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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党的历史文献集和当代文献集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五（1929） 

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之政治决议案

（一九二九年七月）

【字号 大 中 小】 【打印】 【关闭】 

  ―、闽西斗争的前途 

  （一）全国政治形势： 

  （1）反革命政权向前崩溃 

  自从蒋桂战争结束以来，表面上蒋系军阀战胜了桂系，征服了冯系，并拉扰奉系，以威胁阎系；资产阶级“打倒封建

阶级势力”“实行和平统一”的口号仍在唱着；英、日、美三大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竞争，好象是帝国主义，一时占了优

势。但这些完全是表面的。实则军阀与军阀之间，资产阶级与买办地主阶级之间，帝国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越发尖

锐了，他们的冲突越发紧迫了，帝国主义彼此间，对中国统治权的争夺、帝国主义彼此间在全世界上，冲突的紧迫而更加

紧迫，英国的旧工具桂系军阀，虽形式上解体，却马上在全国大小军阀中找得新的工具；日本的工具奉系军阀虽表现得不

很驯顺，但冯阎却正是合用的；美国的工具蒋系军阀虽则始终尽忠于美国，却不能不兼受英日的支配；这是帝国主义在中

国斗争发展的新形势。资产阶级“打倒封建势力”的口号完全是假的，他不但不能打倒封建势力，且有屈服于封建势力的

趋势；蒋系南京政府的日益右倾，即日益投降于帝国主义与地主阶级，汪陈派的活动因之猛进，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

裂痕日益发展，“和平统一”的口号，只是垂死前的一片微弱的哀声。至于大小军阀彼此间，对地盘的竞争，和每个军阀

内部的冲突与分裂，越发成了普遍的现象。全国范围内大小战争的继续爆发是毫无疑义的趋势，这样的形势，都是表明全

国范〈围〉内各个统治阶级各派军阀，都很迅速的向着崩溃的前途走去，全国的政局是一天一天更混乱更不统一，更无办

法。 

  （2）革命势力的发展 

  统治阶级的混乱，不统一，无办法，给了革命势力发展的很好机会。数月以来，长江下游及北方产业区域，罢工潮流

的高涨，南方各省农民游击战争的发展，与苏维埃区域的扩大，军阀士兵群众的怨恨加深与逃跑日多，土匪扰乱的遍于全

国，商业小资产阶级对于苛什税剥削的愤怒，学生小资产阶级的日益革命化，都是表示革命潮流之逐渐发展，这种革命潮

流发展的形势和统治阶级的混乱，不统一，无办法的形势相汇合，足以促进统治阶级崩溃的速度，而与工农阶级的革命政

权，日益接近起来。 

  （二）闽西的环境 

  （1）福建反动统治是分割的而且是向前崩溃的 

    福建因经济地形和帝国主义侵略的原因，产生许多割据的小军阀，这种割据的形势，不到军阀的削〔消〕灭那一天，

是不会变更的。福建自国民党占领以来，分布的五个小军阀，到最近形成了鼎立三派，即代表福州，泉州，厦门一带，买

办地主阶级的海军为一派，代表漳州龙岩一带资产阶级及地主的张贞，陈国辉为一派，和代表闽北闽西地主阶级的卢兴

邦，卢新铭为一派。这五部三派反动小军阀，因地理的形势分割福建全省，各在其范围内剥削工农阶级，同时联合成一统

一的同盟，以便分配赃物（福建岁入一千八百余万元的分配是：海军三百五十万，张贞一百六十万，卢兴邦一百八十万，

陈国辉卢新铭二百万，新豪绅――党务费五十万，贪官污吏――行政费，政务费，司法费，财务费，五百万，反动宣传―

―教育费一百五十万，其他三百万），而联系同盟完全是表面的形势〔式〕的。实际上三派对省政权分量上分配的斗争

（即对剥削分配的斗争），特别是张杨两派对省政领导权的斗争，是一天一天走向激烈。在全副各派各阶级之间的斗争达

到最混乱，最激烈的时候，福建的小军阀最〔是〕一定要爆发战争的。同时闽西一带工农暴动的发展，和红军的游击，汀

龙两属统治势力，和卢陈两个小军阀，均受了极大的打击。闽南闽北的工农势力在全省全国工农势力影响之下，亦当逐渐

的发展起来，这种革命势力的发展与统治阶级内部的冲突相汇合，福建统治阶级之向着崩溃的前途行进是完全没有疑义

的。 

  （2）东江赣南的革命势力发展 

  东江赣南的红军和苏维埃区域的发展，使闽西打破了孤立的形势，于斗争的前途是有利的。 

  （3）但不是统治阶级没有进攻闽西的可能 

    全国和闽西四围的形势虽在大的倾向说来是〈反〉革命势力向下低落，但不是说统治阶级从此便完全无力向闽西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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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闽西的革命势力向前发展，则四围反革命势力一定要尽可能的调动他们的力量来进攻革命势力，特别是福建统治阶

