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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人运动与帮会的关系
——兼评六卷本《中瞽工人运动史》

口蔡少卿刘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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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国以后的30年间，由于教条丰

望年1I极“左”思潮的影响，在中国珊代史

的研究领域，存在许多禁区。其中，工凡

运动与帮会势力之问的关系，人nJ更是

讳其如深。

这种现象，在真理标准问题讨}它、中

共1’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而引发的思旭解

放的潮流中出现了转机。此后，在叶1国

现代史的研究中，开始涉及中围共产党

与土匪、帮会茭系的一些问题．卅取得了

一些成果。当然．研究过程并非一帆风

顺．还经常有人提出这样那样的质疑。

最近，刘明逵、唐玉良两位同志主编的六

卷本《中国工人运动史》(广东人民出版

社，1998年12月)面世，因为书中有些

地方谈到了工人运动与帮会的关系，同

样遇到了某些人的质疑。

我们认为，质疑者是从关心学术研

究角度提出问题的，也许他们认为，揭示

工人运动与帮会的关系，有损工人阶级、

共产党的形象。在此，我们想提出自己

的看法．同叫，对六卷本《中国工人运动

史》的有盖部分作一些评论。

一、研究工人运动与帮会关系的必

要性

在整个中国民主革命过程中，作为

“破坏性有余而建设让币足”的帮会，始

终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也是所有革

命者所面临的一个艰难复杂的政治问

题。历史证明，工人阶级、工人运动——
包括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运动——与帮
会组织有着密切的关系，要想避而不谈，
恰恰是对唯物史观的嘲讽。

我们先从研究』_=人运动与帮会关系
的必要性谈起。，在此，有两个问题要特

别注意，第一，秆帮、帮口、帮会在工人阶

绒中广泛地、长删地存在是客观事实；第

二，中国共产党噩开展工人运动，必须做

好帮会工作，才能有效地打开局面。

在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在

帮会势力澧润于工人阶级队伍之前，手

工工场、厂矿企业中业已普遍存在着行

会、帮口。明清时期，在工商业比较发达

的地区，商人会馆、行业公所渐兴．它们

是业主用祀神、义举、订立行规等手段团

结成员的组织。随着雇佣劳动的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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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雇工中也出现了行会组织．一般称为

