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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社科院研究员熊月之评价：“《热血日报》的

诞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始掌握现代传媒工具，其传播

力使反帝理念突破地域限制，成为全国性的政治动员武

器。”同济大学博士后徐迟通过研究公共租界警务处档

案发现，《热血日报》的发行使租界当局陷入舆论被动，

工部局董事会因低估中共宣传能力，误判运动形势，客

观上为党组织争取了发展空间。

蔡和森：将理论与中国斗争实践结合

1921 年入党后留在党中央工作的蔡和森，是五卅运

动的重要战略设计者。在 1925 年 5 月 28 日的党中央会

议上，他全面分析了当时上海工人运动的形势，敏锐抓

住“工部局审讯被捕学生”的契机，提出：“现在要把

工人的经济斗争与目前正在蓬勃发展的反帝斗争汇合起

来，要使工人斗争表现明显的反帝性质，以争取一切反

帝力量的援助。同时也使工人加入总的反帝战线而成为

这一战线的中坚。” 他还建议：“5 月 30 日组织反帝大

示威，把学生、工人、市民的力量拧成一股绳。”这一

建议成为运动爆发的关键节点。

1925 年 5 月 30 日下午，蔡和森随着人群，来到南京

路发表演讲，散发传单。他在演讲中说：“帝国主义枪

杀中国工人顾正红倒没有罪？中国工人、学生在自己的

国土上声援被害同胞，反而有罪？遭工部局逮捕、坐牢、

判刑，这是什么世道？哪一国的法律？帝国主义这样横

行霸道，难道我们中国人能忍受吗？”蔡和森的演讲得

到市民热烈响应。

在五卅惨案发生当天深夜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上，

蔡和森提出了号召全上海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

课，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屠杀的策略主张。他说：“总

罢课是无问题的，总罢工也可以逐渐实行。现在要用一

切力量促成总罢市的实现，要造成上海市民总联合的反

帝大运动。”会议接受了蔡和森的建议。并决定组成由

蔡和森、李立三、翟秋白参加的党的行动委员会，直接

领导上海政治斗争。

在党的指引下，6 月 1 日，上海 20 万工人大罢工，

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形成了“三罢”高潮。当晚，中

共中央再次举行会议，蔡和森在会上进一步提出了新的

策略主张：“在上海应当马上成立工商学联合会，成为

这一反帝运动总的公开指挥机构，以巩固和发展这一运

动，进行长期的斗争；同时要马上把运动扩大到全国去。”

当 “三罢” 斗争遭遇资产阶级动摇时，蔡和森及时

指出 “必须坚持工人阶级的领导权，联合中小资产阶级，

孤立大资产阶级”，为运动后期策略调整提供了理论支撑。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胡新民曾评价：“蔡和森

的贡献在于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与中国反帝实践相

结合，使五卅运动超越了地域性抗议，成为具有全国意义的

民族革命开端。”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杨德山在

纪念五卅运动 100 周年学术研讨会上强调，蔡和森提出的 

“工人阶级领导权” 理论，不仅指导了五卅运动的具体实践，

更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重要源头，为党的七大

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提供了早期探索。

蔡和森不仅是理论家，更是实干家。他穿梭于沪西

沪东工人进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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