级，尤其是闽南的统治者随时派兵进攻的可能，这是不可忽略的。 

  （三）闽西政治经济情形 

  （1）土地的分配 

  据龙岩，永定，上杭，连城，长汀，武平六县调查，田地平均百分之八十五在收租阶级手里，农民所有田地平均不过

百分之十五。这可见农民要求土地之迫切，而两年来广大的农民斗争，目标完全在于土地。 

  （2）剥削情形。 

  田租各县最低百分之六十，长汀百分之七十，连城南乡高至百分之八十，利息龙岩每月二分为最低，连城武平长灯，

均三分，上杭，未定均二分半，最高观息各县有到十二分的（惟不多）。税捐很重，除省政府中央政府的税项外，县政

府，驶军民团三者的捐税是十分利害的。 

  （3）农民成分 

  六县除连城外，雇农都在百分之五以下，长汀少至百分之一，永定溪南等外几至完全没有雇农，这是因为闽西没有资

本主义的农业生产，几乎本体都是非经济的封建剥削的原故。富农平均不到百分之五，中农平均亦只有百分之十七，而贫

农则占百分之七十五，这证明在帝国主义地主阶级的双重压榨之下，农业之资本主义发展在闽西是不可能的。土地集中到

收租地主，有地农民一天一天减少，无地农民一天一天增多，客观上土地斗争便必然要剧烈起来。 

  （4）洋货之浸〔侵〕入与手工业之失败无论什么偏僻的乡村，都有许多种洋货侵入，对手工业厉行袭击，特别是烟

纸两业的失败影响手工业，同时影响农业，巨额的收入减少，失业的人数增多，完全是受外国纸烟的影响，这在闽西是一

种重大的事变。 

  （5）商业资本之发展 

  闽西的商业即在扰乱的政周下仍然是发展的，特别是龙岩和永定之坎市香港式房屋之建筑表示新兴的商业资本的发展

形势，这些城市商人到近年逐渐变成政治上的主人，和驻军与地主勾结起来，尽量压榨农民（消〔销〕出高价货物，收买

廉价农产，和手工业品（如烟，纸等）收买土地，征马路捐，修筑马路），这是一种新兴势力。 

  收租土地中城市商业资本占的成数极大，龙岩连城及永定的丰田区均占到全额土地百分之五十，长汀百分之三十，上

杭百分之二十五，武平百分之二十。商业资本土地有二种形式：一种是城市资本家赚了钱进乡购买土地。龙岩，连城，永

定，商资土地之多，就是因为除本县商家购买土地外，还有一大批往南洋经商的华侨发了财拿钱回来购买土地。一种是乡

村地主的商人化。他们〈一〉面在乡村是地主，一面却把从农民剥来的孽钱投入城市经商，这一种比较的少。商业资本与

乡村土地的关系，既如此密切，可知中国资产阶级在民权革命阶段中是必然要和地主阶级联合，反对土地革命，完全没有

疑义，而闽西土地革命的最大敌人，不是腐败的豪绅地主阶级，而是新兴的商业资产阶级，这一点是最可注意的了。 

  （6）豪绅地主阶级的地位 

  依据上面的分析及从斗争中所得的经验，我们可以估量闽西各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了。首先去看豪绅地主阶级，这个

