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一章 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兴起



第一节 工农武装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建

一 南昌起义 八七会议和各地武装起义
二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立和发展
三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
四 毛泽东论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南昌起义

1927年8月1日凌晨 在周恩来为首的前敌
委员会和贺龙 叶挺 朱德 刘伯承等领
导下 中共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 占领南
昌 当天召开联席会议 提出了“反对
帝国主义” “废除苛捐杂税”等革命纲领
推举出以共产党人为领导核心的包括宋庆
龄 何香凝等国民党左派在内的有 人
组成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谭平山任
主席 同时 对起义部队进行了整编 由
贺龙任代总指挥 叶挺代任前敌总指挥
刘伯承任参谋长 下辖 个军 南昌起义
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
建人民革命军队的新时期



南昌起义 视频



八七会议

年 月 日 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 会议由瞿
秋白 李维汉主持 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首先就会议的意义和
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作了说明 瞿秋白代表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
就形势和任务问题作了报告 会议讨论通过了 中国共产党中
央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 最近农民斗争议决案 最近职
工运动议决案 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 等 批判了陈独秀的
右倾错误 确定了“以武装起义反抗国民党中央背叛国民革命的
行径 推动土地革命全面展开的总方针 ”会议还指出了武装斗
争的重要性 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当前的主要任务 毛
泽东在发言中特别强调要注意军事 “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
得的 ”会议以改选的方式解除了陈独秀为首的右倾领导者的职
务 组成了临时中央政治局 月 日 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
选举瞿秋白 苏兆征 李维汉 人为政治局常委

汉口俄租界三教街 号汉口俄租界三教街 号



八 七会议 视频



秋收起义

八七会议后 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到湖南领导秋收起义
1927年8月18日起 湖南省委根据八七会议的精神制定了秋收起义计
划 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作为起义的领导机关
9月9日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开始 起义部队高举着镶着镰刀斧头的
红旗分别从修水 铜鼓 安源等地向长沙进攻 一度占领了浏阳县
城 并在白沙 东门等地取得了一些胜利 但由于敌强我弱 刚收
编的第四团临阵叛变 各路部队相继失利 毛泽东命令余部退集到
浏阳文家市 9月19日 在文家市里仁小学召开的前委会上 经过激
烈的争论通过了毛泽东提出的放弃攻打长沙 向南转移到敌人统治
力量比较薄弱的农村山区去立脚的主张 次日晨 毛泽东带领工农
革命军1000余人 撤离文家市 沿罗霄山脉向南进发 目标湘南
后改为井冈山地区



秋收起义 视频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井冈山位于湘赣两省交界处的罗霄山
脉中段 这里地势险要 可攻可守
周围盛产粮食 经济可以自给 距中
心城市较远 敌人统治力量薄弱 革
命影响可及湘赣两省 又有国民革命
时期打下的群众基础 有利于开展工
农武装割据 毛泽东在井冈山以茨坪
大小五井 茅坪等为中心进行了艰辛
的开拓 最终建立了第一个革命根据
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井冈山根据地 视频



第二节 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发展
红军反围剿战争的胜利

一 各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和发展
二 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和形成
三 土地革命的广泛开展
四 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克服 红军三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
五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与王明路线统治全党



各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和发展

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为开端 中国共产党在各地武装起义的基础上 大力开辟和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 到 年夏天 中
共在全国 多个省建立了大小 块农村革命根据地 全国红军发展到 个军近 万人



1930年的主要革命根据地

根据地 中央 湘鄂赣 湘鄂西 鄂豫皖 闽浙赣 左右江

创立时间 1927 1928 1928 1928 1928 1929

领导人
毛泽东
朱德

彭德怀
滕代远

贺龙
周逸群

徐向前
陈昌浩

方志敏
邓小平
张云逸



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和形成

1929年 月 陈毅根据周恩来多次谈话和中央会议
的精神起草了 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
信 即 九月来信 肯定了毛泽东关于“工农武装
割据”的思想和关于建党建军的基本原则 强调加强