“行帮”。行帮的功能主要是为了维护雇

工自身的利益，一方面同雇主发生矛盾、

开展斗争，另一方面又同其他行帮或帮

外的雇工以及“潜在的雇工”发生矛盾、

冲突。①尽管行帮组织是封建社会内部

的产物，但它与雇主的矛盾、斗争作用．

使之有可能在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情况

下向32会转化。

帮口是晚清以降城镇工人中的一种

地域性组织。拿全国工业中心上海来

说，工人大都以地缘祖籍来划分，如安徽

帮、宁波帮、广东帮、湖北帮、苏北帮之

类。即使是同一行业，也是帮口林立，如

20世纪20年代初的汉口铁路工人中，

有所谓湖北帮、福建帮、安徽帮、江南帮

等．这种组织，掩照邓中豆的随浃，“当

然不是阶域的组掣=5而是同乡性质的组

织，其中小商^、小官吏也有加入的．而

且总是头脑。-⋯--同乡的帮口是互相帮

助寻找工作，和别帮人争夺工作的组

织。”②

由于生存土壤适宜．在整个半殖民

地半封建社台时期．上述封建行帮、帮口

都未衰减灭绝。卡H应地，他们与帮会复

杂交织，在近现代工人运动中依然发拌

着重要作用。由于主题与篇幅所限，我

们在此主要论述帮会与工人运动的关

系。

中国帮会最初主要活跃于广大农村

地区。追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华南

的三舍会、三点会，长江流域的哥老台

(中下游地区以“红帮”闻名)，运河沿线

的青帮，在广大城乡地区盘根错节．枝繁

叶茂。这种状况与中国日益跌人半殖民

地半封建社会深渊的进程是一致的——
一方面，由于外国侵略、兵燹、苛政、灾荒

等因索的影响，农村经济凋敝，农民大量

离村；另一方面．在沿海及华中等地区，

一批近代化城市兴起。在城市无产阶级

发育成长的过程中，各种帮会也在城市

的各十角落及其它地区的工矿、运输业

中伸屉触角，发展势力。

由于近代中国城市的半殖民地性．

u及城市行业多种多样．竞争剧烈，人群

』：鹾杂，流动频繁，统治者力量较强等因

素，央定了城市帮会有许多不同于农村

帮会的特点，主要表现在：1．分布范围

更加广泛，系统更为庞大。如上海、武救

等地的青红帮，上至官府，下至里弄．从

工厂码头到摊贩商店．从赌场戏馆到澡

堂妓院，无处不有他们的势力。2．分帮

分行，各分地段。这种情况与原有的行

会、帮口是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3，组

织严密，帮规复杂。4具有更强的寄生

性和豆动性：就城市帮会的社会功能来

说，除一些基本点与农村帮会相同外，它

在为帮中失业者介绍l呶业。以及在开展

经济斗争等方而，也还有某些特殊的作

用。③

民国年间，城市帮会势力之强大，我

们可从以下一些数据得到印证。据

1930年国民党方面的调查，人口并不多

的芜湖市，青红帮分子的总数有二三万

人，大多散布在水陆运输和码头苦力工

人之中。青红帮势力最大的上海市．据

《叫报}1914年的报道，仅红帮已达数万

人．之多。青帮的人数更多，t920年，上

海的青帮人数在10万以上。据1930年

中共上海市地下党组织剐上海的棉纺、

丝纽、卷烟、电力、市政、交通、邮政、机器

等22个产业及各业职工的基本状况的

调查，除缫丝、煤气、印刷等少数产业部

门没有明显的帮会组织以外，多数产!lk

部门的工人中都有青红帮组织。像棉纺

系统，男工十分之七八都参加了青红帮。

④中国工人队伍中包古丁大地的帮会分

子，帮会组织在相当程j：f}：上控制丁二C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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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伍，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历史事实。