阶级虽是目前反动的中心，但他们最腐败，最没有能力，他们的团结极松懈，他们办的民团极跪弱，在革命中完全表示他

们招架不来的神气。他们是垂死了的阶级，每天在恐慌崩溃的途中。 

  （7）商业资产阶级 

  这个阶级是一个反动的主力，他们县城市中等以上商人，他们与洋货及土地有密切的关联，所以他们对于反封建势

力，反帝国主义的工农，民权革命是一企要反对的，在事实上龙岩，坎市，湖雷，金丰等处，过去及现在，与革命势力作

死战的就是他们，他们所办的民团和商团比起地主的民团来强得多。他们和着潮汕漳厦南洋等处的闽西籍商人是剿共声中

奔走呼号攀兵请将最努力的，这个阶级是有坚决的反革命性，是闽西革命势力的主要仇敌。 

  （8）小资产阶级 

  小资产阶级，农村的与城市的不能混为一谈。农村小资产阶级，如富农小地主等，［除小地主等］除小地主中有一个

破产部分有些革命性外，其余均是反革命的。他们在革命高潮中，投机混于革命队伍，白色恐怖一到，即表现其反革命

性。这是因为在革命中及革命后他们是受损失的（贫农群众对他们剩余土地的没收和政治上的打击）。农村小资产阶级中

互〔只〕有中农可以参加革命。城市小资产阶级，如国货小商人小手工业等（城市中占很大部分），即要革命中〈不〉弄

出打击他们的错误政策（如以前一样），他们对革命是同情的，因为推翻帝国主义，地主阶级，与军阀政府革命是于他们

很有利益。龙岩，永定等处在我们保护商店的口号之下，取得了商人普遍的为盛〔好感〕，是最近几个月来的证明。 

  （9）工农阶级 

  闽西革命主力是广大的乡村贫农（百分之七十五）和城市手工工人，中农是可以帮助革命。 

  （10）游民阶级 

  半失业的与完全失业的不同。半失业的，即使一面做匪，仍可以参加革命，完全失业的，在闽西或做匪，或当民团，

或在卢新铭部下当兵，或在城乡靠贿钱过活，以前大半是附属于反革命势力的。这个阶级在闽西［在闽西］各地占当地人

口百分之二十五，――一个不小的群众，对付他们是很要注意。 

  （11）军阀军队民团商团 

  这些反动阶级压迫革命的工具中，陈卢两部军队，陈部已驱逐去了，不能再为害。卢部釜底游魂，不是工农势力之

敌。所以豪绅地主的民团，都是脆弱无用的。只有商业资产阶级所办民团及商团，以及和他们勾结的土匪〈势〉力，始终

是工农群众的一个劲敌。他们是武〈装〉反革命很坚决，而且操习出了相当的斗争力，他他〔们〕是剿共军清乡搜山的向

导，是最可恶的一个东西。 

  （12）国民党 

  闽西国民党在改良主义的改组派把持中，无成分建筑在农村中，小地主富农阶级及城市商业资本上面，组织很小，过



去不是力量。在月〔目〕前赤色斗争中，改良口号亦自然没有和我们争群众的可能。但旅外的闽西范〔籍〕国民党人在张

贞杨树庄庇荫之下者，都呼号剿共颇为很起劲，严防这等人派遣其走狗混来闽西工农组织中捣乱，却是要紧的。 

  （四）闽西斗争的前途和闽西党的总路线 

    （1）闽西有一个工农武装割据的前途。依据上述的分析，在下列各项主观的客观的条件之下，闽西工农武装割据的

前途是确定了的：1．有比较丰富的斗争经验。 

  2．农民得了土地（红色区域田契已经烧完。夏收的谷又即可得到，田地的分配亦赶快可以完成）。 

  3．民众百分之八十，是贫苦工农，要求革命，而且十分积极。 

  4．工农武〈装〉扩大。 

  6．红色政权区域比前扩大，并且连成了一片。 

  6．有红军第四军帮助。 

  7．经济条件不缺（粮食不成问题，外来日用足在我们正确的经济政策之下，是可以继续维持的）。 

  8．邻近反动区诚的群众，对我们已有相当的认识，不如从前之受反宣传蒙蔽坚决反对我们了。 

  9．对小资产阶级的政策正确，可以得着小资产阶级的同情。 

  10．有利于斗争的地势。 

  11．全国政局变动很快，敌军没有长期围剿的可能。 

  12．闽西统治阶级的经济破产，无法维持其统治势力（收不到租息税）。 

  13．反动武装削弱。 

  14．改良主义不能得群众，而且根本不能实现。 

  以上十四项都是有利的条件，但亦有六个缺点： 

    1．党的组织不普通〔遍〕，不健全，干部人材缺乏，不足以领导广大群众。 

  2．新发展区域的群众，没有巩固的组织，没有斗争经验。 

  3．城市与中心区域的工作没有巩固的基矗4．武装组织不健全，战斗力薄弱。 

  5．盲动主义的残余，过分打击农村小资产阶级，使农村小资产阶级有脱离革命之趋势。 

  6．赣南东江的群众革命势力，还没有〈与〉闽西联络起来。 

