年11月17日早晨，洛阳西厂专管工人上下
班挂牌的副厂首、比利时人狄孟违反规定，于第二声
笛音刚落之后，就锁上了工牌箱，紧闭大门，不准工人
上前取牌。此时，厂门口聚集了许多等待进厂的工
人。没有工牌就要被扣一天半工资，工人们拥挤着上
前拿工牌，狄孟当即以杖击打工人，工人马玉田被打
得“面部是伤，头破血流”。

工人们看到外国人无理殴打工友，极为愤慨，群
起与狄孟争辩。狄孟蛮横无理地宣布将为首的20余
人开除。17日的洛阳西厂“工牌事件”成为引发陇海
铁路工人大罢工的导火线。

陇海铁路工人大罢工爆发

“工牌事件”发生后，游天洋号召工人们团结起
来，进行更坚决的斗争。俱乐部研究后，立即派人
分赴郑州、开封、徐州等站联络，请求各站工人援
助，号召大家 11 月 20 日实行全路罢工。各站工人

群起响应。
20日，反对路局对洛阳罢工工人的要求仍然置之

不理，陇海全路机务工人立即发表《敬告全国各路同
胞同业弟兄们恳乞救援》宣言书。于是，在东起徐州、
西至观音堂这条当时我国最长的东西铁路线上，所有
客货车辆全部停驶，震惊中外的陇海铁路工人大罢工
爆发了！当日，全路工人推选11名代表前往郑州向铁
路当局提出“十五条”要求。

罢工的消息传到北京后，李大钊立即召开紧急会
议，决定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名义派人前往洛阳领
导罢工，并通知各工会捐款援助罢工，通电各公众团
体予以支援。之后，北京党组织派罗章龙、武汉党组
织派包惠僧指导罢工运动。

26日，陇海铁路督办施肇曾来到洛阳，同工人代
表进行最后一次谈判。在各地强力支援的压力下，他
不得不答应工人的全部要求。

至此，陇海铁路工人大罢工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陇海铁路工人大罢工是中国工运史上第一次由中国
共产党参与领导的大规模工人运动，人数之多、范围
之广、规模之大、意义及影响之深远，在中国工运史上
有着重要地位。

河南首个党组织在洛诞生

1920年，共产主义小组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各地
相继成立。

罢工胜利后，中国共产党迅速在陇海铁路各大站
开展建党活动。由李大钊、罗章龙介绍，经中共北京
区委批准，游天洋实现了期盼已久的愿望——加入中
国共产党，成为洛阳第一名共产党员。

遵循李大钊的指示，游天洋在洛阳大力发展党
员，成立党组织，推动工人运动。1921年12月，面对
党旗，游天洋将紧握的右拳高高举过头顶，与站在他
身后的白眉珊和王福顺一起庄严宣誓：“我志愿加入
中国共产党……”至此，洛阳乃至全省第一个党组织

“中共洛阳组”诞生，游天洋任组长。
1922年年初，中共北京区委又派共产党员李振瀛

来到洛阳，指导陇海铁路建党工作。
“中共洛阳组”的诞生，点燃了中原地区的革命火

种。在“中共洛阳组”的影响下，郑州、开封、商丘等地
也纷纷掀起发展党（员）组织、成立工会的运动，星星
之火在中原大地闪动着。1922年1月，陇海铁路总工
会在开封成立，中原大地的工人运动从此在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下，向纵深蓬勃展开。

铭记党的光辉足迹

前赴后继 洛阳党组织早期活动

风起云涌 五四运动之后的洛阳

编者按 今天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95岁生日。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
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在嘉兴闭幕，正式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共产党人推动了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从根本上改变了
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不可逆转地结束了近代以来中国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悲惨命运，不可逆

转地开启了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有着5000多年文明历史的中国面貌焕然一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

1921年12月，在陇海铁路工人大罢工的大潮中，“中共洛阳组”——中国共产党在河南的第一个党组织在古都洛
阳诞生。从此，革命的火种在中原大地上播撒、壮大。近日，本报记者到中共洛阳市委党史研究室、郑州铁路局洛阳机务

