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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风格兼具革命性与策略性，他将安源路矿罢工的经

验灵活运用于大城市工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大规模群

众运动积累了宝贵经验。” 他在分析五卅运动对后续省

港大罢工的影响时强调，李立三的组织模式为全国工运

提供了可复制的范例。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邵雍在近日的虹口区纪

念五卅运动 100 周年主题系列活动课题发布中也指出，

李立三在 “三罢” 斗争中创造性地将工人罢工与学生罢

课、商人罢市有机结合，形成 “以工促学、以学促商” 

的联动机制，这种多维度动员策略成为中共早期城市斗

争的经典范式。

在李立三的支持下，中共中央还于 1925 年 6 月创办

了第一份日报《热血日报》，由瞿秋白任主编。这份八

开四版的报纸，以 “外人铁蹄下之上海” 等栏目揭露帝

国主义罪行，用通俗生动的语言发动市民参与。李立三

亲自指导稿件撰写，要求 “既要讲清反帝道理，也要说

透工人疾苦”。《热血日报》每日销量达 3 万份，成为 “五

卅运动的舆论先锋”，正如报头题词所写：“热血沸腾起来，

冲开一切障碍物！” 

李立三：组织“三罢”工运策略果决

1925 年 2 月初，上海沪西区内外棉八厂发生了日本

监工野蛮殴打中国女工，并无故开除粗纱车间 50 多个男

工的事件，引起工人们的强烈不满，并举行了抗议罢工。

刚刚参加了中共四大并当选为中央委员的李立三得知情

况后，随即到内外棉八厂调查。通过广泛接触工人，了

解到许多日本监工野蛮迫害工人的罪证，向中共上海地

方兼区执委作了详细汇报。

根据党的指示，李立三和上海大学的杨之华、郭伯和、

刘华等人组成了罢工委员会，领导工人大罢工。在罢工

动员大会上，他大声疾呼：“我们中国工人受尽了日本

老板的压迫和虐待，现在要改变这种状况，只有罢工这

条路。我们这次罢工，一定要同日本老板拼个你死我活。

只要大家团结一心，坚持斗争，就一定能使日本老板屈

服于我们工人。”

经过李立三的动员，大家情绪振奋而昂扬，一致通

过了罢工决议，并推选李立三为罢工委员会主席。1925

年 2 月 10 日，罢工委员会在闸北潭子湾召开工人群众大

会，李立三身穿蓝布长衫，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演说，历

数了工人的深重苦难，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种种罪行，

激起了广大工人的极大义愤。在李立三等领导下，沪西

工人罢工浪潮席卷了 11 个棉纱厂。

作为新成立的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李立三在五卅运

动中展现出非凡的组织才能。他深入小沙渡、杨树浦等

工业区，将分散的工人力量凝聚成统一战线，短短时间

内使上海总工会会员激增到 21 万人，其中纱厂工人占比

达 57%。5 月 28 日党中央紧急会议上，他力主 “把工人

的经济斗争转变为反帝政治斗争”，直接推动了 5 月 30

日反帝大示威的举行。面对帝国主义的武力镇压，他果

断提出 “罢工、罢课、罢市” 的 “三罢” 策略，使运

动从单一的工人抗议升级为全民反帝浪潮。

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李忠杰指出：“李立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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