中国共产党建立以后，工人运动一

盲_足它关注的重点。1921--1927年的
情况更是如此。但是，这项工作一开始

就遇到了重大困难——与欧美工人运动

情况不问．中国工人阶级中基本上还没

有现代意义上的工会组织，有的只是行

帮、帮I-I和帮会这类固有团体。这些封

建地域性质的帮口和封建宗法式的帮

会，直到现代工人运动开始的时候，依然

拥有极大的势力。因此，如何排除工人

中的帮口矛盾和帮会障碍，重新组织工

人，开展工人运动，进行有组织的反帝反

封建斗争，就成了摆在年轻的共产党人

面前的一个难题。

与此同时，中外反动势力非常注意

利用帮口、帮会组织尤其是它们的*目．

以达到控制工人群众、破坷：丁人运动、镇

压罢工斗争的目的。太革命时期上海青

红帮组织的“中华共进告”，解放战争时

期杜月笙、向诲潜、范绍曾等^组织的

“中国新社会建设西会”，就是统治者利

用帮会控制、破坏工人运动的凶恶工具。

那么，如何排陈帮舍障碍呢?从现

代工人运动的实践来看，中共列于帮会

匣其击目的策略在不同时期是有所区别

的，仙是总的来说，其主要方法不外乎两

种：1．派其产党员亲自加入帮会，“到青

帮里去拜老头子，到红帮里去当小兄弟，

先低头下心去学他们的清规戒律，然后

Ⅲ转弯抹珀，开展工作”，如李启汉在上

海_丌辟工运。⑤2．争取、利用工人中的

帮告头目。如在安源路矿工人罢工中，

李立三动员红帮首领与罢工配合行动；

在“二七大罢工”时期，包惠僧、陈潭秋积

极争取汉口铁路工人中的湖北帮首领杨

德甫、江南帮首领黄桂荣等，使震惊中外

的京汉铁路罢工风暴迅速掀起。历史事

实反复证明，开展工人运动，如果忽视中

园

国工人中帮会势力，不注意排除帮会势

力的障碍，单方而去搞上几运动，往往遭

到失败。可以说，新民土主义革宿时期，

工人运动的成功与否、进步与否，往往与

帮会、帮口障碍排除得如何柏若直接关

系。如果说，以往的工运史研究，人们忽

视和回避这一点．是山于特殊的时代背

景；那么今天．我们就完±有必要正视和

认真研究这个问题了。

二、研究工人运动与帮会关系的可

行性

J既然近代中国工人阶级、工人运动

与帮告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

就应醺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

运川社告史的理论与方法，对这一问题

刀。屉深入的研究。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开展这方而的研究已经具备了足够的条

件。

第一，文献资料不断结集出版，研究

力量渐趋成熟。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

开放以来．中共开展工人运动的各种文

献资料不断公布，有关回忆录、文史资

料、厂矿企业历史资料的出版也令人鼓

舞。值得注意的是，各级档案馆有关档

案的开放，为我们了解当时政府、警察机

关的态度和行动步骤提供丁窗口；当时

的报刊杂志如《申报》、上海《民同日报》、

《向导》等相继影印出版，也为托们提供

了必要的历史线索。埘 片而，党和政

府十分重视中国工人运动啦的研究，各

级工会组织、有关科研院所⋯版丁为数

不少的研究成果。随若人f『J思想的不断

解放，完全有可能将工人运动与帮会的

关乐这类曾经为人忌讳的问题的研究推

向湃入。

第二，国外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借

鉴。在中国学术界将工人运动史仅作为

-蝗涪史和l革命史来研究的时候，欧美及

口本的一些学者即以更开阔的视野来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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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中国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丁．如洼国

学者谢诺(Jean Chesneaux)所著《l_f_l田工

人运动，1919一1927》一书，主要是从社
会、经济与人口统计等方而对工人运动

进行深入研究的。⑥美国学者裴。自：理

(Elizabeth J Perry)于1．993年出版了

《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一
书。该书共分地域政治、党派政治、产业

政治三大部分。作者在以一种更普遍的

眼光关注罢工、工会和政党等问题的同

时，还运用“新工人史”(“new labor his—

tory”)观点探讨了工人的文化与生活状

况，结果，“作者得以成功地探索社会反

抗与政治结构之间的关系”。⑦其视角、

方法、论证的新颖独特，在国际学术界赢

得了广泛声誉。澳太利亚学者布赖恩

G．马丁刚从青帮火亨杜月咎人手，对奇

帮与倒民党政权的关系作了精彩的个案

研究。他认为，1932—1937年问，尤其
是1934年扃，杜月笙作为国民党政权的

一个盈要工具，在蒯整国民党政权与上

海资产阶级，“及劳工组织的关系中起

了重要作用。⑧他们的某些观点尽管有

值得商榷之处，但仍然是我们开展研究

的重要借鉴。

第三，可以将帮会史研究的戚果引

入工运史研究。在中国帮台史研究领

域，近20年来，国内不少学者已经作丁

多方面的开创性研究并取得了丰碰成

果。在研究工人运动与帮台的关系方

面，蔡少卿的《新民主主义革宿时期台觉

问题概述》⑨当不失为一篇拓荒之作。

其后，周育民、邵雍著《中国帮告史》(E

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刘才赋著《通

天教主——杜月笙与国民党政权》(江苏
人民出版社，1998年)等，也都论及这方

面的问题。尽管他们是从“帮会史”角度

开展研究的，但是他们所揭示的帮会与

工运关系的成果，可以充分借鉴利用。

第四，我们已经具备了学术研究的

大环境。这一点非常重要，实践证明，思

想的禁锢，人为的禁区，只能将学术研究

带人死胡同。不可否认，在研究中，人们

还会产生这样那样的疑问，只要我们的

指导思想没有错误，研究出来的东西能

够总结历史的规律和经验激iJII，那么，任

何疑团都不难化解。

三、对六卷本《中国工人运动史》的
评价

如果将日人睫野朗于1925年所著

《支那劳动者＆劳动运动》(北京燕尘社)

视为埽早的巾困：C人运动研究专著的

话．70余年来，对中国工人阶级、工人运

动的研究，尽管艰难曲折，仍然取得了值

得称道的成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

期，李立三、邓中夏、刘少奇等人不担豪

自领导工人运动，还撰写了不步足以指

导当时、遗教后来的二[运史论著。新中

国成立后，虽然遇到了很多干扰，工运史

研究依然独树一帜，成果喜人。正是在

这样的基础上，刘明逵、唐玉良主编的

《中同工人运动史》得以出版。无论是在

规模上，还是在研究深度上．磁：I5都引起

了出版界、学术界的重视。

《中国工人运动史》凡六卷，洋洋

250余万言。无论是从国内，还是从国

外来看，这套书包含内容之丰富，是屈指

可数的。同时，它太缸运用第一手资料，

充分吸收国内已有的工运史研究成果．

列中国工人阶级的产生壮大、列中国工

人运动从“自在”到“自为”的转变、对中

国革命与工人运动的关系，都作了清晰

的、历史的叙述。它给人们的基本感觉

有两点，一是自始至终贯彻了实事求是

的精神．=是突破丁旧的框框，勇闯禁

区，剥许多有奇议的人与事作了客观公

正的论述。出I螽说，这套书将工运史研

究大大向阿推进r一步。当然，对这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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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受墅塑堡壁————～囿
书作出全面具体的评价不是本文的旨

