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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伍修权同志在回忆李立三时曾经写道：“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有过一位十分重要却又并非显要的人
物，人们久闻其名，可又大都不知道其详。
他长期以来被人们当做‘错误路线代表’，甚至‘反面教员’，其实却是一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他就是我们党早期的著名的活动家和我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导人之一的李立三同志。
”“这位称得上一代英杰，仅仅由于一时失误，却经受了一生坎坷的革命老战士。
”“由于过去党的政治生活不正常，极少介绍立三同志的经历，特别是功绩。
”人们过去一提到李立三，往往只知道他是“左”倾路线的制定者和代表，而不知道他曾经为党和人
民还作出过巨大贡献。
    李立三生于1899年，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7年在“文革”运动中遭受迫害，离开了人世，终年
六十八岁。
    综观李立三的一生，大体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21年至1930年)可以称之为“辉煌的十年
”。
    这一阶段包括：在法国初露锋芒；1921年回国后，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发动和领导了安源大罢工
；“二七大罢工”失败后，任中共武汉区委员会委员长，在武汉继续开展工作；1924．年任上海职工
运动委员会书记、中共“四大”中央委员会九名委员之一，上海总工会委员长、五卅运动总指挥
；1926年10月任中共湖北区委书记，带领群众收回汉口英租界；1927年中共“五大”，任中央政治局
委员、中央临时常委会委员，参加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失败后，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在
广州坚持开展工作；1928年中共“六大”后，任中央委员、宣传部部长、秘书长，实际主持了中共中
央的领导工作，使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的革命形势很快得到转机。
    李立三一生中，党组织曾经为他召开过四次追悼会，有三次是在1922年至1927年这短短六年中举行
的，其中两次，由周恩来同志主持。
枪林弹雨中，他毫发末伤，白色恐怖里，他总能够逃脱厄运，从未被关进敌人的监狱。
1939年10月26日，李立三在苏联莫斯科的监狱中写道：“我自从1921年入党后直至1927年年底的七年内
，在中央和地方先后担任党和工会领导职务期间，从未犯过右倾或‘左’倾错误，一直坚持正确的立
场，同机会主义倾向作斗争。
1923年讨论国共合作问题时，我与张国焘组成的‘左’倾‘小党派’进行斗争(当时张国焘反对国共合
作，犯了‘左’倾错误)，1925年我领导了上海五十万工人参加的总罢工，这是中国大革命的开端。
当时我和蔡和森等同志一起反对陈独秀的机会主义，特别在1927年5月中共‘五大’期间和他进行了尖
锐斗争。
1928年8月，我作为南昌起义的领导人之一，和周恩来同志(现为政治局委员)一起反对谭平山(南昌起
义主要领导入)和张国焘(当时张已变为右倾)的机会主义方针、政策。
⋯‘中国共产党建党后的十年中有三个艰苦时期，每逢这样时期，中共中央就委我以重任，派我到最
关键的地方去。
第一艰苦时期指的是京汉铁路工人总罢工失败后，军阀吴佩孚在汉口枪杀工人和共产党员，汉口党组
织完全涣散，此时党中央派我去汉口担任汉口市委书记，通过一年多的艰苦细致的工作，恢复和发展
了党和工会组织。
第二时期指的是广州公社失败后，国民党军阀把广州淹没在血海之中，屠杀了五千多名工人和共产党
员，此时党中央派我去广东担任省委书记。
这里，一方面是镇压共产党和工人组织的白色恐怖在猖獗；另一方面是党内干部中产生恐慌、气馁、
动摇、开小差等现象。
通过八个月的工作，不仅恢复和发展了党和工农组织，而且在广东创建了苏区。
第三时期指的是‘六大’以后。
当时中国革命以失败告终，白色恐怖十分猖獗；所有工农革命组织均遭破坏，党组织被迫完全转入地
下，逃跑、叛变、出卖等事屡见不鲜，中央的盲动主义错误更是火上加油，使局势更加严重。
还有一个十分可悲的情况，即党内各种小宗派纷纷抬头，并且联合起来反对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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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我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及书记处成员(实际成为中央主要的政治领导)。