党对军队的领导是正确的 1929年12月28日至30日
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上杭
古田镇召开 会议由陈毅主持 毛泽东作政治报告
朱德做军事报告 会议讨论了中央 九月来信 和
上述报告 总结了南昌起义以来红军的建设经验
确立了以无产阶级的思想来建设党和人民军队的原
则 下图为古田会议会址



土地革命的广泛开展

从 年开始 各根据地
先后开展了土地革命 方法一
般是 先发动群众打土豪 斗
恶霸 随后是调查摸底 实行
分田 井冈山根据地在
年 月在宁冈大陇等地开始
了分田 月 中共湘赣边界
第一次代表大会后 土地革命
斗争全面展开



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克服

李立三 1899 1967 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中国
工人运动的领袖之一 湖南醴陵人 1920年赴法国勤工俭学
1921年冬回国 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2年到安源从事工人
运动 1928 1930年 他在上海党中央工作 担任中共中央常委
兼秘书长 宣传部长 是当时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之一 在1930
年6月至9月间主张在敌我力量悬殊情况下在各大城市举行总暴动
并把分散在农村的弱小红军集中起来 进攻大城市“会师武汉 饮
马长江” 当中共武装被迫撤出长沙 即告失败 进攻武汉的计划
未实现 以他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 给中国革命带来严

重危害



毛泽东诗词中的红军反“围剿”战争

渔家傲 反第二次大“围剿”
1931 夏
白云山头云欲立
白云山下呼声急
枯木朽株齐努力
枪林逼
飞将军自重霄入

七百里驱十五日
赣水苍茫闽山碧
横扫千军如卷席
有人泣
为营步步嗟何及

渔家傲 反第一次大“围剿”
1931 春
万木霜天红烂漫
天兵怒气冲霄汉
雾满龙冈千嶂暗
齐声唤
前头捉了张辉瓒

二十万军重入赣
风烟滚滚来天半
唤起工农千百万
同心干
不周山下红旗乱



王明路线统治全党

王明 即陈绍禹 一九 四——一九七
四 安徽六安金家寨 今属金寨县 人 一九
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自一九三一年一月中共
六届四中全会起 任中共中央委员 政治局委员
此后至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前 是党内“左”
倾冒险主义错误的主要代表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
到苏联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 一九三七年十
一月回国后 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十二月会议
会后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 在此期间 犯有右
倾投降主义错误 他长期拒绝党的批评和帮助
一九五六年后一直滞留苏联 一九七四年去世



第三节 中间派别的政治主张及其活动

一 第三党
二 国民党改组派
三 人权派
四 乡村建设派
五 中国托派



当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执委会主席的毛泽东

王明路线统治时期 毛泽东被剥夺了军事指挥权 1931年11月19日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席
27日当选为临时中央政府委员会主席



第三党

1928年春 谭平山 章伯钧 等在上海成立中华革命党 以尚在海外
的邓演达为总负责人 谭平山代理 1930年5月 邓演达自海外回上
海 不久 谭平山离党 同年8月邓演达主持召开了第一次中央干部会
议 把第三党的名称正式定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 邓被选

为中央干事会总干事 负责主编 革命行动 月刊 第三党是一个小
资产阶级的革命政党 主要包括一部分反对蒋 汪的国民党左派和一
部分从中共党内游离出来的人 该党主张 实行“平民革命”来建立“平
民政权” 对内消除封建残余 实行耕者有其田 改良工人生活 建设

国家资本主义 对外是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 消除帝国主义在华经济
统治势力 与苏联恢复邦交 同弱小民族结成反帝同盟 因此 第三
党既反对南京国民党政权 反对国民党改组派 还反对中共领导的工
农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 1931年8月 邓演达被国民党逮捕 11月在南
京被秘密杀害 1935年第三党改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
1947年改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

邓演达(1895—1931) 字择生 广东惠

阳人 此像摄于黄埔军校教育长任上



国民党改组派

1927年冬 汪精卫在国民党的派系斗争中遭到失败后出国
汪派主要人物陈公博等避居上海 为了同蒋介石集团争夺
权力 汪 陈打出了“改组国民党”的旗号 1928年5月7日

