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



（二）对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探索

（一）土地革命战争的兴起

二、对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探索  -----
       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大革命失败后的艰难环境
           ——中国革命转入低潮

（一）土地革命战争的兴起

背景:



 有人翻遍历史，得出在中国欲成大事者，实践上必须
具备三个条件:

 其一，爱才如命；

 其二，挥金如土；

 其三，杀人如麻。

           金一南：《苦难辉煌》



 近代中国恐怕没有哪一个比蒋介石更加具备了。

 蒋介石早年赴日本留学，在给表兄的照片背后提诗一
首:

 “腾腾杀气满全球，力不如人肯且休!光我神州完我
责，东来志岂在封侯”



 1926年中山舰事件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事变

 1941年1月皖南事变

 1946年6月26日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蒋介石

每每突然间向中国共产党人举起屠刀。



 仅1927年4月到1928年上半年，死难的共产党员、共

青团员、工农群众和其他革命人士，就达337000人；

至1932年以前，达100万人以上。



 周恩来:敌人可以在几分钟内毁灭了我们革命的领袖，

我们却不能在几分钟内锻炼出我们的领袖。”大批领

导人的被害，曾使中国共产党处境艰难。



相较之下，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党人是有幸的。

列宁被捕流放过两次。

托洛茨基被捕流放过两次。

布哈林被捕流放过三次。

加米涅夫被判处终身流放。

加里宁多次被捕流放。捷尔任斯基多次被捕流
放。奥尔忠尼启则多次被捕流放。古比雪夫多
次被捕流放。斯维尔德洛夫先后被关押和监禁
达12年之久。

斯大林被捕流放竟然达到7次之多。



 比牺牲更加严重的是叛变：

 最先叛变的是被蒋介石称为红军瓦解先声的孔荷宠叛
变。

 后来因为贪污，被国民党判刑三年，1955年被逮捕，
1956年8月死在北京公安医院。

 最为严重的是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的叛变。

 1990年回到了广东乐昌县，1995年去世。



 为什么共产党人最恨叛徒？

 肃反是最有效的手段

 1934年5月17日：《斗争》杂志

 董必武：《把检举运动更广大的开展起来》



 5月22日《红色中华》

 张闻天《对于我们的阶级敌人，只有仇恨，没有宽恕》

 “除了个别最重要的分子须严究同党外，其余无需评审，

一概就地解决。”

 “一切对于反革命的宽恕与放任，一切讲究手续与法

律观念，一切犹豫不决与迟缓，客观上都是对于反革

命的帮凶和助手”



 项英：处决了原国民党人员，但是自己被自己的贴身

警卫员刘厚总所杀害。



敢不敢坚持革命

• 对这个问题，中国共产党人的回答
是坚定的、明确的！——开展武装
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



------必须进行长期的武装斗争

中国革命坚持武装斗争是由中国国
情决定的: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
建社会，对外没有民族独立，对内
没有民主自由，无和平道路可走。
要取得政权，只有拿起枪杆子。

毛泽东说：“在中国，离开了武装
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
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
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

怎样坚持革命



   大革命失败的特定形势迫使中国

共产党在革命道路上必须作出特殊

的选择.



(二)对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探索

1、八七会议，

提出 “找着新
的道路”任务



• 马克思：暴力是一孕育着个新社会的旧社

会的助产婆。

• 列宁：“革命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

用暴力打碎陈旧的政治上层建筑，即打碎

那种由于同新生产关系发生矛盾而到一定

的时候就要瓦解的上层建筑。”



   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

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

在枪杆子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

                            —— 毛泽东



“八七”会议记录。

 “八七”会议



        “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

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      

 “八七”会议

靠山的上山，

滨湖的上船。 

          —— 毛泽东



 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当一个小学教员，也没学过军事，

怎么知道打仗呢？就是由于国民党搞白色恐怖，把工

会、农会都打掉了，把五万共产党员杀了一大批，抓

了一大批，我们才拿起枪来，上山打游击。 



 毛泽东对枪杆子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长期过程。

 他最初并不赞成暴力革命。倾向于克鲁泡特金的无政

府主义，而不是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 



 毛泽东当时对一切暴力──包括孙中山的南方政府反对北

方北洋军阀政府的暴力。

 他1920年以极大的热心投入湖南自治运动，把各省自决自

治看作是拯救中国的惟一方法。:“胡适之先生有20年不谈

政治的主张，我现在主张20年不谈中央政治，各省人用全

力注意到自己的省，采省门罗主义，各省关上各省的大门，

大门之外，一概不理。”



2、各地武装起义和革命根据地建立，探
索新道路的开端.

南昌起义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及其它各革命根
据地的建立

秋收起义 

广州起义

(二)对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探索



王 佐袁文才

井冈山地区农民自卫军领袖



贺
子
珍



湘赣革命根据地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
闽浙赣革命根据地
湘鄂赣革命根据地
琼崖革命根据地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建立的红色政权

南方建立的根据地主要有11个：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
中央革命根据地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
湘鄂西革命根据地

川陕革命根据地

陕甘革命根据地

建立在北方的根据地 2 个：



  到1930年上半
年，红军发展
到7万余人，连
同地方革命武
装共10万余人，
分布在湖南、
湖北、江西、
广东等十几个
省的边界地区
或远离中心城

市的偏僻山区。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



东方不亮西方亮

黑了南方有北方.



