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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王尽美对劳动人民接受教育的困难有切身感受，五四大潮的洗礼、建党活动、出外考察的经历，让他认识到教

育在改变命运中的重要性。他创办各种机构为劳动者提供学习机会; 他鼓励工人们组织起来，结成团体，维护自身利益;

他倡导教育立法，强调以法律保障工人的受教育权，积极推动劳动立法运动; 他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多样的方式宣传革命

理论; 他认为教育的不平等起源于经济的不平等，要普及教育，就必须推翻不合理的社会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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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尽美( 1898—1925) ，山东诸城人，山东共产

党早期组织者和领导者，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
他将毕生精力献给了党的建设和工人运动。同时，

他也十分关心教育事业，他的教育思想在当时产生

了重要影响。毛泽东在中共一大上称赞他议论教育

的文章切中时弊。［1］王尽美是教育改革理论与实践

相结合的典范，他不但在师范教育和乡村教育方面

有深刻而独到的见解，更对工农劳动人民接受教育

问题倾注了大量心血，形成丰富的劳工教育思想。
他的这一思想对于推动工人运动以及中国共产党早

期组织的创建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

一、王尽美劳工教育思想的形成背景

王尽美出身于 19 世纪末叶的一个佃农家庭，幼

时艰辛的求学经历，五四风潮的洗礼，与同时代精英

人士的密切交往，以及对苏俄的考察，都对其劳工教

育思想的形成至关重要。
第一，早年的经历，让他深刻体会到劳动人民生

活的艰辛和接受教育之困难。贫民家的孩子，很小

的时候就要帮家里做农活，劳动所得还要被地主掠

走，终致冻饿而死。王尽美感叹道: “嗳! 教育，教

育，也不过是富贵人家的专利品，一般平民哪里敢梦

想得到。”［2］这既是同龄人的遭遇，也是他自身生活

的写照。王尽美出生时，祖父、父亲都已去世，家中

只有祖母和母亲，租种地主的几亩薄地，勉强度日，

生活的艰难非常人可以想见。这样的经济条件，本

来是不可能读书的，但机缘巧合，村里有地主的孩子

设塾启蒙，需要陪读，王尽美的母亲托人说情并被允

许，由此得到一个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但不知什

么原因，他陪读过的两个孩子，都先后暴病身亡，一

些迷信的人认为是王尽美“克”死了地主家的孩子。
这给幼年时代的王尽美以莫大的刺激与侮辱，虽然

酷爱读书，但倔强的他发誓宁肯失学也不到地主家

当陪读。此后，王尽美参加了农业劳动，虽然全家一

年四季辛苦劳作，但过的却是吃糠咽菜的生活。世

道的不公，促使王尽美思考: 为什么有的人终年辛

苦，不得温饱? 有的人却可以不劳而获? 这时他不

再满足于宿命论的解释，认为“命”是可以改变的，

由此萌发了要“使平民都有识字机会”的普及教育

思想。
第二，五四大潮的洗礼。1910 年以后，王尽美

入小学读书。这时正是辛亥革命前夕，在激进教师

和革命党人的影响下，王尽美如饥似渴地阅读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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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的进步书刊，革命思想初步启蒙。他逐渐认识