段，查阅了洛阳党组织早期活动的资料，带您一起回望那段革命岁月，共同铭记中国共产党的光辉足迹。

“中共洛阳组”诞生地纪念馆位于郑州铁路局洛阳机务段内，始建于2001年7月。纪念馆建筑面积180
平方米，陈列内容分播撒火种、团结觉醒、陇海罢工、党组诞生4部分，现藏文物71件、历史图片28张和系列
画幅，翔实地介绍了党领导工人运动和“中共洛阳组”建立的光辉历史。

相关链接▶▶ “中共洛阳组”诞生地纪念馆

点燃火种 “中共洛阳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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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洛阳组”成立后，在艰难曲折的革命斗争中
虽多次遭到敌人破坏，但顽强的共产党人不畏艰险、
前赴后继，迅速组织和恢复党组织，促进洛阳革命运
动不断前行。

工人运动进入低潮

陇海铁路工人大罢工胜利后，陇海铁路总工会成
立，游天洋任总工会秘书。帝国主义分子及反对路局
对这次失败耿耿于怀，对游天洋等人恨之入骨。

他们先以高官厚禄为饵收买游天洋，但游天洋不
为所动。随后，他们又以武力恫吓游天洋，也没有收
效。最后，他们采取分裂工会的办法，收买一部分上
层人士，从工会中分裂出来，成立了与铁路工会分庭
抗礼的研究会，以此拉拢工人，挑拨是非，使洛阳铁路
工会组织渐趋瓦解。

游天洋目睹这一情况，愤慨万分，率领共产党员
和工人中的坚定分子同研究会进行坚决斗争。1922
年冬，游天洋奔走于陇海铁路各站之间，进行宣传说
服工作，行至郑州，由于劳累过度，加之受精神刺激，
不幸因突发脑溢血英年早逝。

1923年，“二七大罢工”发生后，吴佩孚封闭洛阳
铁路分工会，使洛阳党组织活动受到限制，工人运动
进入低潮。

洛阳革命运动不断向前发展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
国代表大会确定以党内合作形式与

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策略，为中国共产党在洛
阳的工作创造了良好条件。

1924年11月，全国铁路总工会巡视员张昆弟来
到洛阳视察指导工作，介绍因在郑州积极参加“二七
大罢工”被开除、由党组织安排到洛阳车站修理厂当
工匠的李震刚入党，并指示他负责陇海铁路洛阳地下
党工作。李震刚联络原“中共洛阳组”成员恢复组织
活动，在工人积极分子中进行宣传教育，等待革命时
机的到来。

1925年1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
大会，决定在全国建立和加强共产党组织，以适应革
命大发展的需要。1925年3月9日，冯玉祥率领的国
民军占领洛阳。国民军入豫后，允许共产党半公开活
动。中共北方区委陆续派遣一批优秀党员到河南工
作，建立、巩固党的各级组织。原在京汉铁路郑州工
会工作的王中秀于5月到洛阳，恢复党的组织。

1925年夏，中共洛阳支部成立，隶属中共北方区
委。1926年1月，中共洛阳支部改为中共洛阳地方执
行委员会，由中共豫陕区委领导。机关驻洛阳南新安
街11号，王中秀任书记。

根据中国共产党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精神，
王中秀、黄天白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组建了国民
党洛阳县党部。通过这个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我党
开始公开进行工人、农民、学生运动，团结大多数群

众，扩大革命势力，洛阳革命运动不断向前发展。
（感谢中共洛阳市委党史研究室和郑州铁路

局洛阳机务段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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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带您重温“中共洛阳组”的诞生和洛阳党组织早期活动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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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共洛阳组”诞生地纪念馆
② 纪念馆收藏的陇海铁路工人大罢工“十五条”

相关展品
③ 表现“中共洛阳组”成立场景的画作

本版文图由本报记者 戚帅华 郭宁康 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