在两年的时间内，中央执行了正确的路线，开展了革命斗争，在国内建立了苏区根据地和中国红军。
由此可见，在这三次艰苦时期，我一分钟也没有动摇过，一直为完成党交给我的重要任务而努力。
”    第二阶段(1930年年底至1945年)是不允许他回国参加革命的十五年。
    李立三在实际主持中共中央领导工作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犯下了“左”倾冒险错误，给党
和人民造成了严重损失。
当共产国际指出其错误后，李立三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作了深刻检讨，很快就停止了错误，并接受
共产国际的指令，于1930年10月初离开上海，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进一步检讨错误。
他的检讨，得到共产国际领导成员的普遍称赞。
虽然他多次要求回国参加国内的革命斗争，但就是得不到批准。
留在莫斯科的日子里，李立三兢兢业业，努力完成了党组织交给他的各项任务。
当时，陈云同志在苏联见到李立三的实际表现，给他冠以“坦克车”的称号，主要是说他坚强有力，
不怕艰苦，勇往直前。
在莫斯科，李立三在王明、康生的领导下，长期过着“小媳妇”的生活，进而遭到陷害，被投入苏联
的监狱，经抗争，二十二个月后才被无罪释放。
    1939年11月，李立三出狱后，共产国际某些人仍然揪住他不放，在没有征求中共中央意见的情况下
，就单方面停止了他中共党员的党籍，又不允许他回国，李立三沦为在苏联的一个普通中国侨民。
共产国际不给他安排工作，李立三没有生活来源，他只能靠每月从国际红十字会领取两百卢布救济金
来维持家庭生计。
他与党、与祖国失去了联系，像一个远离双亲的孤儿，在异国飘零。
    1940年，李立三再次向共产国际写出检讨，他说：“当时，我很幼稚，巴不得革命早日成功。
在中央工作的时候，下达了许多错误的指示，给革命带来严重的损失。
”“想起这些(牺牲的)同志、想起给党造成的不可补救的损失，我简直不能用语言来表达自己对犯错
误的痛恨。
我只能表示一点：我要用我毕生的精力努力向党、向人民赎罪补过，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    第三阶段(1946年至1951年)是李立三最受党中央、毛主席信任、重用的六年，也是他一生中心情最
愉快、工作最有成效的黄金时期。
    1945年除夕，李立三受到苏共中央联络部部长帕纽什金的接见。
帕纽什金称，接中共中央通知，李立三已经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
并问他愿不愿意回国。
李立三听罢欣喜若狂，当即表示愿意。
帕纽什金把机密文件，即毛主席的《论持久战》送给李立三看。
李立三在国外待了十六个年头，是“半个外国人”，对国内的情况不甚了解，他决心在毛主席、刘少
奇等同志的领导下，加倍地工作，以弥补过去所犯错误给党造成的损失。
1946年，李立三回到祖国，他抱着饱满的热情，开足“坦克车”的马力，奋力拼搏，以图将功补过。
他在东北局做争取和瓦解国民党敌军的工作，为保护丰满电站立下了汗马功劳；1948年第六次全国劳
动大会，李立三重新回到全国总工会的领导岗位。
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给他委以重任，参加一些重大问题的决策，享受副总理级待遇。
在当时的新闻媒体上，时常可以见到李立三的身影。
在全国总工会和劳动部的工作中，李立三开拓创新，成绩卓著，即使在50年后的今天，仍令人仰慕。
    第四阶段(1952年以后)李立三以强烈的报国之心，任劳任怨，尽力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在1951年12月全国总工会第一次党组扩大会议上，李立三遭到错误批判，并被罢去了在全国总工会
的职务，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夕，他又被免去了劳动部部长之职。
从此，李立三在新闻媒体上消失了。
特别是1960年中苏关系破裂后，他被划为“里通外国”的嫌疑分子。
虽然名义上，他还是华北局书记处分管工业的书记，但很快就被新调来的池必卿取而代之，李立三实
际上等于是被“靠边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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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立三虽然受到不公正对待，但仍然以党和人民的事业为重，一如既往，一丝不苟，认真负责地工