陈公博主办了 革命评论 顾孟余主办了 前进 杂志
他们围绕改组国民党这个中心问题 发表了不少有份量的
文章 揭露南京政府的腐败 提出改组国民党的纲领 原
则和方法 成为当时震动国民党政界的刊物 从此 陈公
博等在国民党内被称为“改组派” 1928年冬 陈公博 顾
孟余 王法勤 王乐平等在上海正式成立了“中国国民党改
组同志会”总部 总负责人为陈公博 汪精卫因在巴黎未能
出席会议 但仍被推为“领袖” 1930年3月 蒋介石派特务

袭击上海改组派总部 刺杀总部负责人王乐平 改组派归
于瓦解 1931年1月汪精卫发表解散改组派宣言 至此改组
派不再存在

陈公博 1890--1946 广东南海人 广州共产
主义小组代表 1922年秋脱党 1938年投敌 充
当汉奸 抗战胜利后因叛国罪被判死刑 1946年
被枪决



人权派

人权派是“新月社”内以胡适 罗隆基为代表的不满
国民党统治现状而以“人权”为旗帜的资产阶级改良
主义政治派别 人权派没有纲领和组织 人数很少
其成员除胡适 罗隆基外还有梁实秋 潘公旦等
大多是曾留学英美的教授们 他们主要通过 新月
杂志来宣传他们的主张 因此也被称为“新月人权”
派 人权派的实质是使中国走英美式的民主政治的
路 资产阶级温和改良的主张为国民党政府所不容
胡适被指斥“污辱总理大逆不道 有反革命罪 ”他
被迫辞去中国公学校长的职务 罗隆基被撤免教授
职务 还一度被捕 九一八事变后 人权派对国民
党作了让步 表示“内政上一切政治主张 可以暂时
搁置” 人权运动由此宣告结束

胡适 1891 1962 原名胡洪騂 字希疆 后改名适 字适之 安徽
绩溪人 现代学者 历史学 文学家 哲学家 以倡导“五四”文学革命
和创建人权派而著闻于世 历任北京大学教授 北京大学校长 台湾中
央研究院院长等



乡村建设派

乡村建设派存在于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后
期 主张农村社会改良 所谓乡村建设 包括乡
村政治 县政 村政 自治 自卫 建设 经济
合作社 农业改良 建设和文化 教育 卫生
建设 以及把三者联结成一体的社会组织建设
主张“乡村建设理论”并从事“乡村建设实验”者
被称为乡村建设派 乡村建设派的流派很多 其
中影响最大的是山东邹平搞试验的以梁漱溟为代
表的乡村建设派和在河北定县搞实验县的以晏阳
初为代表的中华平民教育会派

梁漱溟 1893-1988 原名焕鼎 字寿铭 萧名 漱溟 后以其字行世
广西桂林人 为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 1924年后曾任河南村治学
院教务长并接办北平 村治月刊 1931年在山东邹平创办山东乡村
建设研究院 任研究部主任 院长 倡导乡村建设运动



中国托派

中国托洛茨基派 是从中国共产党内分化出来的信奉托洛茨基主张的反共
反苏 反蒋的政治派别 它主要由两部分构成 其一是受托洛茨基影响的
中国留苏学生 其二是曾在中共党内担任重要领导职务的陈独秀派 中国
托派的主要政治主张 一是把中国国民革命失败的原因归于共产国际 否
认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 二是否认中国半殖民地
半封建的社会性质 认为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 或资本主义占优势的社
会 认为国民革命失败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整个资产阶
级包括农村富农之间的矛盾 三是认为国民革命失败后的形势是一直“向下
落” 革命高潮无法预见 主张取消革命 进行以国民会议为中心的合法斗

争 托派不仅反蒋还对中共的暴力革命和工农武装割据以及政治路线 组
织路线进行了种种攻击 以达到“要从党内来推翻党”的目的 年

月 日 陈独秀也被捕入狱 托派从中央到地方组织完全呈瘫痪状
态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 中国托派残余组织在大陆全
部覆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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