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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3 祖國不會忘記
責任編輯：梁曉斌 美術編輯：劉國光

六十年前，中華民族揭開全新一頁
，中華人民共和國莊嚴成立。此前一年

，一個凝聚各行各業愛國工人的工會組織
——香港工會聯合會已在香港成立。接下
來的六十一年，工聯會與祖國風雨同路，
團結自強，發揮了強大的凝聚力，在港英
政府的高壓下盡力爭取及維護工人權益。
本文裡，描述在工聯會茁壯發展歷程中不
可忽略的三位工會領袖：遭港英強行驅逐
的第一屆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張振南，以及
兩位香港大紫荊勳章得主李澤添與楊光。

本報記者 陳萍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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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歸祖國掌舵人
澤添，人稱他為 「添叔」，一九三四年出生於廣東從化。他在小學六年級
時，媽媽便送他跟隨造鞋師傅學造鞋，豈知一造就是三十一年。一九五四
年，他加入鞋業工會，自此展開他五十三年從無間斷的工會生涯。 「添

叔」加入工會後，積極參與會務，在工會中擔任的職務越來越重要。一九六
三年，他當選鞋業工會理事長，一做就是二十二年。潘江偉說起 「添叔
」時特別興奮，他說， 「添叔」為人低調，務實又勤務，而且很為
人着想，是一個立場堅定，態度和藹，全心全意為工人爭取權
益的人，亦是個非常值得人尊敬和學習的領袖。

對政府秉持八字方針
一九八八年， 「添叔」從楊光手中接任工聯會會

長一職，一做便是十二年。他當時許下會員人數
「廿八萬迎九七，三十萬跨世紀」的承諾，這個

目標基本上達到。潘江偉說， 「添叔」在這十二
年除了擴大會務及會員人數外，最重大的貢獻就
是在香港回歸祖國懷抱前後期間，領導工聯會
調整方針，令工聯會從港英政府由 「統治和被
統治，壓迫和被壓迫」的關係中調整過來，
向特區政府提出 「支持、合作、批評、監督
」的八字方針，重新確立工聯會與政府的
關係，對政府好的政策予以支持，不好
就要批評，從而達到合作和參與監督的
平等地位。 「所以說沒有回歸就沒有
參與，這對工聯會的發展有重大的意
思。」時至今日，工聯會仍堅持這八
字方針，無論在地區工作還是在議會
事務上，都積極參與，對政府大小
政策均獻出良方或作出監督批評。

一九九九年十月九日， 「添叔
」一生堅持愛國愛港，對工人和工
會無私的貢獻，終獲得特區政府的
肯定，從時任行政長官董建華手上，
接過特區政府最高榮譽的大紫荊勳章
。當時他更創作七言律詩兩首，表達感
受： 「手捧輝煌大紫荊，思潮起伏念前
人，共寫香港繁榮史，同牽祖國赤子情；
丹心一顆為群眾，摯誠一片默耕耘，香港回
歸國強大，功勞簿上列群臣。」 「手捧輝煌大紫
荊，思潮起伏抒豪情，重任在肩不言倦，戰衣長伴
不離身；緊握前輩接力棒，齊奔世紀新里程，為
使香江春常在，衣衫汗濕志堅貞。」○七年
五月二十二日， 「添叔」病逝於廣州中山
醫院。

振南，一九一六年於東莞簧村出生，上世紀
二十年代初來港定居、讀書。一九三五年加
入電話公司，於工程部總務部任職，年紀輕

輕的他已熱心投入工運工作，為工人出頭抱不平。一
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日軍侵佔香港，所有工會
工作者均已停工，工友們都陸續離開香港避戰。然而
，張振南卻堅持留守香港，秘密聯繫各階層工人，團
結工會力量，力抗日軍侵略、宣揚保家衛國訊息，並一
如以往關懷各項工務，支援教育發展和各類與行業唇
齒相依的社會運動。

一九四五年日軍投降，當時香港民生困頓、百廢
待興、勞資矛盾與民族矛盾激烈尖銳，而這時的地下
工運亦開始「浮上」地面，並迅速發展。「戰後失業嚴重
，但物價騰飛……工資較戰前增加四倍，但物價卻增
加七倍，工人生活苦不堪言，每天工作十二小時僅夠
餬口。」今年八十六歲，曾與張振南並肩作戰的工聯會
老人──現工聯會顧問潘江偉憶述。由於工人處於極
度貧困和壓迫之中，他們均極渴望可改善生活和待遇
，因此在戰後的一年裡，各個工會都開始復工，並陸
續有新工會成立，在當時形成一股組織工會的熱潮。