作，满腔热情地向党献计献策，用各种可能的方式，积极参加和支持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正如周恩来所说：“李立三在全国总工会受到批评后，不气馁、不消极，，继续积极工作，表现了共
产党员应有的品质。
”在当时不正常的政治空气下，李立三的职务一再变动，尽管他本人长期受冷遇，积极性屡受压制，
但是他从不计较个人的名利地位，凡是党分配给他的任务，他总是竭尽全力地去完成，他的劳动成果
，至今还在我国的建设事业中发挥作用，他的许多意见，一再被事实证明是正确的。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
”我在李立三身边工作期间，尽管他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虽然有强烈的报国心，却无报国之门”，
但在与他朝夕相处的岁月里，我深深感受到，无论是在革命的高潮还是低潮，无论是处于顺境还是逆
境，他对革命事业始终充满着必胜的信念。
    李立三在工作中不但是一个精力充沛的实干家，而且是一个多谋善断、才华横溢的多面手。
他总是朝气蓬勃、孜孜不倦、夜以继日不停顿地工作，我从来没听他说过苦和累。
他对干部要求严格，自己更是以身作则，一丝不苟。
重要文件，他常常亲自起草，特别是向中央的报告，绝少假手他人。
他向干部作报告，只需自己拟个提纲，便能出口成章，他的语言生动，有条理，深入浅出。
他往往一讲就是半天，有时长达六七个小时，而且一直是站着讲话，越讲越有劲。
大家无不为他的渊博学识所折服，常用赞赏的口气，亲切地把他称作“滔滔不绝的李立三”。
他早年在安源，在武汉，在上海、广州等轰轰烈烈的革命浪潮中，就是一个久负盛名的演说家和鼓动
家。
李立三口才好，文才也好。
他写文章，从题目开始，到最后结尾，往往是一气呵成，洋洋洒洒，清清楚楚，干干净净，基本没有
涂改，凡是在他身边工作过的人，无不佩服之至。
    李立三对党、对毛主席、对共产主义事业忠心不二；对工作兢兢业业，讲究效率，不拖泥带水；对
同志满腔热情，和蔼乐观，从不盛气凌人；对自己则是严格要求，总是夹着尾巴做人。
李立三同志对我言传身教，他的这些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贵品质，我始终铭刻在心。
    李立三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他有绩不居功，受挫不气馁，既敢于坚持真理，又勇于修正错误，从不讳疾忌医，不顾个人体面地展
开自我批评；他虚怀若谷，从善如流，光明磊落，襟怀坦白，心直口快，淡泊名利，无私无畏，全心
全意为革命，披肝沥胆为人民。
    伍修权同志在回忆李立三时，曾经写道：“立三同志的名誉虽然恢复了，但是，他一生的经历和遭
遇却常常引起我们的深思。
他早年一度犯过‘左’错误，不料却受到一些比他更‘左’的人长期打击迫害，致使他这样一位对党
早已有过贡献，而且可以作出更大贡献的老革命家，因为自己不到四个月的错误，就受了将近四十年
的排斥打击，最后还丧失了宝贵的生命。
这种教育太沉重了！
但愿人们通过李立三这样一个惨痛事实，进一步认识‘左’毒之害，不让历史重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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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李立三(1899—1967)，湖南醴陵人，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运动的早期领导人之一。
作为中国工人运动史的标志性人物之一，李立三的事迹感人至深。
革命战争年代，他勇于当先，安源工人罢工，五卅运动，收回汉口英租界，参加领导南昌起义，收拾
广州起义残局⋯⋯工人运动多次危急时刻，他都一马当先，力挽狂澜。
和平年代，他则在深刻的自我批评的基础上，为新中国建设呕心沥血。

本书作者曾任李立三秘书多年，对李立三的思想、工作和生活，有着第一手的感性认识。
在他的笔下，李立三的形象是那么的鲜活、生动、有血有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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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青年时代的辉煌    少年时代    1899年11月18日，李立三出生于湖南醴陵县城的一个书香门第，
其父李昌圭是一个晚清秀才，以教书为业。
在父亲的影响下，李立三自幼勤奋好学，聪明活泼，争强好胜。
先是跟着父亲读孔夫子的书，1909年开始在其叔父开办的私塾读四书五经。
李立三记忆力很强，老师指定的课文，他很快就能背诵出来，背完后他就开始读《聊斋志异》《水浒
传》《三国演义》等杂书。
在父亲的严厉管教下，李立三学会了各种格律的诗赋词曲，后来，李立三把他写的诗、词汇辑成《芋
园诗草》。