趣，我们相信，有关专家和读者会给以恰

如其分的评价。这里，只想就该书对工

人运动与帮会关系的论述谈些看法。

列宁曾经指出，“唯物主义者的任务

是正确地和准确地描绘真实的历史过

程”。⑩既然在历史上中国工人与帮会

有着密剀的关系，那朱，研究中国工人运

动史就不能回避它。本来，这个问趔．在

领导工人运动的共产党人的论著中．并

小避讳。如邓中夏的《中国职工运动简

史》的开篇就是讲“中国劳动者的旧式组

掣{”——行会、帮口、秘密结社诸问题。
国民党工运史专家马超俊在所著《叶1吲

劳工运动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42

年)，也用了相当篇幅叙述帮会之对于工

运的影响。奇怪的是，新中国成立以后，

在相当长的年代里，许多人出于政治压

力，有意无意地回避这个问题，进而成了

研究的禁区，这是极不正常的。现在，六

卷本《中国工人运动史》敢于突破禁区，

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这是值

得称道的。书中对共产党排除困难，将

工人运动与帮会工作结合起来的有关论

述不但无损于工人阶级、共产党的形象，

而且从深层次蜕明了中国：l：人运动的复

杂性、艰巨性，概括了中国工运不同于外

国工运的特点，从新的角度树立了共产

党人的光辉形象，这正体现了唯物主义

实事求是的精神。

当然，从书中叙述的有关内容来看，

还有值得商榷之处。比如，该书第一卷

第五章第二节“早期工人中的秘密结社”

用丁43页(第495—537页)的篇幅米戳
这十问题，主要致力于“帮会”源流的舣

述，而在帮会与工运的结合点上，却着璺

不多；即使在有限的探讨帮会与丁’运茭

系的篇幅中，作者实际上引用的大害足

后来的史料，与“早期”有冲突。据我们

所知，“早期工人运动”一般指的是中共

创建或“五四”运动以前，如何协调这种

前后关系值得注意。再比如，作者在上

述第一卷有关章节中提出{亥问题，就有

必要在其余各巷中适当穿插．而实际上

却显很薄弱。此外，当时的其它政治派

别尤其是国民党电十分注重利用帮会，

帮会势力成了它们控制、破坏工人运动

的一个得力一f具。这一点，在书中似乎

也未有徂好的反映。

所“，我们认为六卷本《中国工人运

动史》论述工人运动与帮会的关系，不是

应该不应恢的问题，而是够不够、深不深

的问题。

顺便还应指出，从政治史研究角度

而言，该f§的成就值得肾定，但从社会史

研究角度来说，泼书还有、深入探索的必

要。改革开放以后，社会史研究勃兴，其

理论与方法对我国史学界产生了广泛深

远的蟛响，但在工运史研究领域，这利，

“蟛响”似乎既缓且微，，如果继续用旧的

毗光、1日的框架去研究工运史，就难以取

得_宦多的突破。诚如划大年所说：“现在

民主革命胜利、新中国代替旧中国已经

过上半个世纪，我们只是简单地重复原

有的正确道理．就显得缺少了什么，不教

人餍足。”⑧如何“整体”地再现工人阶

级、工人运动的历虫而貌，将研究进一步

深人下去，已成为工运史研究者面前的

一个重要课题。减然，六卷本《中国工人

运动史》是“若干¨寸问以来国内外例类题

目中一部值得注意的书”(刘大年语)，在

许多领域有所突破，但我们认为，作者还

可以从社会史的角度作进～步的研究，

如工人阶级的婚姻家庭、生活习俗、宗教

信仰等等。馥书卷帙浩繁，但相当的篇

幅在于拙述政治背景，尤其是中共的会

议、决议等内容，在谈到工人运动本身

时，多侧重于“过程”的描述。实际上，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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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阶级的形象并不是单纯的“苦难一反

