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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三（1927） 

中央复湖南省委函——对暴动计划、政权形式及土地问题的答复[“八七”中央紧急

会议（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

（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三日）

【字号 大 中 小】 【打印】 【关闭】 

    ××〔1〕携报告来，中央常委即开一会〔2〕专门讨论湘〔湖〕南工作问题，××作了一个口头报告，兹将结果答复

于次： 

     —、你们决以长沙为暴动起点的计划，在原则上是对的，但你们在此计划中都有两个错误： 

    （一）从你们的书面报告及××的口头报告，可见对于长沙附近各重要县份农民暴动的准备非常薄弱，而要靠外面军

事力量夺取长沙，这样偏重于军力，好象不相信群众的革命力量，其结果亦只是一种军事冒险。 

  （二）专注意长沙工作，忽略了各地的秋暴工作（如放弃湘南计划并没有积极的有组织的去准备长、潭、浏、确、

乡、宁等处暴动）。事实上××两团已经不能为我们用。中央认为湖南暴动应以农民军事力量最大的地方，并且是战争地

势最便利的地方为发动点；可以湘南为一发动点；长沙为一发动点；长沙之发动，须先从长平浏一常〔带〕及潭醴衡一带

有充分的准备（民众的和军事的），同时在长沙城应有充分的政治宣传，与群众的组织的准备。在宝庆〔3〕一带如有可

能，亦可做一暴动点。湘中发动，集中军力，扑城取长沙；湘南发动与湘中联合来攻唐许，并夺取唐许的武装，然后向长

沙发展，会合湘中湘南的力量，取得政权，湘南湘中的暴动，尽可能的同时发动，免陷一地于孤立。整个的湖南暴动要能

与湖北互相呼应，尤其是湘北鄂南应发生直接的联络。在暴动之前，要有适当的政治口号，调动广大的工农穷苦民众，就

是说要使你〔他〕们在暴动时知道为什么要暴动而来积极奋斗，这一点非常重要。另一方面我们要有组织的全党动员到工

农群众中去准备，省委中委员亦可以一部分出发到重要的地点工作。湘西工作也要有相当的准备，如政治上的宣传，军事

上的联络和组织土匪农军等，以备如果鄂雀那一部队〔4〕能到湘西时之大暴动。“革命委员会湖南分会”的名义现在就

可以使用起来，以此名义为中心去号召民众。至于我们力量薄弱的地方，也应当普遍的宣传抗税抗租（用国共名义来号

召），次有力的地方应以武力拒绝一切官吏地主的租税，进而实行杀豪绅官吏。此外你们还应注意下列数点： 

    （一）暴动的口号应为“暴动打倒武汉政府”，“暴动杀尽豪绅反动的大地主”，“暴动没收地主的土地”，“暴动

实行耕者有其田”，“暴动抗租、抗税、抗捐、抗粮”，“暴动打倒叛党叛国的汪精卫”，“暴动组织农民革命军”，

“暴动打倒叛国叛党的省政府”，“暴动实行民选的革命的省政府”，“农民革命胜利万岁”，“革命委员会万岁”。 

  （二）在指定暴动的区域，未发难之先即应正式成立若干农军，暴动成功之后，须无限制的扩充数量，施以真正的军

事政治训练，所有工农自卫军可改为工农革命军。 

  （三）特别注意破坏全省交通的工作，如铁路、轮船、邮电等，应即派出得力的人准备，于暴动时即破坏全省交通。 

  （四）在暴动中心的城市中尤其是长沙，在政治宣传方面应将上列口号引用具体的事实煽动全体革命民众，其方法可

用：发短少（小）传单、日刊、宣传〈品〉、壁报、壁画、歌谣……等；在群众组织方面，应拿住各厂各职业工人的中

心，现时即须准备暴动时如何罢工，罢工后如何分配群众参加各处巷战，同时即须开始分区指挥各区的民众以便暴动时之

指挥，现时指挥的形式，即为暴动时指挥的形式。 

  （五）对于各县的工人、手工业者、小商人，应有经常的实际的宣传，最好办一小小日报，虽油印亦可。 

  （六）对于兵士的工作，须特别分出一部分积极力量去做，宣传他们组织革命的兵士参加暴动的工作。 

  （七）你们派人到县的方法（即每县派去一两人）不妥，应将我们的力量集中到几个重要县去，甚至有些县不派人去

亦可。 

  （八）湘南方面，仍须立即派得力同志前去，湘潭、聚陵及平江、浏阳应各有一得力人派去。 

  二、政权形式，已在政治决议案中说明，中国现在仍然没有完成民权革命，仍然还在民权革命第二阶段。 

  此时我们仍然要以国民党名义来赞助农工的民主政权，但不是照以前那样的工农赞助国民党。到了第三阶段才是国民

党消灭苏维埃实现的时候，你们以为目前中国革命已进到第三阶段可以抛去国民党的旗帜实现苏维埃的政权，以为中国客

观上早已到了一九一七年了，这是不对的。中央从各方面来证明政治决议案是正确的，你们务须依此决议执行。据××报

告看来，亦应依照议决执行，而国际电令也是如此的。 

  三、土地问题，这时主要口号是“没收大地主土地”，对小地主则提出减租的口号，“没收小地主土地”的口号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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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但我们不要害怕没收小地主土地，革命发展到没收小地主时，我们要积极去组织领导，其结果仍是没收一切土地，不