  依上所述客观环境主观力量的估量，可以确定闽〈西〉是有一个工农武装割据的前途。虽然在主观力量方面还有好些

缺点，但这些缺点是可以用党的努力去强〔弥〕补的。 

  （2）闽西工农政权的意义： 

  闽西可以造成一个割据，但这个割据有什么意义呢？闽西的割据有两个重要的意义： 

    1．闽西痛苦的工农群众，为反抗反动政权的压迫，解除繁重的剥削，起来实行武装斗争，推翻反动统治，建立自已

的政权――这是闽西工农政权的本身意义。 

  2．为发展更广大的群众，扩大土地革命的影响，于远地建立红军的根据地，与赣南东江及湘赣边界的革命势力取得

联系，促进一般革命潮流的高涨，把这样去和党的全国总任务争取群众，准备暴动，夺取政权联系起来――这是闽西工农

政权的全国意义。 

  （3）党的总路线 

  依客观环境主观力量的分析，确定了闽西有一个工农政权武装割据的前途。因此闽西党的总路线是：“坚决的领导群

众，为实现闽西工农政权的割据而奋斗”。 

  其主要任务是：1．巩固并扩大党的组织；2．发动并组织广大群众；3．实行土地革命；4．建立苏维埃政权；5．扩

大工农武装。而实行土地革命使闽西扩〔广〕大的贫苦农民得到土地，建设斗争的坚实基础，尤其是闽西斗争的主〈要〉

目标。 

  二、闽西过去斗争的经验 

  （一）一九一〔二〕七――?一九一〔二〕八年的斗争 

    闽西的斗争从一九一〔二〕七年开始，而激烈的武装斗争则在一九二八年，兹分述批评于下： 

    （1）永定溪南里 

    1．由日常斗争转变到武装暴动。 

  2．深入土地革命，扩大苏维埃区域。 

  以上是溪南里斗争最有意义的同点，最值得各地效法的。 

  3．六月（一九二八）群众武装攻城是表现农民对地主阶级（溪南的大地主多住城内）及地主的保护者贪官污吏与军

阀军队的愤怒的最高潮，是一个英勇的行动，虽然失败，但发动了闽西的土地斗争，意义是很重大的。但此次斗争不在乡

村发动直接夺助〔瘸地主田地的斗争，以后，攻城时口号不适当（没有分别城内穷人与富人），事先没有发动城内群众的

准备，和攻城技术错误等，则是此次斗争的缺点。 

  4．大规模的杀戮反动豪绅及其走狗，并烧毁反动〈派〉房屋，这种群众的肃反行动，是十分对的，但烧了一些不应

该烧的屋，杀了一些不必杀的人（如吃鸦片的及略有嫌疑的），焚烧商人账簿，没收丰稔市的商店，则是犯了盲动主义的

缺点。 

  5．在暴动失败后，白色恐怖到来，群众中调和空气很浓厚，党在此时提出“杀尽一切调和妥协分子”的口号，并且

毫无群众基础的强迫的，把这一口号执行起来（实行杀人），这仍是盲动主义的错误，有脱离群众的极大危险。但党随即

改变了政策，采取了退却的正当策略（取销杀尽一切调和妥协分子的口号，但对群众说明地主的调和主张是骗人的，各种

压迫会跟着到来，应该准备持久的奋斗），才仍旧取得群众（后来我们所说皆验，群众乃谓到底共产党对）。 

  （2）永定金丰里 



  1．去年金丰的斗争，扩大了武装数量，并且用继续不断的游击战木亦发展一些群众组织（虽然这些组织现在是消灭

了）。 

  但使金丰〈里〉的斗争，犯了一个重大错误，就是偏重军事行动，这是与溪南斗争方式根本不同的。五月陈东坑武装

暴动后不到一天即将赤卫队开往下洋，完全忽视了陈东坑群众工作（不发动群众，不建设政权），这是单纯军事行动的开

始。以后历次向下洋古洋等地游击，不知发动当地的群众自己起来斗争，却由游击队代替包办一切，游击队做了一切的主

体，失了帮助群众自发斗争的意义，以致环陈东坑各乡群众长久销沉，至今尚没有广大地起来，这个错误是非常严重的。 

  2．陈东坑暴动后，县委采取埋枪政策，解散陈东坑正在斗争高潮的武装群众，失了发动全金丰群众的机会，犯了严

重的机会主义错误。 

  3．抢下洋商店拦抢金丰商货，失了小资产阶级同情，使一般人认我们做土匪，这是流氓无产阶级意识领导的错误。 

  （3）永定太平里 

  1．不注〈意〉从日常斗争，尤其是不用土地革命口号去发动群众，而欲用军事力量进攻政治经济中心之坎市，单纯

的欲用这个方法去发动群众，这是偏重用军事力量去发动群众的错误。 

  2．暴动的条件既不具备，尤其是群众没有暴动的可能，欲强迫暴动，以蛟洋红军为主力去攻坎市，失败后群众受摧

残埋怨我们，以致全里工作陷于长期的销沉，这盘〔是〕盲动主义的错误。 

  （4）龙岩白土 

  白土的斗争，从前年减租，到去年一月平分猪肉，平粜，算帐，二月捉委员杀土豪的走狗，捆家长，缴枪，一步一步

