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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读台北国民党党史馆藏毛泽东亲笔信函    热      【字体：小 大】

毛泽东与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读台北国民党党史馆藏毛泽东亲笔信函

作者：金以林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5-9-12

  笔者应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邀请，于2002年10月至2003年1月赴台湾学术访问，期间在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馆查阅档案7周。党史馆馆藏档案
中收有大量国共合作（特别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中共领袖文献，其中包括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吴玉章、彭湃、杨闇公、杨匏安、李富春、蔡畅等一大
批中共领袖的文稿。有关文献主要收藏在环龙路档、五部档和汉口档中。 

    笔者在五部档中的国民党农民部档案中发现二封毛泽东任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时期的亲笔信函，均为毛笔原件。这两封信函，以前在大陆和台湾地区都未
公开发表过。现全文照录如下： 

克文兄： 

    陕西办事处特别委员会可以指定下列五人为委员：亢维恪、李维屏、李秀实、王述绩、杜松寿，以亢维恪为书记。 

                                                                                                                                          泽
东  十六日[1] 

克文兄： 

    云南办事处负责人，学生内可以指定周霄、陈能新二人（原函旁注：书记可指定周霄）。周颇好，陈亦比较的好。其余一人，据新滇社云南同志王懋庭说：宜
指定一现在昆明进行党务及民众运动的同志，方足以资联络，据他说有李鑫同志者，北京农大毕业，在滇从事工作，可胜此任，特此奉闻，请酌定。（原函页上
注：王君今日来农部奉谒，已见否？）云南办事处简章，学员们已写好，请核准。各省经费不宜呆定，每人发薪三十元，恐怕他们援以为例，事情未做，一点钱都
做薪水瓜分了。此点于他们领钱时，兄宜为之说明：要经济的用，可以不发薪水的便不发薪水，不需要发三十元的便不发三十元，三十元是至高度的数目，务宜节
出一点钱作活动费。今天无船开，明天大约有一只船开，到明天剩留的便在一百人以内了。路费竟超过小洋三千元，前交政委预算数目太低，除直、察两省外均不
够。譬如四川，前只定大洋五十八元，现须加至七十四元，此数据学生说还是很紧张的，因宜渝间上水船价特贵。每人增加十六元之多，四川学员二十五人共增四
百元，其余各省均须增加，每人大洋月二元、四元、六元、八元、十元不等，故总数在小洋三千元以上。明日即可做好公文，连同路费增加理由表，请农部转政治
会议议决。《农民问题》丛刊已印出十七种，先付上两份，我兄一份，甘先生一份；其余有十种已付印，不久可出；有约二十种尚在编缮中，印出尚需时日。一俟
印出，当付若干与我兄、甘先生及农部。甘先生同此。敬颂 日安！ 

                                                                                                                                            弟
泽东上 

                                                                                                                                          九月
十七日 

 

    再江西农运以前成绩太坏，宜由尊处指定学生五人组一农运委员会，在省农民部下做指挥农运的工作。江西不宜设办事处，因已有省党部，然农运委员会则十
分必要。江西学员中颇有几个好的，可以任委员。陕西的亦宜设委员会，不宜用办事处，亦因已有省党部。愚见如此，祈酌定。 

 

泽东又白 

    云南农运特派员规定符号 

    原  名      符  号 

    周  霄      邹  孝 

    陈能新      熊  新 

    邬光璧      武光国 

    施瑞林      方  端 

    李敬民      吕  兴 

    罗  彩      林  实 

    黄丽生      邝定锦 

    朱毓光      牛  光[2] 

    以上两函都是毛泽东写给陈克文的。陈克文，广西岑溪人。从信函的内容判断，陈克文那时的职务当为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秘书（实际职务相当于农民部秘书长
[3]）。陈氏于1927年7月以农民部秘书职务代理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4]三、四十年代，陈氏长期担任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委员、行政院参事；抗战胜利后先



后担任国民政府立法院委员、立法院秘书长等职。陈氏具体生卒年月不详。 

    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全称为“中国国民党农民运动讲习所”，成立于1924年7月，先后共举办六期，前五期共有毕业生454人，主要目的是“第一、调查广东大
势；第二，派特派员到农村工作。”[5]其中第一至四届学生全部来自广东，第五届学生“分两个班，一个是外省班，另一个是本省（即广东）班”。[6] 

    1926年3月，国民党中央农民部聘请毛泽东担任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7]六届农讲所吸取了前五届农讲所的经验，扩大了招生规模和地区，成为全国性
的农民运动讲习所。5月3日正式开学，收有来自全国二十个省区的327名学生。这届农讲所授课时间最长，训练四个多月；开设课程最多，共开设25门课程，内容
都是围绕中国革命的基本知识，其中关于农民运动的课程占八门。毛泽东亲自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地理”三门课。[8]“中国农民问题”是
所有课程中授课时间最长的，共23课时。[9] 