到，劳苦大众是中国社会变革的根本力量，如果唤起

他们，依靠他们，就能战胜本国的反动势力和外国列

强。他认为，读书的目的不是升官发财，而是为了救

国救民，青年人应负起改造社会的责任。1918 年

春，王尽美赴济南考入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入

学后的王尽美刻苦学习，希望探索到出民水火的道

路，因为他亲历过黑暗腐败的乡村教育，所以想通过

自己的努力“将来能把我四万万同胞的腐败脑筋洗

刷净尽，更换上光明纯洁的思想”。［3］但两年半的学

习生活，让他甚感失望。了无生气的教育，让他生出

“这样的教育能救国吗”“自己应该怎么办”等种种

的疑虑。恰在此时，五四运动爆发了。轰轰烈烈的

民众运动，让他看到了祖国的希望，找到了自己应走

的路。他意识到，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操纵中国

命运的情况下，埋头读书，不问政治，是不能救国救

民的。他决心走出课堂，奔向社会。作为一师北园

分校的代表，他领导同学积极参加集会、游行、罢课

等活动，联络济南其他学校的学生，建立了山东省学

生联合会并任负责人，创办了《学生周刊》，号召大

家团结起来抵制日货，救亡图存。他始终站在斗争

最前列，思想和才干受到了锻炼，这为其接受马克思

主义，成为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奠定了基础。经过

五四运动的洗礼，王尽美逐渐走向成熟。
第三，与我党精英人士互相砥砺。十月革命后，

许多先进分子如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积极宣

传马克思主义，在全国各地组织社团，创办刊物，掀

起一个传播革命和进步思想的运动。王尽美通过接

触和学习马克思主义文献，开始树立对共产主义的

信仰。1920 年初，北京大学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

会，王尽美成为外埠通讯会员。他曾多次赴北大拜

访李大钊，受到亲切教诲，并结识研究会会员罗章

龙、邓中夏、张国焘等人，在思想上得到马克思主义

指导。1920 年 11 月，他以研究学理、促进文化为号

召，联络省立一师、一中、育英中学的同道( 主要有

邓恩铭、王志坚、王翔千等) ，成立励新学会。“励

新”即寓有新思潮新观念相互砥砺共同向上之意，

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剖析社会现实，探索

改造社会的道路，“对于种种问题，都想着一个个的

给他 讨 论 一 个 解 决 的 方 法，好 去 和 黑 暗 环 境 奋

斗”。［4］1921 年 9 月，王尽美、邓恩铭以励新学会会

员为骨干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他们组织会员

阅读马列著作和介绍苏俄情况的进步书刊，举行讲

演会和报告会。与我党精英人士广泛接触，交流观

点，深化了王尽美对劳动人民教育权的认识。
第四，考察苏俄受到深刻教育。1922 年 1 月，

王尽美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

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后，他留苏参观考察

3 个多月，看到了当地巨大的变化，看到了欣欣向荣

的景象和民主自由的政治空气，令他耳目一新，感奋

不已。他从中看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强大

生命力，也看到了自己祖国的希望和未来。

二、王尽美的劳工教育思想

马克思认为: “最先进的工人完全了解他们阶

级的未来，从而也是人类的未来，完全取决于正在成

长的工人一代的教育。”［5］工人的受教育程度对社

会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王尽美早年的求学经历和现

实生活感受，促使他审视旧教育的本质，并形成独特

的劳工教育思想。
( 一) 衣食是从知识得来的

对劳工教育问题关注较早的是李大钊。1919
年 2 月，他在《劳动教育问题》一文中指出，民主就

是人类生活上一切福利的机会均等，但资本主义制

度剥夺了劳工受教育的权利，这种罪恶“比掠夺他

们的资财更是可怕，更是可恶!”［6］他认为，知识是

人类走向光明的明灯，提高劳工文化素质是关系到

社会发展的重大课题。受李大钊等人的影响，王尽

美也十分关注劳工教育问题。
第一，劳动者接受教育是改变命运的途径。旧

中国时期山东工人的生活十分悲惨，“每天工作时

间在 14 至 16 小时以上，每月工资最低的只有几元，

吃的非常坏，无床、无椅、无桌、无凳，就地而食，就地

而卧，一切死伤疾病，都‘听天由命’，无抚恤医药，

工人血汗尽被榨取。”［7］工人受经济条件制约，文化

水平普遍不高，对不公平现状多为逆来顺受。王尽

美提倡在工人中举办识字班，启发大家的反抗意识。
省立一中有一位工友叫王全，原是失学青年，他向

《励新》投稿说:“昨观励新学会的学术谈话会，也有

研究工学的问题，可见普及平民教育这件事，已为近

来新教育家及一班人注意之焦点。我对于这件事，

是非常的欢迎，并且抱着无穷的希望。”他认为劳动

者获得受教育权是改变任人欺凌命运走上光明之路

的方法。［8］ 王尽美十分赞同这个观点。他在该文

“附志”中指出，由于中国人“知识太简，不能辨别是

非，我 们 要 提 高 平 民 的 知 识，非 从 教 育 着 手 不

可”［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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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创办各种机构，使工人获得受教育的机