走到高潮，这个方法本是很对的。但在二月间不举行一个群众的暴动，斗争到了捉委员，杀土豪，走狗，捆家长，同志们

还有闯祸还不甚大，可免严重压迫的幻想。二月十三杀人缴枪，在客观上做的是暴动，同志们主观上却不承认是暴动，不

如此时以赤色政权宣布地主的罪状，烧毁田契，发布土地政纲，取得党在全白土各乡广大群众的信仰。这种不把斗争范围

扩大，而只求缩小的政策，实是犯了机会主义错误。至六月蛟洋红军攻城既不是群〈众〉的又不是有准备有目的的，只算

是一种军事投机的举动。 

  （5）上杭蛟洋 

  1．由日常斗争，发展到武装斗争，每次斗争有广大群众参加。 

  2．由政治影响的扩大，发展了新区域。 

  3．有斗争的决心，始终〈不〉与反动派妥协，得了最后的胜利。 

  4．游击战术进步（敌进我退，敌驻我扰，在敌军四周出没无常，以此与敌军持久斗争）。 

  以上各点，是蛟洋斗争的优点。下面则是他的缺点： 

    5．去年四月群众斗争已到了高潮，党没有领导群众杀土豪、分田地、深入土地革命。九月对客观上环境观察不正

确，（［不］悲观）不相信斗争有我们胜利可能。不不〔下〕决心帮助白砂群众的斗争，失掉围捉大批反动领袖的机会。

这些都是机会主义的错误。 

  6．二月杀土匪八人，招致土匪群众之反对是不对的。 

  （二）一九二九年的斗争 

  （1）盲动主义在今年闽西已经纠正了许多，但还有一些残余，如龙岩赤卫队不顾主客观力量一连三次攻城道了失

败。畲心在卢部到了之时没有发动经济斗争而布置一个缴卢部枪械的计划。均显然表示盲动倾向。其余如蛟洋农民烧丘坊

房子二百余家，白砂赤卫队烧茶地房子九十余家，这种盲动的大烧杀，更是非常错误的。 

  （2）一面烧杀主义矫枉过正变成了不杀不动的机会主义，如卢丰华家亭大池一些地方捉着土豪却放了生。 

  （3）对小资产阶级政策不正确 

  对小资产阶级政策及城市政策，过去受了农〈民〉均产意识的支配，做了很多的错误，如没收商店，烧家簿账等。自

五月四军来以后，这种错误纠正了好多。 

  但党的领导力量薄弱，在农村中过分打击富农及其他小资产阶级，如派款，烧“一切”借约田契等。尤其是分谷子采

取平分主义，因此引起农民的反感，至有同志为群众所杀者（东山社之坑头）。新发展区域中，最普通的环〔坏〕现象就

是派款，好些地方是贫农派小资产阶级的款，有些地方农会为地主走狗所把持，有些流氓地痞所把持的，则反向穷苦农民

派起派〔款〕来，简直是变相的地主剥削农民，至对城市商店以前所做的错误，近来大体上均改正过来了。 

  （4）党的领导力薄弱 

  闽西党员数量太少，六县共计不上三千，当然是不足以领导百几十万新发展的群众。兼之党员质量亦不很好，政治水

平太低，组织涣散，纪律废弛，去年斗争中干部损失太多，为了这些原因，党的领导力，就削弱了，其中最大的缺陷，就

是缺乏组织性，简直象一盘散沙。而各级党的指导机关很少用会识〔议〕的集体的方法去指导工作，分配工作，乃是组织

涣散的总原因。至党与群众关系不正确，党的秘密完全公开出来，还是缺点的较小者。 

  （5）忽视团的工作 

  党对团完全没有指导，而且把团员随便调动，有些更把团的活动分子调到党里来工作，客观上犯了取消主义错误。 

  （6）地方主义 

  如在分谷派款分配枪枝禁粮食出口等事上充分表现地方主义，不但群众如此，党员乃至党部均不能免。 

  （7）土兵运动 

  兵迅仅长汀有点成绩。团了和土匪运〈动〉简直没有注意。 

  （8）职工运动 

  不但乡村工人没有组织，即城市工人组织亦没有好的基矗过去对于城市工作一般的忽略，这个错误是很严重的。 

  （9）对流氓阶级的政策不正确 



  过去闽西党一般的说都不注意土匪运动，并大部分都是仇视土匪，如蛟洋杀土匪等，尤其对城市流氓取仇视态度，这

在客观上是把土匪流氓群众让与豪绅阶级使之进攻我们。 

  （10）政权组织的缺点 

  组织方面：最大的缺点是政权机关组织〈不〉健全，各部分很难炔起〕作用，因此客〈观〉上等于个人包办。这种现

象仅在过去有斗争的地方，如溪南，东乡，蛟洋等处比较少些。再则已经建设苏维埃的地方，并没有建设真正的代表会

议，仍然只是一个［人］执行委员会。至于政权机关产生方法，大多数都由一哄而集的群众会选出，不是由于代表会议。

岩永一个临时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已二月，还没召集全县基础的代表会议。上杭则至今无县政权机关。政府委员成份固然大