    在李立三孩童时代，1906年，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在萍乡、浏阳、醴陵一带发动了起义，虽然失
败，但却在群众中产生了深刻影响。
在李立三就读的私塾中，有一个比李立三长九岁的“坐间学生”孙小山，经常跟李立三等几个小朋友
讲革命故事，在李立三的幼小心灵中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记。
李立三一直认为孙小山是他后来参加革命的启蒙老师。
    少年时代的李立三还跟毛泽东有过结交。
美国记者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记述他1936年在延安采访毛泽东，毛泽东对当年李立三与他的交往是
这样描述的：在湖南第一师范期间，“因为感觉到要向外发展和需要一些亲密的伴侣，有一天我就在
长沙报纸上登了一个广告，邀请对爱国工作感兴趣的青年和我联络。
我特别提出艰苦有决心而能为祖国牺牲的青年们。
对于这个广告，我收到了三件半的回信。
一件是罗章龙的回答，他后来参加了共产党，以后又叛变了。
两件是从两个后来变成极端反动的青年得到的。
半件回答，这是一个没有明白表示意见的青年，名叫李立三。
李立三听了我所说的一切话，可是他随即走开了，他自己并没有任何具体的建议。
我们的友谊永远没有发展起来”。
    对于这件事，李立三谈过几次，但都同《西行漫记》里的记述有出入。
李立三说：“1915年，湖南省把12个县的中学生集中起来，在长沙成立了长郡中学，实际上是一所省
立中学。
我也随着醴陵的渌江中学合并到长沙的长郡中学念书。
1917年转到广益中学念书。
这件事发生在长郡中学，应该是1916年。
那时，我们听说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有一个叫毛泽东的‘怪人’，他为了锻炼自己的意志，常到闹市区
去看书，一年四季坚持早晨天蒙蒙亮就到井边用吊桶扯上井水从头上往下淋，即使寒冬腊月仍坚持不
懈；冬天寒风凛冽，穿着单薄的衣服，爬山绕城，任凤劲吹或迎风大唤，谓之风浴；数九寒冬，到江
河里游泳；夏天烈日当空，光着上身站在操场上或游泳后躺在沙滩上让阳光暴晒，谓之日光浴；大雨
如注时，站在操场上让倾盆大雨淋个痛快，或独自一人，顶风冒雨登上岳麓山顶，然后跑下山来，说
是雨浴；甚至以几天不吃饭来锻炼肠胃。
他为了集中探讨救国救民的真理，和同学们约定‘三不谈’：不谈金钱，不谈男女间的事，不谈家务
琐事。
否则，就不能做朋友。
他曾写过一副对联，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苟有恒，何必三更眠，五更起；    最无益，莫过一日曝，
十日寒。
    那时，都传说毛泽东是个‘怪人’。
我们看到那个‘征友启事’，经过猜测分析，‘毛泽东’(毛浑柬)三个字，正好是‘二十八画’。
出于好奇心，我们就去了。
”李立三把他去与毛泽东见面的情形又重说了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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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坚持说，他在与毛泽东第一次见面时，只见到毛泽东起身向他走过来，他就立即走开了，彼此都没
有说过话。
    1917年，李立三从长沙广益中学毕业后，为谋生活出路，在其父的坚持下，回乡当了一名小学教员
。
其父为了把他留在身边，还强行为他包办了婚姻。
回乡执教当然不是李立三的志向所在，几个月的教员生活，他如坐针毡，终于，他下定决心，投笔从
戎。
李立三说，当时人们心中护国军的程潜是最了不起的一名革命者，又是醴陵县同乡。
为了走向革命道路，李立三跑到衡山，在程潜部下当了一名士兵。
由于他有文化，办事能力强，很快就在湖南护国军三营七连当上了连队文书。
1918年秋，连长派他去给护国军司令部送信，巧遇护国军司令程潜在庭院中与人下棋，李立三不便打
扰，站在一旁观战。
他见程潜下了一着棋很不理想，又不能多嘴，只是“唉”了一声，叹了一口气。
结果，程潜把这盘棋输掉了。
这时，李立三把信件呈送给程潜告辞转身要走，程潜一下把他拉住，非要与他下盘棋。
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李立三铆足了劲，硬是把素称高手的程潜给赢了。
程潜对李立三刮目相看，短聊过后，程潜发现李立三不仅是他的醴陵同乡，他的父亲李昌圭与他还是
“同年”(同一考场中的秀才)，是老相识。
有了这层关系，程潜对李立三更加器重和赏识。
不久，程潜就表示愿意出钱让李立三去北京上大学深造。
李立三拿着程潜给他的纸钞，回家乡艰难地说服_了父亲，1919年春，他怀揣宏图大志，一路北上。
可没承想，路费开支，加上纸币贬值，李立三手中的钱款所剩无几，根本不足以缴纳学费。
走投无路之际，经朋友介绍，李立三选择了留法勤工俭学这条路。
他进了设在北京西郊酒醋局的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进修法语。