除了工人遭到壓迫外，戰後工人面對的另外一個
嚴峻的問題，就是子女失學嚴重，工會隨即的任務就
是開辦學校。一九四六年八月，以張振南、朱敬文等
為首的二十一間工會組成了 「港九勞工子弟教育促進
會」，創辦勞工子弟學校（簡稱勞校）。一九四七年
九月，首間勞校誕生，並在短短的一年內增加至十二
間， 「但當時工人兒女入學年齡已十多歲，即十多歲
才讀一年級。」可惜，勞校開辦不久，即受到當時港

英政府的打壓，企圖解散勞校，至一九四九年五月，
在工人、家長、教師和學生展開聲勢浩大的護校運動
下，五間規模較大的勞校才得以保留。

毋懼打壓繼續向前
雖多番受到港英政府打壓，但工人卻沒有因為灰

心或離開工會，反而變得更團結，並形成一股強大的
力量，為工聯會的成立打下基礎。一九四八年初，二
十二間工會發起組織工聯會。四月十七日在灣仔六國
飯店舉行工聯會成立大會，並選出朱敬文為理事長，
張振南為副理事長。大會還通過工聯會章程及確定
「愛國、團結、權益、福利」的工作方針和任務。

為工聯會的成功創立作出重大貢獻的張振南，在
工聯會成立後的第二年、第三年即眾望所歸成為理事
長。 「當時還沒有會長，而且每年換屆一次。」潘江
偉說： 「張振南是個很健談、廣交朋友和善團結人的
工會領袖，他說話很有說服力，亦很有威信，為工聯
會的創立作出重大的貢獻，亦令當時已擁有兩萬會員
的工聯會打下強大的基礎。」可惜，由於當時工會受
到港英政府嚴厲打壓，而張振南作為愛國旗幟鮮明的
工聯會靈魂人物，更成為港英政府的眼中釘。一九五
○年，港英政府便藉機趁張振南返內地期間，以 「莫
須有」的理由拒絕他入境。他於一九九八年十一月在
內地逝世。

茁壯成長奠基者

聯會由創會、發展、壯大，到今天成為擁有
三十多萬會員的香港最大工會，是與歷任工
聯會領軍者的全心全意投入分不開的。張振

南之外，楊光與李澤添，更在香港回歸祖國後獲得大
紫荊勳章。曾是工聯會理事長的潘江偉表示，這三名
工會領導人物的工作年期，正好涵蓋了工聯會歷史，
亦是團結和推動工聯會努力向前，為工人爭取最大權
益的標誌性人物。

自上世紀五十年代張振南被港英政府無理拒絕入
境後，工聯會在往後的十年裡，先後更替了三名理事
長或會長（一九五七年開始增加會長一職）。一九六
二年，當時的副理事長楊光開始擔任理事長，並於一
九八○年接任會長一職，至一九八八年由李澤添接棒
。潘江偉指出，除了五十年代的十年，工聯會由創會
至回歸後的二○○○年裡，逾半個世紀的工運歷史，
均與張振南、楊光和李澤添三人連在一起。

一九二六年出生的楊光，早在日軍侵佔香港時期
，已在當時全港最大的香港海軍船塢工會工作。一九
五七年，海軍船塢突然宣布結業，並解僱全廠四千六
百多名員工，由於當時港英政府已宣稱不會負責安置
員工職業，因此工聯會及各工會成立支援委員會，各
行各業四十多萬工人簽名支持。最終海軍船塢員工在
堅持了二十個月的說理鬥爭下，取回應有的就業和補

償。這事令工人更明白到團結的重要性。
一九六七年五月，新蒲崗人造膠花廠發生勞資糾

紛，港英政府竟出動荷槍實彈的軍警，用鎮壓、槍殺
、逮捕、監禁和遞解出境等手段對付工人群眾和愛國
人士，引發了來自工人群眾的強烈反彈，其後演變成
一場激烈的反英抗暴鬥爭。這場以楊光為領袖的鬥爭
，最終迫使港英政府一改其高壓政策，開始懂得關注
民生和勞資關係，並於翌年制訂本港第一條勞工法例
──《僱傭條例》。當時，工聯會的會員人數有八萬。

會員人數翻幾番
隨着工會的權益不斷得到改善，工人對工會信任

越來越大，而工聯會在楊光的領導下，亦積極發展會
務，開辦不同行業的工會、工人醫療所，以及工人俱
樂部。至一九七六年，工聯會的會員人數在短短八年
間迅速增加近三倍，達二十二萬人。 「這個時期我稱
之為發展、壯大時期。」潘江偉說，在楊光領導下的
工聯會，走向集團化，無論人才、財力和地位都得以
提高。一九七五至八八年，楊光更成為自張振南以後
，第二名擔任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的工聯會理事長，並
連任三屆人大。二○○一年，楊光獲得特區政府頒發
最高榮譽的大紫荊勳
章。

發展騰飛大功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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