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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4月19日，青岛日本纱厂爆发了大罢工。
青岛日商纱厂工人举行罢工是日本厂主残酷剥削
和压迫的结果。1914年，日德战争在青岛爆发，日本趁机
从德国人手中强占了青岛，随即在青岛开办了大量的
纱厂。到1922年12月中国回收青岛，日商在青岛开设了
六家大型纱厂，雇用中国工人一万八千余人。当时在纱
厂工人中流传着这样两句话：“吃的猪狗食，过的牛马
日！”此为他们生活的真实写照。
日商剥削压榨工人的血汗，要求工人每天工作长
达12小时，甚至18小时，别说休息，连吃饭的时间都没
有，要边吃边干，上厕所要领牌，出厂要搜身。而且厂主
和工头任意打骂工人，克扣工人工资。如此高强度、高
压力下，一天也只能挣两毛来钱，技术高的也不过四毛
多，童工只有一毛左右。要知道，当时面粉就要七分到
八分钱一斤，猪肉每斤两毛多，工人所得的工资仅够自
己糊口，更不用说养活家人了。
有压迫就有反抗，工人们经常自发地起来斗争，但
由于缺乏严密的组织和领导，因此屡次失败。
1923年，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以及延伯真等
人先后来到青岛宣传革命理论，筹建党的组织，开
展工人运动。青岛工人看到了希望，工人阶级有了
党组织的领导。
山雨欲来风满楼。1925年2月8日，青岛四方机厂
1000余名工人在邓恩铭的领导下，巧妙地利用胶济铁路
局的内讧，成功举行了持续九天的大罢工。在罢工中，
四方机厂工会公开宣布成立，全厂1500余名工人全部参
加了工会，工人提出的增加工资、发放奖金等条件全部
实现，四方机厂工人罢工取得了胜利。随后，胶济铁路
总工会宣告成立，有力推动了青岛工人运动的发展。
受此影响，日商各大纱厂以及啤酒厂、水道局、电
话局等工厂企业的工人，纷纷成立工会。1925年3月，日
商大康纱厂工人开始秘密组织工会，参加者达到了数
百人。这可吓坏了日本厂主，他们先发制人，趁工人

上班之际，搜查了工人宿舍，抄走了会员名册，3名代表
前去交涉，不料被扣押，并遭到非法严刑拷打。工人获
悉后，非常愤慨，立刻发表《泣告书》，揭露日本厂主的罪
恶行径。在工人们的强烈抗议下，日本人被迫释放了工
人代表，但立即宣布将其开除。工会干部立刻召开紧急
会议，研究对策，最终议决了21条，要求承认工会为
合法组织，改善待遇，保护童工和女工等。日本厂
主置之不理，于是，大康5000余名工人于4月19日
晚举行了大罢工。罢工的火焰很快蔓延到了另外
的日商纱厂和其他工厂企业，内外棉、隆兴以及沧
口地区的日本纱厂钟渊、富士、宝来和铃木丝厂等
近两万名工人参加了同盟大罢工。
罢工一开始，日本厂主的态度十分强硬，采取
各种手段破坏罢工，他们勾结胶澳当局，将青岛党
组织领导人邓恩铭逮捕并驱逐出青岛，开除了五
十一名领导罢工的骨干。他们还收买工贼打入工
会，分化瓦解工人队伍。
青岛纱厂大罢工，震动了全国，各地工人纷纷声
援。“在这个严峻的时刻，李慰农以中共青岛地委书记
的身份来到青岛，接替邓恩铭领导青岛党的工作和罢
工斗争”（《工人运动的杰出领导人——— 李慰农》）。受命
于危难之际，在斗争的关键时刻，李慰农接下了再掀青
岛工人大罢工高潮的接力棒。
李慰农化名王伦，来到青岛，住到了工人集中的四
方区。经李慰农等同志的争取与教育，青岛《公民报》主
笔胡信之先生也对罢工工人深表同情，于该报设立“工
潮”专栏，专门刊载工运进展情况及各界捐款支援的消
息，揭露反动统治者的血腥统治及破坏罢工的罪行。在
浩大声势的逼迫下，日方厂主不得不暂时向工人做出
让步，5月9日，经过激烈的谈判，日本厂主在改善工人待
遇、不打骂工人、增加伙食费、增加休息时间等9项条件
上签字。罢工取得了胜利。李慰农说服了工人作出让
步，于5月10日复工。工人扬眉吐气，声威大震。

在日本纱厂工人第一次大罢工胜利后，李慰
农便将主要精力放在对党、团、工会组织的建设和
发展上。为了加强对工人运动的领导和组织，5月
中旬，李慰农在工人集中的四方地区建立了中共
四方支部，由他担任支部书记。同时，李慰农以设
在四方的秘密活动地点“三育小学”为中心，利用
夜校的形式，组织党、团员和工会积极分子学习先
进思想。他还培养新生力量，可以说，为建立健全
青岛各工厂的工会组织做了大量工作。
李慰农在四方，穿着工人服装，和工人们同吃同
住，生活上打成一片。在他的屋子里总是坐满了工人，
热情地听他讲革命道理。而李慰农每天的工作都在20
小时以上，达到废寝忘食的地步，上级每月给他14元的
生活费，他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大都用于党活动或者救
济有困难的同志和工友。作为安徽人，他本来是习惯吃
米饭的，但他每天也跟大家一样啃锅饼就咸菜。这样
一位生活简朴的革命者深受工人的爱戴。
“1925年5月中旬，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
长刘少奇到青岛视察工作”，给予李慰农很
高的评价。他还提醒大家，要有领导有组
织地向反动势力作斗争，随时准备应对敌
人的反扑。
果然，日本厂主虽然被迫在协议上签

了字，却不执行条件，还强行开除50余名工会代表，并要
求胶澳当局将这些代表驱逐出青岛。李慰农与各厂工
会负责人商量后，决定进行怠工。工人按时上班，机器
照常运转，产量却大大下降。日本厂主干着急没办
法。日本厂主认为，是工会在为工人撑腰，于是通
过各种渠道，强烈要求中国地方政府下令解散工
会，并唆使胶澳警察厅出面摘除工会的牌子。然
而，由于工人的反对，警察厅没有将牌子摘走，这
让日本人恼羞成怒，3个厂主串通一气，同时关厂
停产，他们切断电源，驱赶工人离开车间。“李慰农
认为：日本人又要向工人进攻了，日本厂主关厂停
产就要想用饥饿来困死工人，用饥饿迫使工人屈
服。于是，他立即与工会骨干研究，决定举行第二
次同盟罢工”（《李慰农传》）。
这次罢工组织更加严密，声势更加浩大，吓坏了日
本厂主，他们决定用武力镇压工人。“5月27日，日本公使
访见北洋政府外长沈瑞麟，指名要山东督办派兵镇压
罢工。北洋政府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指示张宗昌执行
日本的要求”（《青岛惨案始末》）。
1925年5月28日，两艘日本军舰开抵青岛，并在前海
开炮向工人恫吓。当晚，“李慰农得知敌人调动军警的情
报后，立即召开了支部会议，研究对策，但为时已晚”。接
下来发生的一切，始料未及，下期我们将继续讲述。

纱厂罢工 临危受命，成功领导工运

二次罢工 遭遇镇压，陷入险境

李慰农在法国时的留影。

中共青岛地方支部旧址海岸路18号。 日商纱厂工人聚集在仓库中抗议剥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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