很快，五四运动爆发，给了李立三很大触动，为寻求革命的道路，他回到家乡，说服父亲卖掉了十六
亩祖业好地，筹得两百银元作路费，撇下妻儿，转往上海。
1919年9月29日上午10时，李立三同徐特立等其他四十七名赴法学生，登上了“博多斯”号轮船，从上
海起航，踏上了异国他乡勤工俭学的途程，从而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解放战争时期，程潜任国民党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
1949年8月在长沙起义。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程潜应邀到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此时，李立三被大会选为主席团常委，并负责组织开国大典的工作。
他曾到六国饭店拜会程潜先生，诚恳地向当年赞助他上大学的恩人致谢。
    P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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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1919年“五四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
1921年，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中国共产党诞生。
同年，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挂牌办公。
从那时起，中国工人运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了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
和人民的共同富裕．历经艰难与风雨，已经走过了90多年的征程。
在波澜壮阔的中国工运征程中，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工运领袖、工运活动家。
他们为推翻三座大山、建设新中国、推进改革开放、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了重大贡献。
    为缅怀先入，传承光荣，中国工人出版社策划出版了《中国工运历史人物传略》丛书。
本丛书通过权威通俗的文字描述以及生动丰富的历史图片，展示了中国工运历史人物为中国工运事业
英勇奋斗的不朽业绩和伟大精神。
他们是中国工运历史上永远的丰碑，激励我们一代一代坚定理想和信念，牢记历史使命，弘扬光荣传
统，继往开来，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推进中国工运事业而努力奋斗。
    本丛书的出版得到了王永玺、谢春涛、唐玉良等专家学者的大力支持，王永玺同志审读了全部书稿
，在此我们表示由衷的感谢。
并感谢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湖北省总工会、福建省总工会、上海陈云纪念馆、武汉二
七纪念馆、福州市林祥谦烈士陵园管理所、安庆陈独秀纪念馆、武汉市江夏区总工会、武汉市江夏区
党史办、武汉市江夏区民政局等单位给予的帮助与支持。
    由于本丛书从策划到成书的时限紧迫，因此在文稿内容、图片组织上难免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
方。
我们欢迎各界读者进行批评指正，并希望能够在修订再版时加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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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工运历史人物传略》丛书通过权威通俗的文字描述以及生动丰富的历史图片，展示了中国工运
历史人物为中国工运事业英勇奋斗的不朽业绩和伟大精神。
他们是中国工运历史上永远的丰碑，激励我们一代一代坚定理想和信念，牢记历史使命，弘扬光荣传
统，继往开来，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推进中国工运事业而努力奋斗。
    李思慎所著的《中国工运历史人物传略：李立三》记述了李立三在工人运动中的杰出贡献。
作为中国工人运动史的标志性人物之一，李立三的事迹感人至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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