抗”构成的。上引谢诺的著作就专辟“社

会与文化生活”一节，他说“有些工人家

庭尽管很穷，但仍然保留着古老的宗教

习俗．观音像或其他杂糅不同教派教义

的神像被悬挂在主屋或仅有～问屋子的

墙上。他们还非常热衷于在节目期间演

京戏，舞狮子，耍龙灯”。@同样，上引裴

宜理著作也辟有“民间文化”一节，对上

海工人中的宗教信仰、婿丧嫁娶、烧香拜

佛等行为作了研究，她提到：上海“许多

丝厂女工都爱唱越剧”。列于工人中的

结拜习俗，作者认为：“兄弟结拜、姊妹结

拜与秘密结社有助于为这些如同无根浮

萍的工人们提供某种社会认同感。”o确

实．如果我们剐工人阶级的社台、生活、

宗教、文化等方面有深人了解的话，那

么．我们就比较容易掌握他们的心态、价

值取向、他们本身在工人运动中所起到

的正反作用，等等，从而使工运史研究更

加丰满，更加生动。一句话，工运史研究

完全应该借鉴其它学科尤其是社会史的

理论与方法，多角度、多层而地开展研

究。

从总体来说．六卷率《中国工人运动

史》是一部成功之作，衷心希望她的作者

们在此基础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①参见许涤新、吴承明：《叫J国资本主义发

展史》，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14

页。

②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人民出

版社．1953年．第2页。

③参见蔡少卿：《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

第27—28页。

④蔡少卿：《中国秘密社会》，浙江人民出

版社．1990年，第314页。

⑤《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83年，

第66—67页。

⑥Jean Chesneaux，The Chbtese k幻r

MowmP$1t，1919一1927，Stanford University

Pr踊，1968(荚译本)。墩书原版为法语，1962

年出版。

⑦EliTstbeth J Perry， Sha馏hai。¨

＆，1^r一1m Politic；o，Chh7ese L“幻，。，Stan-

ford University Pr目Ks，1993

⑧(澳)布赖恩G．马丁(BrianG Martin)：

《青帮和国民党政权：杜月笙对上海政治的作

用(1927—1937)》，载《历史研究》，北京，1992

年第5期。

③蔡少卿：《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第330

—370页。

⑩《列宁全集》第【卷，人民出版社1955

年L2月第l版，第143一144页。

@刘明逵、唐玉良主编：《中国工人运动史

·刘太年序》，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

@jean Chesneaux．The C／li，le,‘e Labo，·

胁钟，，fd“．1919一1927．P107．
@Elizabeth J Pe丌y，SJlan曲ai㈣＆mc．

PP．187一】88

责任编辑：郭秀文

  万方数据



免费论文查重：http://free.paperyy.com

3亿免费文献下载：http://www.ixueshu.com

超值论文自动降重：http://www.paperyy.com/reduce_repetition

PPT免费模版下载：http://ppt.ixueshu.com

-------------------------------------------------------------------------------

阅读此文的还阅读了：

1. 新教材,新特色

2. 中国工人运动与帮会的关系——兼评六卷本《中国工人运动史》

3. 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驱王荷波

4. 论党在早期工人运动中解决帮会问题的策略

5. 继承与超越——评佩里·安德森的工人阶级观

6. 中国大革命时期工人运动史论纲

7. 中国工人运动史研究的崭新成果

8. 科学地再现大革命时期工人运动的画卷：读《中国工人运动史》第三卷

9. 论安源工人运动在中国革命史中的地位与作用

10. 中国工运史研究的鸿篇巨制——评《中国工人运动史》

11. 中国上汽在韩国遭遇“工人运动”

12. 谈《京汉铁路工人运动》展览提升

13. “国家典范”的对决

14. 中共中央关于临时救济失业工人问题给中南局并各中央局的指示

15. 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

16. 还原 工人运动与中国政治

http://free.paperyy.com/?v=pdf
http://www.ixueshu.com/?v=pdf
http://www.paperyy.com/reduce_repetition
http://ppt.ixueshu.com?v=pdf
http://www.ixueshu.com/document/a563865e911f4dcb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http://www.ixueshu.com/document/a0f63a459d964db5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http://www.ixueshu.com/document/95633d43226e846a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http://www.ixueshu.com/document/034790c63344ffef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http://www.ixueshu.com/document/0f31a929017a3cdc.html?from=pdf
http://www.ixueshu.com/document/5a020a6539182517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http://www.ixueshu.com/document/634c306d03233d80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http://www.ixueshu.com/document/a1d1e4bd8811f93a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http://www.ixueshu.com/document/bf9778d2b5df6c91.html?from=pdf
http://www.ixueshu.com/document/ee3e8124fd008bf6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http://www.ixueshu.com/document/e540e34be850b529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http://www.ixueshu.com/document/9b97f8b697593136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http://www.ixueshu.com/document/e9ebfb72ae0b65cb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http://www.ixueshu.com/document/8ba887b25d431661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http://www.ixueshu.com/document/a63cfe5eef15aec4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http://www.ixueshu.com/document/0d93f98ec3619ef6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17. 《中国工人运动史》即将出版