会。1921 年 7 月，中共一大通过的《关于当前实际

工作的决议》中有两处提及工人教育问题: 一是要

求举办工人学校，二是要求成立工会组织的研究机

构，其目的是教育工人。同年 8 月，中国劳动组合书

记部在上海成立。该部发表宣言指出，我们的事业

在开始的时候，会遇着很多困难，“特别是我们这个

阶级的知识缺乏，是最大的困难。”［10］以后应十分注

意提高工人的文化水平。王尽美以实际行动积极响

应党的号召。
一是发行报刊。实际上，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

前，王尽美就已经注意到工人的教育问题。1921 年

5 月，《济南劳动周刊》创刊号发表了王尽美起草的

《创刊宣言》，向社会郑重地提出了劳动者的教育问

题。他指出: “中国劳动者的智识实在也不免太薄

弱了，要想叫他增进，非努力教育不可。要想增进教

育，非设法劝导他们，启发他们，使他们都知道教育

的重要不可。”［11］创刊之初，该刊多在学生中发行，

后来王尽美考虑到办刊目的主要是教育工人阶级，

提高工人的觉悟，就直接把《周刊》送给工厂和码头

的工人学习。
二是举办工人补习学校。1921 年夏，王尽美到

济南津浦大厂活动，办起了 4 处工人补习学校。他

与工人的关系处得很好，常和工人一块吃饭、下棋，

给工人夜校上课，给山东青年团干部讲形势课，指导

党、团工作。1924 年 8 月，济南团地委举办了济南

工人补习学校，组织济南工人学文化，学习革命理

论，培养和发展团员。为了提高团员的政治素质，同

年 10 月至 12 月，团地委组织团员学习党团重要文

件，并系统地学习共产主义理论，还学习一些算术知

识。年底，团地委又派人到兴顺福铁工厂和胶济路

济南火车站创办工人夜校和文化补习学校。
三是建立读书会。1922 年 7 月，王尽美发动津

浦铁路济南机车厂工人组建济南工友读书会，发表

了《读书会宣言》，制定了《读书会公约》。读书会宣

言阐述了读书的重要性:“知识是人生必需的东西，

比衣食更要紧，因为衣食是从知识得来的，没有知识

的人，许多事要仰仗别人做，受别人的辖制。”“社会

上有许多人对于有知识的人很尊敬，很恭维，对于我

们这些没有知识的人很轻视，很侮辱。我们也是一

样的人，所缺少的就是知识，而竟有这样的不平!”
宣言表达了工友们对读书的恳切和决心，宁肯牺牲

睡觉的时间，挤出本来就不多生活费也要“拿生命

换知识。”［12］为了保证读书的效果，读书会制订了公

约。规定“本会以读书为目的”; 会员每人每月抽取

半月工资为会费，会费专作买书报及会内必需的用

项等。王尽美多次来做演讲。读书会还组织学习研

讨《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著作，以及《劳动周

刊》《工人周刊》等杂志发表的文章。读书会的建

立，为工友受教育提供了课堂，受到了工友们的欢

迎，对提高工人群众的知识水平和阶级觉悟，增强工

人间的团结，推动工人运动的开展起了积极作用。
第三，为维护工人受教育权发动罢工。1922 年

6 月，高恩洪任北京政府交通总长后，下令取消铁路

局所属职工学校。津浦铁路济南机车厂工人对此坚

决反对。在王尽美等人指导下，工会决定发动工人

罢工，“势不达到恢复职工学校，减轻工人的压迫的

目的不止。”［13］最后，罢工获得胜利。这也极大地鼓

舞了工人的斗志，树立了工会的威信，维护了工人们

的正当权益。
( 二) 要有一个有力的团体，劳动者才能谋改良

他们的地位

李大钊、陈独秀等人提出在教育上应该人人机

会均等，劳动者必须有受教育的权利。1919 年，李

大钊提出“工不误读，读不误工，工读打成一片”的

主张。1921 年 1 月，邓中夏、张国焘等人在长辛店

创办劳动补习学校，目的在于组织工会。通过学习，

工人的觉悟提高了，“罢工斗争的胜利，让工人更感

觉到组织团体的重要了。”［14］中国共产党从创建之

初就十分注意建立工会。1921 年 7 月，中共一大决

议指出，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一切工业部

门应成立工人学校，以提高工人的觉悟，使他们认识

到成立工会的必要性。王尽美坚决贯彻党制定的政

策和通过的决议，山东的工会运动迅速开展起来。
他认为工会与工人的教育之间存在这样的关系:

第一，只有组织起来，工人才能更好地维护包括

教育权在内的自身利益。1922 年 5 月下旬，中国劳

动组合书记部山东分部成立，王尽美为负责人，他执

笔起草的宣言集中反映了其工运思想。他指出:

“我们将组成一个产业组合，只有这样的组织法，劳

动者才能用他们的组织力，做奋斗的事业，谋改良他

们的地位。”［15］山东大地很快出现了一个成立工会

的高潮，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大槐树机车厂和淄博

矿区。1922 年 6 月，在王尽美等人帮助下，大槐树

机车厂工会成立。他以山东分部负责人的身份出席

大会，并帮助制定了工会简章，撰写了《告全厂工友

书》。简章提出工会的宗旨是“提高工人之教育，增

进各工人之智识”; “将来于社会上谋一立足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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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各人存有爱国之观念，保全工人之利益与幸

福。”［16］《告工友书》表达了广大工人对工会的拥护

与期望，热情地称赞大槐树机车厂工会的成立是

“劳动界一线的曙光”。大槐树机车厂工会的成立

以及其后罢工斗争的胜利，鼓舞了济南工人的斗志，

培养锻炼一批工运骨干，使工人们认识到团结的力

量，加入工会的人数剧增，推动了济南各厂工会的建

立。后人称该工会为“齐鲁工会第一家”。1922 年

6 月，矿业工会淄博部成立，王尽美在大会发言中揭

露了资本主义制度对工人阶级残酷的压榨剥削，并

对工人们的悲惨遭遇寄予极大同情。同时他指出，

大家现在之所以受人辖制，就是因为没有团体的缘

故。印发的《劝工友来入会》传单指出，成立工会的

目的就是想将我们全体工人能组成一个团体，专给

我们工友们谋利益。由此可以看出，他对工会运动

的重视和支持。
第二，从生活中的实例，说明组织工人团体的重

要。《山东劳动周刊》第一号上，发表了王尽美撰写

的《尽美附记》短评。这是附在津浦铁路司机傅长

义泣诉书后面的一篇短文。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

傅长义老实本分，在津浦铁路做司机工作已经十多

年，没有犯过大错，只因编车头目查车时看到他有四

个破煤筐，便被段长开除，结果妻子气恼而死，撇下

了父母和两个孩子。在这种情况下，他给编辑部写

信，要讨—个公道。这封信引起王尽美极大的同情。
他由傅长义一个人的遭遇，联想到广大工人群众的

命运，由眼前的现实，联想到今后的斗争，于是写下

了《尽美附记》。文章指出，工人们在恶劣的环境中

辛苦劳作，因一点小事，便被工头们开除，导致妻离

子散，这是因为自己没有团体支持所导致。只有团

结起来，才能取得斗争的胜利，“不要以为这件事是

傅先生个人的事，要知我们工友们，人人都有这种危

险啊。”［17］文章表达了王尽美对工人深切的关怀，寄

托了殷切期望，强调了组织工会的重要性，这也是各

地工人斗争实践的总结。
( 三) 以法律保障工人受教育权

马克思曾经说过，工人阶级的未来取决于她所

受到的教育，要想使未成年人不受现代制度破坏作

用的危害，只有通过国家政权实施的普遍法律才能

办到。［18］马克思指出了教育立法的重要意义。教育

法同其他法律制度一样，是历史的产物，有其自身产

生与发展的过程。
中共一大代表李达较早关注劳工教育立法，

1922 年 9 月，他在《劳动立法运动》一文中指出: 劳

动问题，本是个经济问题，但到劳动者感觉切肤之痛

要起来实行解决的时候，就转成政治问题。所以劳

动运动常易变成政治运动，往往容易惹起暴动和革

命的群众运动。要想避免暴动和革命，只有劳动立

法一种途径，承认劳动者在法律上的地位和权利。
1922 年，为欺骗舆论，直系军阀控制的北京政府，宣

称“劳工神圣”，召开国会进行制宪，保护劳工权利。
中共二大通过的决议案指出，工会进行劳动者的经

济改良运动，必须进于为劳动立法运动。显然，王尽

美的劳动立法思想和后来的实践活动是受此影响

的，他认识到促进劳动立法运动的重要性，力争工会

组织及运动的合法化，以法律保障工人的受教育权。
第一，积极参加劳动立法运动。1922 年 8 月，

王尽美被调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参与并指导了

关于劳动立法运动的各项活动。同月，书记部发布

的《关于开展劳动立法运动的通告》提出劳动立法

的建议: 近年来工人的各种权利经常受到侵犯，究其

