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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认为，人是劳动的产物，劳动创造了人

类生存、生活所需要的一切必要条件，同时

劳动是促进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推动力量。劳动着的劳

动者们是社会一切财富的创造者，自然应该把他们放在

主体地位，激励他们劳动，保护他们的正当权益。《劳

动界》正是要向社会揭露劳工之“苦”的不合理，要用

通俗的话语宣传、传播马克思主义，要用直白浅显的道

理启发工人阶级的觉悟，要带领他们真正改善自己的生

活、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

《 劳 动 界 》 周 刊 是 上 个 世 纪 2 0 年 代 上 海 共 产 主 义

小组创办的工人刊物。刊物用通俗平实的语言，通过揭

示劳动者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及其所面临的悲惨生活状

况，向劳工阶级宣传劳动价值与作用，从而让他们明白

自己的价值与阶级地位。刊物还记述国内外的工人运动

情 形 ， 以 唤 醒 劳 工 阶 级 的 觉 悟 ， 使 其 团 结 起 来 进 行 斗

争，改善劳动者的境遇。该刊物不仅对于研究建党前期

正确认识劳动者的地位、维护劳动者的利益，采取措施

促进其觉醒的历程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当代充分发

挥劳动者作用、使劳动者自己意识到自己的地位并采取

有效措施维护自身利益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早期共产党人对劳工现状的认识

为 什 么 要 印 这 个 报 ， 因 为 工 人 是 最 苦 的 。 《 劳 动

界》周刊在开始便概括出了劳动者的生活境遇——苦。

工人在当时的社会受着来自多方面的压迫，可谓是苦不

堪言。该刊物不仅记载了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所调查到的

工人境况，而且记载了工人们自己生活的真实感触，较

全面地展示了当时劳工面临的痛苦以及在痛苦下发起的

种种反抗运动——不同程度上的联合罢工。

（一）劳工的悲惨状况

1、工人受资本家的压迫

工 人 们 的 劳 动 力 哪 里 去 了 ？ 为 什 么 他 们 从 早 忙 到

晚，所得的工钱不但养不活家里老小，甚至连自己的衣

食都不够用，连自己的生命都保不住？这便是被资本家

夺去了。[1]

资本家仗着私有制下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权而使工人

们不得不服从其压迫与剥削，因为工人没有生产资料，

要想通过劳动谋生，只得去给资本家打工，只能依附于

资本家的资本。而资本家所追求的是利益，自然想要以

最少的支出换得最大收益，这就使资本家想尽了法子压

榨工人，恶劣的工作环境、超出个人体力和精力极限的

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极低的报酬等，工人忍受着种种

非人的待遇。工作环境方面，资本家从未关心过工人的

人身安全。《劳动界》周刊中“机器扎毙小工”“小工

被铁条压死”“小工起货压死”“无锡市布厂坍屋压伤

早期共产党人对劳动问题的认识
——基于《劳动界》周刊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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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界》周刊是上个世纪20年代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创办的工人刊物。本文基于

《劳动界》周刊的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主题思想和刊物报道的内容，探讨了早期共

产党人对劳工受资本家压迫现状的认识，及其早期劳动运动的不足与缺陷，分析了早期

共产党人促进劳工思想觉醒的努力，研究了早期共产党人对劳工问题认知的历史意义和

现实价值。

一百多年前，《劳动界》就是在这里诞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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