多是贫农阶级，亦有些为流氓所把持。另有一二处为地主所霸占。 

  工作方面：过去有斗争地方对于肃反，发动群众及分配土地做得很好，但新发展区域大多数没有好成绩。宣传工作除

永定有点成绩外，上杭龙岩都没有。 

  与党的关系，各县都很不好，政府委员，党员占多数，成了党包办政权。 

  （11）土地斗争 

  闽西各处发动了斗争的地方，对于烧地主田契，分土豪谷子，向土豪派款，抗租等，做得很普遍，这是对的。但分田

一事，只永定龙岩做了三分之一，其余大部分还没有做。分配土地这样缓慢，不能使起来了的群众迅速得到土地，使他们

为自己土地的利益而战，忽视这个最主要的工作，是十分不对的。 

  （12）武装 

  最近几个月斗争中，赤卫队枪支，永定由五百条发展到一千二百余条，龙岩由几十条发展到六百条，上杭由三百余条

发展到一千余条，这样大的数量发展是这回的胜利。此外闽西红军第四纵队之成立尚不在内，但枪的质量不好，大多数还

没有组织，战斗力薄弱，且有半数以上在非常[党]领导之手，这是有被敌人夺去的危险的。以后要用很大的努力，才能是

成为革命的能斗争的武力。 

  三、党的任务 

  闽西党的总路线，是发动广大群众创造闽西工农政权割据，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佐〔依〕据过去的经验，及斗争的需

要，规定今后党在闽西斗争中，各方面应该执行任务如次： 

    （一）党内工作问题 

    1.从工人及贫农中创造党的无产阶级基础。 

    2．健全支部生活。 

  3．严密党的组织，洗刷原来无组织状态。同时要扩大党的组织，使党员数量和党的分布区域都发展起来。 

  4．党的指导工作集体化，废除从前不开会的不良习惯。 

  5．执行铁的纪律。 

  6．在城市及中心区域建立党的基矗 

  7．建立党的理论的基础，加紧宣传教育工作，提高党员政治水平线。 

  8．训练干部人材。 

  9．消灭机会主义盲动主义的残余，洗刷非无产阶级意识如地方主义个人主义极端民主化等。 

  10．扩大党的政治影响。 

  （二）土地问题 

  1．看群众起来建设了政权的乡村（不论农民协会或苏维埃），即须用政权机关宣布没收一切收租的田地山林（大小

池〔地主〕的祠堂庙宇及团体的），并随即分配与贫农。 

  2．一切收租田地的契约烧毁。 

  3．自耕农的田地不没收，田契不烧毁，惟富农田地自食以外的多余部分在贫〈农〉群众要求没收时应该没收。 

  4．为求敏捷起见，田地以乡为单位，按男女老幼依原耕形势〔式〕，将他们在本乡及邻乡田地抽〔总〕合起来总

〔抽〕多补少平均分配，在下种之后第一道的禾只归原种农民收获，分配的效力从第二道发生――农民按照分配的田地各

自下种。 

  5．农民对地主债务宣布废除，债约烧毁。 

  6．为公共的用途及斗争需要征收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五的土地税，但须在经过宣传之后。 