原因，都是由于法律没有规定劳动者的权利，应趁这

次制宪运动的机会，在宪法中予以规定。为此，中国

劳动组合书记部向北京政府提出了《劳动立法四项

原则》，其中第 4 条要求政府保证劳动者有劳动补

习教育的权利。通告认为，由于现代社会的不平等，

大半是由于教育机会不平等所导致。而每年政府大

量的教育经费，实际上是专为资产阶级办教育，无产

阶级根本未享受到，这种不平等，造成了劳动者永难

翻身的局面。它是当时劳动立法运动的指导原则，

也是第一次全国罢工高潮中的斗争纲领。为引领立

法运动走向深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布了由王

尽美等人起草的致北京众议院的请愿书。他们认

为，过去的立法只注意保护特殊阶级，对工人则弃之

不顾，这是不公平的，“今日劳工法案皆应有成立之

必要，尤应规诸根本大法之内。”［19］同时，公布了共

计 19 条的《劳动法案大纲》，要求政府制定法律承

认劳动者的各种应有权利，以及工作时间和最低工

资，特别是第 19 条，要求国家须以法律保证男女工

人有受补习教育的机会。制定该大纲的主要目的是

要求北京政府保护劳动者的基本权益。《大纲》发

布后，各地工会纷纷行动起来，组织劳动立法同盟，

开展劳动立法运动，通电全国，要求国会通过这个

《大纲》。尽管大纲未被军阀操纵的国会通过，但劳

动立法运动已广泛发动，它是工人阶级开展斗争的

纲领，由此揭开了中国劳动立法史上的第一页。
第二，劳动教育立法。在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

资本家的压迫下，广大工人群众没有受教育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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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懂得如何维护自身利益，不懂得本阶级的权利与

自身权利之间的关系。为给工人群众争取受教育

权，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山东

支部在开展秘密斗争的同时，极力采用合法斗争的

形式，帮助教育群众，为群众谋利益。1922 年下半

年，第八届全国教育联合会在济南召开，集中讨论学

制改革问题，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山东支部等机构

联合向大会提出《劳动教育建议案》。建议案认为，

“若不制定专门法律，则大多数劳动者，必无受教育

之机会。一国之中，既有大多数不得受教育之同胞，

则所讨论者不足言普及，亦直不足以称教育矣。”［20］

建议案希望大会向议会提出劳动教育立法动议。此

案言词恳切，透彻明晰，有理有据，充分论述了实行

劳动教育的重要性。根据《劳动法大纲》关于劳动

补习教育的原则精神，建议案提出了设立工人补习

学校，保证工人学习时间，增加工人教育经费，实行

工人教育的严格管理等 6 项建议，供代表参考。这

是全国第一个为劳动工人受教育提出的法案。10
月 25 日，北京《晨报》对该案进行全文刊发，在全国

产生了影响。
1926 年 5 月，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

开，会议通过的《劳动法大纲决议案》规定，工人有

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的自由，有缔结团体、加
入国际组织的权利，每天工作 8 小时、星期日休息的

权利，对童工、女工的特殊保护，最低工资、工人享有

劳动保险等多种权利，特别是第 16 条规定男女工人

享有劳动补习教育权。这样，王尽美等共产党人和

工人们经过多年努力争取的受教育权终于得到了法

律的认可。
( 四) 宣传教育方式朴素多样，容易接受

1921 年 11 月，毛泽东总结湖南第一师范附小

工人夜学和失学青年补习班的经验，主要有两条: 一

是要热爱工人，热爱工人教育事业; 二是讲课内容要

适合工人的需要，而且应通俗易懂，深入浅出，“好

像讲故事一样表达出来。”［21］在宣传方式上，王尽美

与毛泽东不谋而合。王尽美不仅是一位职业革命

家，而且多才多艺，除了善写文章、歌谣、诗词和作

曲，擅长书法、绘画和演讲，还很喜欢中国的民族乐

器，吹拉弹唱，样样精通。这些才艺在他的革命生涯

中得到了充分运用，收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
第一，为了让更多的人理解，老幼皆晓，王尽美