18. 令人瞩目的哈萨克斯坦共产党

19. 中国工人运动简史(四) 工人运动在解放战争中凯歌前进1945年~1949年

20. 我读《中国工人运动史》——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

21. 中共中央关于失业救济问题的总结及指示

22. 中国工人运动简史(二) 工人运动在浴血求索中挺进

23. 五四运动前中国工人运动史的分期问题

24. 论安源路矿工人革命运动对中国革命的贡献

25. 中国工运史研究的一大突破──评《中国工人运动史》

26. 上海工人运动背后的帮会

27. 在烈火中诞生 在弹雨中冲锋——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

28. 勃朗基的主张是什么?他对于十九世纪欧洲工人运动有何贡献和不良的影响?(开封寇子固提)

29. 中共中央关于上海失业工人临时救济的指示

30. 毛泽东的党风建设理论与实践——重读《整顿党的作风》等文献

31. 雪上空留马行处——《黑白人生——帮会龙头老大杜月笙》自序

32. 社会主义理论到实践专题复习

33. 赵世炎与中国工人运动

34. 浅析行帮、会党与中国工会运动——也评六卷本《中国工人运动史》与此有关部份

35. 只有与工农结合才能学好革命理论

36. 美国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缺失分析

37. 项英在中国工人运动方面的历史功绩

38. 有中国特色的“白区”工人运动的科学总结──刘明逵、唐玉良主编《中国工人运动史》评介

39. 中国帮会的末日

40. 论毛泽东对黄爱、庞人铨的改造

41. 安源——中国工人运动的摇篮

42. 论安源工人运动在中国革命史中的地位与作用

43. 论中国的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

44. 茅盾《子夜》工人运动描写写实性之研究

45. 韩国民主化进程中的工人运动

46. 习近平在同中华全国总工会新一届领导班子集体谈话时强调把握我国工人运动的时代主题为实现中国梦再创新业绩再建新功勋

47. 中国工人运动高潮的勃兴

48. 瞿秋白与中国工人运动

49. 居安思危话粮食

50. 《中国工人运动史》简介

http://www.ixueshu.com/document/22372077e7d6b87e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http://www.ixueshu.com/document/97d49b6ee6071074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http://www.ixueshu.com/document/f44d7d975f044c34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http://www.ixueshu.com/document/f0627695cfa662d4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http://www.ixueshu.com/document/16eeb3444bc8126e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http://www.ixueshu.com/document/d627af70901e3e6b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http://www.ixueshu.com/document/76b2c759e5218ae2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http://www.ixueshu.com/document/7420799e0c0a1dc8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http://www.ixueshu.com/document/2d0b935f0fa0c897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http://www.ixueshu.com/document/39043159f4895be1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http://www.ixueshu.com/document/fa92cb8082f1d580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http://www.ixueshu.com/document/d39d03388c86a8b2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http://www.ixueshu.com/document/894c88f6477e1d69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http://www.ixueshu.com/document/d24ba0fd05685168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http://www.ixueshu.com/document/bbe3456f2bbb5bbe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http://www.ixueshu.com/document/e1251292a1f00b71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http://www.ixueshu.com/document/dc9c1417f8d15c7a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http://www.ixueshu.com/document/fb4a6913eedf4aeb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http://www.ixueshu.com/document/8589336b2cc0d061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http://www.ixueshu.com/document/18cea1a037dee198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http://www.ixueshu.com/document/b2f68c2ec43efb66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http://www.ixueshu.com/document/a121a6aae62b8ba3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http://www.ixueshu.com/document/b9b59ee83014a607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http://www.ixueshu.com/document/86fe541f323c7192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http://www.ixueshu.com/document/7327582d0969831b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http://www.ixueshu.com/document/50e0b0b9dd34de7c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http://www.ixueshu.com/document/efe016153f32b6ea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http://www.ixueshu.com/document/6ddf6c5cfbca5c68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http://www.ixueshu.com/document/d3b5c3c961ed3668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http://www.ixueshu.com/document/21932389c70f8b60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http://www.ixueshu.com/document/6c880793a0a63239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http://www.ixueshu.com/document/948cdab122eb057c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http://www.ixueshu.com/document/214709291412a8e1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http://www.ixueshu.com/document/05a5875b1de82219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