  7．工人及雇农工资生活以物价为标准相当的提高。 

  （三）政治问题 

  1．由下而上，建立苏维埃的群众政权组织。 

  2．扩大苏维埃区域。 

  3．严密政权机关的组织，各级政权机关的指导工作积〔集〕体化，防止个入包办。 

  4．政权机关中确立工人贫农的领导权。 

  5.引进劳动的妇女及青年积极分子参加政权机关工作。 

  6．建立闽西统一的政权机关――闽西革命委员〈会〉到闽西苏维埃。 

  （四）武装问题 

  1．严密武装组织洗刷涣散状态。 

  2．武装集中在忠实勇敢尤其是有战斗经验的贫农工人手里。 

  3．加紧政治训练以加强战斗力。 

  4．在武装组织中发展党的组织，加强党的领导，打破地方主义，尤其是新发展区域武装队要加注意。 

  5．县区乡均组织赤卫队，县区二级应有常备组织。 



  6．建立和扩大闽西红军，开办红军学校训练干部人材。 

  7．各级武装受各该级政权机关指挥，不得自由调动。 

  （五）职工运动 

  1．从日常斗争中发展工会组织，在重要城市中（各县城及重要市镇）及重要职业（店员，烟纸，运输）中建立工会

基础。 

    2．在赤色区域农村中的雇农及手工工人应该组织工会，在宣布〔白色〕区域农村工人可以加入农协，但工人人数多

的地方应该有独立组织。 

  （六）农民运动 

  1．在秘密状态之下的地方应尽量扩大农会组织。 

  2.在真正群众政权的苏维埃建立之后，农协可以不要，但在群众尚未完全发动起来，党无基础又已经建立苏维埃地

方，则秘密农协还是必要的。 

  3．从日常斗争中发动广大农民去扩大农会组织。 

  4．在未暴动区域，尽量深入武装暴动土地革命及苏维埃政权的宣传。 

  5．在公开农会之下要吸收勇敢忠实分子组织秘密农会准备退却时起作用。 

  （七）游击问题 

  1.在白色区域内群众有革命的要求，但因反动力量太大而不敢起来的地方，党应调遣其附近赤色区城的游击队前去游

击，以削弱该地反动力量，发动该地群众建立和扩大该地党和群众的组织，逐渐引起该地群众自己起来斗争。 

  2．在白色区域群众的斗争情绪已经涨到最高程度，非爆发公开斗争即不能领导他们时，党应坚决的领导群众布置暴

动局面，夺取反动武装，杀戮反动豪绅，分配地主土地，建立赤色政权。如尚无建立政权可能时，即就暴动群众组织武装

游击队，在当地及附近一带用游击方式和反动派斗争以逐渐削弱反动努〔势〕力，发展工农自己势力，达到建立政权的目

的。 

  3．在游击〈队〉中主要应该注意的是：要发展当地群众自己起来斗争，游击队只是一个帮助的力量，一种启发的作

用，〈不〉要代替当地群众办理一切，要使当地群众自己（当局〔面〕）〔自己〕负责任去和豪绅直接斗争，才能免除群

众不信任自己力量，单依赖游击队力量以及游击队去后当地的斗争立即消沉的弊病，同时须禁止盲目的烧杀致使群众脱离

我们。 

  4．在游击队行到的地方，必须坚决号召群众自己起来打土豪，分谷子，烧田契等。并应把这些事尽可能的以群众与

群众大会的形式表决去干，开群众大会应是游击队经常工作之一，游击队若不做过〔这〕些工作那就是很坏的游击队。 

  （八）妇女问题 

  1．闽西妇女在生产上占重要地位，发动妇女参加土地斗争，并引进他们的积极分子参加苏维埃政权指导机关，是保

障闽西斗争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 

  2．党应提出适合妇女要求的口号，以取得妇女群众，但妇女不必有单独组织。 

  （九）青年问题 

  1．青年工农群众在革命中有很大力量，而且有特殊要求，发动广大青年群众参加革命是十分必要的。 

  2．组织少年先锋队及劳动童子团。 

  3．团是青年工农群众的先锋，党是应该坚决地纠正过去对于团的取消主义的错误，帮助团在闽西建立工作基矗。 

    （十）士兵问题   

    革命势力如得不到士兵参加，特别是闽西已在武装斗争时期中，如单靠和敌军硬打而不用很大努力做破坏敌军工作，

则前途很是困难的。党应该坚决纠正过去忽视〈士〉兵运动的观念，在现在驻军及随时向我们进攻的军队中很难苦地去建

立〈士〉兵运动的基础。 

    （十一）党和政权及群众发展的方式  有三点是要注意的，第一建立中心工作区域。闽西范围内应有一地或相连属

的数地为中心区域，在这个区域内建立深入工作基础，以为全闽西向前发展的根据地。一县之内亦应有中心工作区域以为

一县发展的根据。第二赤色区域的互相连属。要加紧赤色区域与赤色区城间空隙地带的工作，使之打成一片，免去孤立的

弊玻第三波浪式的向外发展。依傍着已有工作的地方如波浪一样的向前推进，不要是不相关联的冒进。 

  （十二）对商业资产阶级政策 

  1．这一阶级因为与华侨，洋行及土地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他必然成为一个反革命派。为巩固革命政权起见必然要剥

夺他们的政权，而且没收他们的土地。 

  2．对大小商店应取一般的保护政策（即不没收），对反动商人宁可杀人，罚款，不可没收商店，但压迫商人最利害

而为一般商人所深恶，没收后可以得到多数商人同情的，在宣传工作做好后才可以没收。 

  （十三）对小资产阶级政策 

  1．在反帝，反军阀，反豪绅，取消苛捐杂税，保护商店口号之下，可以取得小资产阶级的同情。因此，对城乡小商

人绝对不要没收商店，焚烧账簿，和废除账目；对农村小地主要没收其土地，废除其债务，但不要派款及其他过分打击；

对富农在革命初期时间――向豪绅斗争最激烈时间，不没收其土地，并不派款，不烧契，不废除其债务；对自耕的中农不

要予以任何的损失。这以上的政策都是取得小资产阶级对革命的一致或者中立的。 

  2．在革命向前发展，城市中店员对于店主，工人对于厂主的斗争已经起来的时候，党应帮助店员，工人达到他们的

要求。 

  在农村中贫农群众对于富农的斗争已经起来的时候，党应帮助贫农分配富农的土地，因为革命已经发展，广大群众已

经起来，革命势力有了保障，这时候经济的进攻上层小资产阶级（店主富农）是必要的。但并不是抛弃小资产阶级，也不



 