宣传时多用白话。由于受到阶级压迫，工农群众文

化水平普遍较低，让他们接受的最好方式就是用大

众化的语言和表达形式。《励新》杂志的发刊词是

王尽美写的《我们为什么要发行这种半月刊》，《劳

动界》杂志的发刊词是李汉俊写的《为什么要印这

个报》，都用直截了当的大白话。1919 年，五四运动

期间，王尽美为揭露日本的侵略行径，鼓励群众斗

志，写下了《长江歌》。这首诗成为时代的最强音，

很快传遍了整个山东。1921 年夏，王尽美到大槐树

机车厂等处开展工人运动，用通俗的语言揭露不合

理的现实: 我们种麦子，人家吃白面，还嫌白面不好

吃; 我们忙蚕桑，人家穿绸缎，还嫌绸缎不美观; 我们

编席子，自己睡空床; 我们工作时，全身流血汗，三餐

高粱把菜掺。［22］第二，王尽美的作品字里行间感情

充沛，斗志昂扬，充满大无畏精神。他以诗歌为武器

的，用尽可能通俗易学的文字创作，进行革命宣传，

富有感染力。1922 年，王尽美起草了《大槐树铁路

工厂工会成立祝词》，表达了唤醒劳动人民起来革

命的决心，革命激情澎湃。他善于用通俗的文字，容

易接受的形式，进行革命宣传，在潜移默化中教育了

工农大众。这些歌词都非常受欢迎，流传甚广，收到

了非常好的效果。
( 五) 要普及教育，非先打破贫富阶级不可

五四运动以前，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和同学

们谈教育问题时曾经说过，有钱的人就能受教育，没

钱的人就被拒之门外，这是不合理的。工人和农民

是社会的中坚力量，但他们没有受教育的机会，“觉

悟不 能 提 高，知 能 不 能 增 进，问 题 实 在 太 严 重

了!”［23］毛泽东指出，无产阶级不夺取政权，“安能握

得其教育权?”［24］

在劳动群众受教育权上，王尽美有着相同的观

点。1919 年，王尽美联络育英中学和省立一中的师

生，组织了一次学潮，目的是要求撤换昏庸反动的校

长。虽然省教育厅迫于压力，撤换了校长，但新校长

上任后一仍旧贯，没有任何改进。王尽美认识到，废

除旧教育，决不是靠搞垮几个学校，撤换几个校长，

所能解决的，只有推翻反动的政治制度，才能达到目

的。王尽美指出:“要普及乡村教育，使平民都有识

字的机会，非先打破贫富阶级不可。”［25］他一生从事

党建、工运等工作，其落脚点都是为了打破贫富悬殊

不平等的现状，突破富裕阶层对知识的垄断，为工农

群众争得基本的权利。他清楚地意识到，依靠现在

办教育的人物，去发达教育，是没希望了。他指出，

现实的学校不过是贵族子弟升官发财的阶梯，这样

的教育，与劳动人民没有任何关系，必须予以改造。
王尽美对教育问题的认识，是其走向马克思主义的

必经阶段。他通过对教育的认识，上升到对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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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最终上升到如何改造中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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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Labor Education thought of Wang Jinmei

WANG De－yong

( School of Marxism，Shandong Jianzhu University，Jinan 250101，China )

Abstract: Wang Jinmei has a personal feeling of the difficulty in receiving education for the working people，

baptism in the May 4th Movement，experience of party building activities and expedition made him realize the im-
portance of education in changing his destiny． He founded various institutions to provide workers with learning op-
portunities． Only by organizing and forming groups can workers better defend their own interests． He advocated edu-
cation legislation，emphasizing the protection of workers right to education by law． He actively promoted the labor
legislation movement and spread revolutionary theory in a variety of ways in a language that is easy to be understood．
He believes that inequality in education stems from economic inequality，if we want to popularize education，we
must overturn irrational social systems．

Key words: Wang Jinmei; labour education; labour legislation; workers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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