马上提出这一口号只是对小地主的一种策略。在没收地主土地的过程中，对于自耕农的土地不免有打击，我们也不避免这

种打击，但我们更不要提出“没收自耕农土地”的口号。我们目前是在耕者有其田的口号之下进行革命，一旦地主阶级消

灭的过程中土地国有只是一种法令问题而已。对地主家属则以能耕者给田，不能耕者则没收为原则，土地没收后由革命政

府宣布简单的田税税率法（累进的田税，至多不超过收入百分之三十），每乡区提出救济贫民的基金（包含地主的老弱家

属）……（下略） 

    八月廿三日 

    附： 

    湖南致中央函〔5〕 

    （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日） 

    （上略）……（三）某同志〔6〕来湘道及国际新训令主张在中国立即实行工农兵苏维埃，闻之距跃三百；中国客观

上早已到了一九一七年，但从前总以为这是在一九○五年，这是以前极大的错误。工农兵苏维埃完全与客观环境适合，我

们此刻应有决心立即在粤湘鄂赣四省建立工农兵政权；此政权既建设，必且迅速的取得全国之胜利。望中央无疑的接受国

际训令，并且在湖南上实行。 

  因国际这个新训令，影响到我对国民党的意见，即在农工兵苏维埃时候，我们不应再打国民党的旗子了。我们应高高

打出共产党的旗子以与蒋唐冯阎等军阀所打的国民党旗子相对，国民党旗子已成军阀的旗子，只有共产党旗子才是人民的

旗子。这一点我在鄂时还不大觉得，到湖南来这几天，看见唐生智的省党部是那样，而人民对之则是这样，便可以断定国

民党的旗子真不能打了，再打则必会再失败。从前我们没有积极的取得国民党领导权而让汪蒋唐等领导去，现在即应把这

面旗子让给他们，这已经完全是一面黑旗。我们则应立刻坚决的树起红旗，至于小资产阶级，让他完全在红旗领导之下，

客观上也必定完全在红旗领导之下。 

  （四）土地问题 

  我这回从长沙清泰乡（亲到）湘潭韶山（有农民五人来省）两处乡村的农民调查中，知道湖南的农民对于土地问题一

定要全般解决。昨日与乡下来几位农民同志会商，征询他们意见的结果，拟出土地纲领数条，大要是：（一）没收一切土

地，包括小地主自耕农在内，归之公有，由农协按照“工作能力”与“消费量”（即依每家人口长幼多寡定每家实际消费

量之多寡）两个标准公平分配于愿得地之一切乡村人民。 

  （二）土地分配时由区协命令乡协按户造册，造好交于区协，由区协按册分配土地。 

  （三）土地分配以区为单位不以乡为单位，人口多于土地之乡，可以移于人口少于土地之乡。必如此而后分配略得其

平，至于甲区移住乙区暂不可能。 

  （四）土地没收之后对于地主（无论大地主）家属之安置必须有一办法，方能安定人心，办法分为……（中略）四

等：一等收百分之四，二等收百分之三，三等收百分之二，四等收百分之一。 

  此草案昨日虽在省委会讨论〈一〉次，尚待多征询农民同志意见然后再请兄处作最后之决定，兹先将草案录上借供讨

论资料……（下略）〔7〕 

    八月二十日 

    根据一九二七年八月三十日出版的《中央通信》第三期刊印 

    注释 

    〔1）本文原稿删节的几个人名均为何资深。 

  〔2〕指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二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常委第七次会议。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及何资深、王一飞参加

了这次会议。 

  〔3〕宝庆，今邵阳市。 

  〔4〕指张兆丰为师长的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三师。 

  〔5〕周恩来在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中谈到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

议时，毛泽东插话：“我在长沙发了一封信向中央提议：国民党旗帜不要了，要共产党；不要国民革命军，要工农革命

军；不要国民党政府，要工农革命委员会。”从内容看，本文即毛泽东写给中央的信。 

  〔6〕某同志，指共产国际代表马也尔。 

  〔7〕正文及附件中的“下略”“上略”“中略”和删节号，均是《中央通信》原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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