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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卅运动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自 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集中力量

领导工人运动，积极推动同中国国民党的合作，逐渐加快了中国革命

的步伐。1925 年 5 月，上海工人反对外国资本家的罢工，就如同火

种被点燃，迅速形成燎原之势，迎来了以五卅运动为标志的大革命高

潮的到来

五卅运动

打倒帝国主义



6月 11日，上海举行群众大会。到会的有 20多万人。在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五卅运动的狂飙迅速席卷全国，各阶层广大群

众积极参加反帝爱国运动。北京、广州、南京、重庆、天津、青岛、

汉口等几十个大中城市和唐山、焦作、水口山等矿区，都举行成千上

万的集会、游行和罢工、罢课、罢市。汉口参加游行示威的群众行至

公共租界时，英国水兵开枪射击，打死数十人，重伤 30余人。汉口

惨案进一步激起全国民众的愤怒。五卅运动期间，各地约有 1700万

人直接参加运动，从通商都市到偏僻乡镇，到处响起“打倒帝国主义”、

“废除不平等条约”、“撤退外国驻华的海陆空军”、“为死难同胞报仇”

的怒吼声。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运动浪潮，以不可遏制的浩大声势迅

速席卷全国，这就是五卅运动。

五卅惨案

1925年 5月 15日，上海内外棉七厂的日本资本家枪杀带领工人

冲进工厂要求复工的共产党员顾正红。中共中央和上海党组织一起召



开紧急会议，决定发动学生和工人在 30日到租界内举行大规模的反

帝示威活动。30日，上海工人和学生举行援助纱厂工人的街头宣传

和示威游行，租界的英国巡捕在南京路上突然开枪，向密集的群众射

击，打死学生、工人 13人，伤者不计其数。这就是震惊全国的五卅

惨案。以后几天，在上海和其他地方又连续发生英、日等国军警枪杀

中国民众的事件。

斗争和反抗

当天深夜，中共中央再次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由瞿秋白、蔡和森、

李立三、刘少奇和刘华等组成行动委员会，具体领导这次斗争，组织

全上海民众罢工、罢市、罢课，抗议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帝国主

义的屠杀，点燃了中国人民郁积已久的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仇恨怒火。

从 6月 1日起，上海全市开始了声势浩大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总罢工、

总罢课、总罢市。



1925年 6月 1日到 6月 10日，帝国主义者又多次开枪，打死

打伤群众数十人。英、美、意、法等国军舰上的海军陆战队全部上岸，

并占领上海大学、大夏大学等学校。上海人民不惧怕帝国主义的武力

镇压，相继有 20余万工人罢工，5万多学生罢课，公共租界的商人

全体罢市，连租界雇用的中国巡捕也响应号召宣布罢岗。

历史意义

伟大的民族反帝爱国运动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五卅运动，是中华民族直接反抗帝国主义的伟

大运动。它冲破了长期笼罩全国的沉闷的政治空气，大大促进了群众

的觉醒，显示了各革命阶级、各阶层民众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联合斗争

的巨大威力，给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一次前所未有的打击，并初步积

累了领导反帝斗争的经验。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五卅运动的过程中得到

很大发展。党员从 1925年初的不足 1000人，到年底已发展到 1万

人，增加了 10倍。不少原来没有党组织的地方建立了党组织，如云

南、广西、安徽、福建等。党在斗争中得到很大锻炼，团的组织和团



员队伍也快速发展。

今年是五卅运动 96周年，五卅运动是一次伟大的反帝爱国运动。

我们纪念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前行。以史铸魂、以史明理、以史励志，

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唱响奋进之歌，以积极向上、奋发有为的姿态

投入到当下的学习生活中，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添砖

加瓦！

省港大罢工

省港大罢工是广州、中国香港工人为抗议帝国主义制造“五卅”惨

案，支援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而举行的政治大罢工。此次罢工开始于

1925年 6月 19日，历时 1年零 4个月，有效地打击了英帝国主义

在香港经济的统治，并且让广州的金融得到了保障。



省港大罢工起因

1925年 5月中，上海发生工潮，工人领袖顾正红被杀。学生示

威声援，被租界的英籍巡捕开枪射杀，十三人死，数十人重伤，是为

五卅惨案。各地直接参加声援运动的人数估计有一千二百万人。

大罢工经过

罢工委员会采取罢工、排货、封锁 3项措施同英帝国主义作斗争。

工人纠察队在各海口驻防，东起汕头，西至北海，对千里海岸线实行

封锁，使香港经济活动陷于全面瘫痪，航运停顿，进出口贸易锐减，

商业萧条。仅 11、12两个月，香港宣告破产的商店达 3000余家，

股票、地产急速贬值。港英当局财政收入萎缩，1925年财政赤字达

58万英镑。罢工期间，港英当局每日损失 180万元。



省港罢工委员会还规定“特许证”制度，“凡不是英国货及英国船不

经过香港者可准其直来广州”。此举打破了各帝国主义一致对付广州

的局面，并争取了广东商人的中立，稳定广州金融。

“五卅”惨案后，国民党也拟定了罢工计划，并派员到香港和广州

沙面发动罢工；罢工实现后，国共合作下的广州政府又采取了一系列

有效措施，解决了回省工人的食宿和交通等问题，并制定了区别列强、

单独对英的方针，制定了复工的条件，成功地进行了外交斗争。此外，

一些国民党左派如廖仲恺、宋庆龄、何香凝等也在罢工中作出了重大

贡献，汪精卫也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应该说省港大罢工是第一次国

共合作下国共两党共同领导的一次成功的反帝斗争运动。



省港大罢工持续 16个月，是世界工人运动史上时间最长的一次

罢工。为了支援北伐战争，1926年 10月初，罢工工人代表大会决定

停止罢工。10日，罢工委员会召集群众大会，宣告罢工胜利结束，

并宣布停止对香港的封锁。

大罢工历史意义

省港大罢工毋庸置疑是在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最沉重最成

功的一笔，这次大罢工有效的打击了英帝国主义在香港经济的统治，

并且让广州的金融得到了保障。

中山舰事件

中山舰事件是蒋介石为破坏国共合作，夺取革命领导权，蓄意打

击和排斥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事件。



01 事件经过

1926年 3月 18日，广州国民政府海军局代局长、共产党员李之

龙接命令派中山舰到黄埔听候派遣，当中山舰开到黄埔后，蒋介石否

认有过调舰命令。这时，又传出苏联顾问和共产党员要劫持蒋介石的

谣言。

3月 20日，蒋介石在广州实行紧急戒严，逮捕李之龙，监视和

软禁大批共产党人，解除省港罢工委员会的工人纠察队武装，包围苏

联领事馆，监视苏联顾问。这就是中山舰事件，又称三二〇事件。

中山舰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周恩来等提议对蒋介石采取强硬态

度。中共广东区委负责人也主张给蒋以回击。但是在广州的苏联红军

布勃诺夫使团不赞成反击，认为左派力量不足以同蒋介石抗衡。陈独

秀受其妥协态度的影响，看不清事件的本质和蒋介石的阴谋。在妥协

政策的指导下，中共中央接受蒋介石的无理要求，撤回第一军中的共



产党员。共产党员被迫撤出第一军后，毛泽东、周恩来等建议把这批

力量派到其他军去，中共中央没有接受他们的正确主张。

02 影响

蒋介石通过中山舰事件，不仅打击了共产党，而且打击了汪精卫

和国民党左派，大大加强了他在政治上、军事上的地位，这一事件成

为大革命时期国共关系发展中的一个转折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