是要过分的打击他们，这是要注意的。 

  3．商人及小地主不应参加政权。富农凡亲自劳动者可以参加政权。但须防止他们在政权中的领导（不要使他们当选

为政府及农会的委员）。 

  4．小资产阶级不要有单独组织。 

  （十四）对流氓无产阶级政策 

  1．以抢劫为业，勾结豪绅资产阶级与革命为敌的土匪，党应坚决的解除他们的武装， 

    2．虽以抢劫为业，但与豪绅资产阶级有冲突，动摇于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土匪，党应派人插入他们的队伍中，争取

其群众反对其领袖（反动的下革命的），使之站在反豪绅资产阶级战线上来。 

  3．对于〔半〕耕田，半抢劫的土匪，党应把他们组织起来引导他们进攻地主阶级。 

  4．在赤色区域城市中的流氓分子，应分配他们以田地或强迫他们做工，不要胡乱打击他们，但如系显著反动嫌疑的

流氓领袖，应处以死刑。在白色区域中则应设法拉拢流氓分子，使之不为豪绅资产阶级利用。 

  （十五）对付敌军进剿 

  1．敌军进剿是不可避免的。党应与敌人作长期斗争的决心，建立长期应敌计划，这是闽西党目前迫切的任务。闽西

的割据就是从这样斗争中创造出来。 

  2．在党内通告各级党部，唤起党员群众依据过去斗争经验，明白埋枪和与敌人和平妥协的政策是自杀的政策，只有

党的团结一致，领导广大群众与敌人作坚决的奋斗才有胜利的前途。 

  3．在党外对工农群众，应宣传我们只有继续团结，坚决与敌人奋斗才能保持已得的胜利，应使群〈众〉明了过去斗

争经验，只有自己能够团结有决心不和反动派妥协，又有很好的斗争方法，是一定能够战胜敌人保护土地革命胜利斗争，

确〔虽〕有一时的失败是不要紧的。 

  4．应使群众明了反动派尚有藏在工农分子里头，如不赶快肃清是一定会做敌人的向导危害我们的。有政权的地方应

迅速肃清反动分子。 

  5．党应准备退却时的一切计划。最〈主〉要是建立党的秘密机关和工会农会及政权的秘密机关。 

  6．党应对敌军士兵作广大的宣传，提出适当的口号用很好的方法打进敌军士兵中去。 

  7．加紧红军及赤卫队的训练，随时准备作战，党应规定最好的战术，通告各地应用战术，不打硬状〔仗〕，多方扰

敌，应〔夜〕间袭击，截击少〔谐队，破坏交通，断绝粮食，秘密肃反。 

  （十六）对付国民党改组派 

  国民党改组派改良口号虽根本得不到群众，但在农民受到白色恐怖的摧残，发生和平妥协观念的时候，是有一时受他

的欺骗的可能，党应在此时努力揭破改组派欺骗群众的里[黑]幕，使群众知道只有团结自己力量，反抗改良妥协到底才能

[有]出路。 

  （十七）反帝反军阀问题 

  1．反对军阀战争是现时党在全国范围内主要口号之一。闽西对于此一口号的宣传亦是非常之紧要的。但中国的军阀

斗争，即是帝国主义世界战争的序幕，所以反对军阀战争同时即应反对帝国主义因争夺中国统治权，酿成不断的军阀战争

的罪恶。 

  2．闽西的土地革命与苏维埃政权，自然〈是〉反帝反军阀最实际最具体的行动，但不是做了这些事就不要另外有反

帝反军阀的宣传了，党应纠正过去闽西忽视反帝反军阀宣传的错误，而尽（应）是这一宣传于一般群众之间，特别是新的

军阀战争到来时候，这一宣传更加要紧。 

  3．在赤色区域中取消教会学校并没收其财产。 

  （十八）与东江赣南湘赣边界之联系 

  1．加紧长汀武平工作，注意瑞金会昌寻邬平远蕉岭工作，特别是闽赣粤三省枢纽的长汀要加紧工作。 

  2．建立闽西赣南东江湘赣边界四个区域的最高党部，指挥四区域的工作，造成四省边界的赤色政权。 

  3．应与东江赣南两地党部发生秘密关系。 

  根据福建省档案馆保存的原石印件刊印

镜像：日本  教育网  科技网 

E_mail:info@peopledaily.com.cn 新闻线索:rm@peopledaily.com.cn 

人民日报社概况 | 关于人民网 | 招聘英才 | 帮助中心 | 广告服务 | 合作加盟 | 网站声明 | 网站律师 | 联系我们 | ENGLISH   

京ICP证000006号| 网上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0104065）| 京朝工商广字第0394号

人 民 网 版 权 所 有 ，未 经 书 面 授 权 禁 止 使 用 

Copyright © 1997-2006 by www.people.com.cn.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