     毛泽东在担任农讲所所长期间，还组织编印了一套《农民问题丛刊》，供全国各地从事农民运动的人参考。毛泽东在致陈克文第二函中所称：“《农民问
题》丛刊已印出十七种，先付上两份，我兄一份，甘先生一份。”即指此套丛刊。丛刊内容共分三类：一类是关于农民运动的重要文献，如《孙中山先生对农民的
训话》、《中国国民党之农民政策》；一类是农讲所教员的专题研究报告，如《俄国农民与革命》、《海丰农民运动报告》；还有一部分是学生的调查材料。原来
准备出版52种，后来受条件限制只出版了26种。1926年9月1日，丛刊第一辑出版，毛泽东为此专门写了一篇序言，题为《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此文发表后，引
起各方面的重视，9月21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主办的《农民运动》第8期全文转载。 

     毛在信中所称的“甘先生”，即甘乃光，时任国民党农民部部长，《农民运动》发刊词即出自甘氏之手。[10]他同毛泽东、林祖涵、阮啸仙、罗绮园等人同
为国民党农民部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还是第六届农讲所的教员。[11]甘乃光、陈克文在当时农民部主办的《中国农民》、《农民运动》两个刊物上都发表过大量
有关农民运动的文章。 

     第六届农讲所学员毕业于1926年9月11日。[12]为了配合快速发展的北伐战争，学员全部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特派员身份分赴各地，直接投身农民运动。毕业
于农讲所第六届的学员王首道来自湖南，据他回忆：“九月末，我从广州学习回来，即被国民党省党部和中国共产党湖南区委以省党部特派员的身份，派到祁阳县
负责农运工作。”[13] 

     以上二函，即是学员毕业后，毛泽东致函农民部陈克文，报告有关学员工作分配的情况。第一函落款时间为“十六日”，由此不难判断该函写于9月，内容是
报告陕西特别委员会特派员的人事安排。查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编《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资料选编》一书中的《第六届农讲所毕业生姓名表》，毛在该
函所记的五人中，李维屏、李秀实、杜松寿均为第六届农讲所学员。而据该书编者称此表为“纪念馆调查所得，不全”。笔者认为王述绩、亢维恪二人亦应列入该
名单中。 

     第二函写于9月17日，信中所记云南省农运特派员八人中，周霄、邬光璧、施瑞林、李敬民、罗彩、黄丽生六人都是《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资料选编》一书所
确认的毕业生，但名单中没有陈能新、朱毓光二人。但据毛函，可以肯定陈能新、朱毓光二人都是第六届毕业学员。 

     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前五届学员主要来自广东，毕业后也大都以农民部特派员的名义分配在广东开展农运活动，所以当时的经费还有一定的保证。1925年
底，农民部为保障特派员在基层的工作，曾特别通过两项决议案：“特派员薪金应按月发给并将以前积欠扫数清发以维持生活决议案”、“请农民部发给各特派员
长期舟车免费证折决议案”。[14]可见当时的经费还是相当充裕的。然而第六届学员人数急聚增加，且来自全国二十余省。以广东一省的财力支持当时迅猛发展的
军事北伐已感困难，很难再提供大笔经费支持全国各地的农民运动。所以毛泽东在信中特别提醒陈克文：“各省经费不宜呆定，每人发薪三十元，恐怕他们援以为
例，事情未做，一点钱都做薪水瓜分了。此点于他们领钱时，兄宜为之说明。”但对毕业学员返乡路费不足，则千方百计予以解决，以保证他们及时回到基层，开
展工作。 

     自北伐开始后，革命势力逐步由广东一省扩展到两湖、江西各省。在共产党的帮助下，许多省份都建立了国民党省党部。但也有很多省份并未建立省党部或
省党部尚未公开活动，因此中央农民部在分派毕业学员赴各省工作以及设立机构时，应视情况的不同区别对待。为此，毛泽东特别向陈克文建议，已建立省党部的
省份，应设立农民运动委员会，在省党部农民部的指导下开展工作（如江西）。而在国民党尚未设立省党部的省份，则建议设立办事处（如云南）。对过去工作中
未曾注意到的问题，则及时予以纠正（如陕西）。 

     在这两封信函中，毛泽东不仅报告了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毕业学员的人事安排，还对学员的经费、农运的开展，以及机构的运作等情况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对研究大革命时期中共领导的农民运动，特别是毛泽东在这一时期的革命活动，有着珍贵的史料价值，弥补了相关研究中的资料不足。此外，农讲所前五届毕业学
员名单，曾详细刊载在当时出版的《中国农民》第二期上。但第六期的毕业学员名单则没有保留下来。从以上两函的内容中，我们又发现了一些新的准确姓名，对
进一步研究农讲所的历史，提供了难得的资料。因此特将全文转录，供研究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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