3、毛泽东在理论和实践上的重大贡献

 （1）率先将进攻的方向转向农村，建立了第一块农村
革命根据地，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

 （2）总结了井冈山斗争和各地工农武装割据初步尝试
的经验，不断深化对革命新道路的认识和探讨。1928
年10、11月毛泽东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
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篇文章，1930年1月写
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二)对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探索



 （3）写出了一系列重要文章，对中国革命新道路理
论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
实践的有机结合。

   1930年5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提出
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和“中国革命斗争的胜
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重要思想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理论的提出,标志着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初步形成。

3、毛泽东在理论和实践上的重大贡献



 　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

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

从来没有的事。



      第一、它的发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的国家，也不

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必然是在帝国

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 



 第二、中国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和能够长期地存在的地

方，不是那种并未经过民主革命影响的地方，例如四

川、贵州、云南及北方各省，而是在一九二六和一九

二七两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工农兵士群众曾经

大大地起来过的地方，例如湖南、广东、湖北、江西

等省。 



 第三、全国革命形势是向前发展的。

 第四、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

的必要条件。 

 第五、共产党决策的正确性。

  



李立三坚决反对

 1928年冬到1930年秋，李立三成为中共中央主要领导

之一。他不同意毛泽东实施工农武装割据、建立广大

农村根据地的做法，亲自起草《中央致四军前委信》:



 “你们现在完全反映农民意识，在政治上表现出来的机

会主义错误。你们的错误:

 （一）站在农民的观点上来作土地革命，

 （二）你们割据的观点，这同样是一个农民观点。 



 “乡村是统治阶级的四肢，城市才是他们的头脑与心

腹，单只斩断他的四肢，而没斩断他的头脑，炸裂他

的心腹，还不能制他的最后的死命。

 正是在这一点上，20世纪20年代末期就主张“斩首”

理论的李立三，脱离了中国革命现实。



汪精卫：原因在于中国农业破产。

 1934年1月20日，国民党四届四中全会:

 “至于共匪之发生，则为中国历史上农民失业之结

果，农村崩溃，失业人数遂以激增，而野心家因

以施其操纵，谋为李自成、张献忠之所为。即以

江西一省而论，人口减少至六百万。本党除了努

力治标清除共匪之外，还须努力治本，以解决农

民失业问题。”



 1931年5月12日，在国民党政府国民会议第四次会议上，何应钦

代蒋作“剿匪”报告。在回答“为什么赤匪能有现在的猖獗”

时，列五点理由:

 第一、自然是由于历年军阀的叛变，散军溃卒，啸集成匪，枪

枝遗失的既多，于是他们就凭地势，肆行不轨”；

 第二、则是由于赤色帝国主义者之毒计，它因为想暗中并吞中

国，去供给它的原料，销售它的产品”；

 第三、是由于白色帝国主义者之经济侵略，以至农村濒于破产，

增加了农村里的失业人数与痛苦，因此也有为生活所迫”；



第四、则是由于过去教育制度的不良，青年在学

校里头，好的只注意了知的训练，而缺少了德的

修养，所以多数的青年只有一时热烈的冲动，很

少有沉毅持久的操守”；

第五、是由于中国社会组织的松懈。中国因为受

了几千年专制的毒害，又遭了军阀的宰割，所以

社会上简直失去了自动的能力，连保卫自己的愿

望与勇气，都不容易实现出来”；



斯大林相中了国民党

 1923年《孙文越飞联合宣言》签署后，越飞赴日，从

日本热海致电马林转孙中山，宣布向国民党提供200

万卢布的款项和8000支步枪、15挺机枪、4门火炮、2

辆装甲车的援助，并派遣教练员帮助建立军校。



 第二次东征大捷后，蒋介石在汕头曾说:“ “苏俄同志

不来指导我们革命的方法，恐怕国民革命军至今还不

能发生。” 黄埔党军的胜利，很大一部分应归于苏俄

武器装备和军事顾问。

 为此国民党也曾面临“卢布党”的指责。



 所以当蒋叛变革命，被解职通缉的国民党政治顾问鲍

罗庭途经郑州时，曾对冯玉祥感叹曰:“苏俄用了三千

余万巨款，我个人费了多少心血精神，国民革命才有

今日成功。”



  从1921年10月起至1922年6月止，共收入共产国际拨

款16655元。因党员人数不多，全党还保持人均年支

出40至50元的比例；

 但随着1925年以后党员人数大幅度增长，全党人均支

出由最初的平均40元下降到1927年的4元。苏联和共

产国际的援助，主要都转到了国民党方面。



 比较起来，党的经费自筹数额实际不足千分之三。所

以尽管这一数量远远少于国民党接受的数量，但必须

承认，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重要支援。



4、中国革命的复兴，革命新道路理论

正确性的初步显现。

 （1）“反围剿”战争的胜利

 （2）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的建立

 （3）土地革命的开展，革命根据地经济文化建
设的成就。

(二)对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探索



击溃敌军75万；消灭敌军31.6万;
俘获敌军19.6万;缴获武器16.57万

（1）反“围剿”战争的胜利



第一次“围剿”：兴兵10万，以江西省主席鲁涤平为总指挥，

长驱直入，分进合击；

第二次“围剿”：以军政部长何应钦为总指挥，兴兵20万，稳

扎稳打，步步为营；

第三次“围剿”：用兵30万，蒋亲任总司令，分路围攻，长驱

直入；

第四次“围剿”：蒋自任“鄂豫皖剿匪总司令”，何应钦任

“赣闽粤湘剿匪总司令”，先以30万兵力围攻鄂豫皖苏区，10

万兵力围攻湘鄂西苏区，得手之后再集兵50万进攻中央苏区；

军政并进，逐步清剿；



（2）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建立

   1931年11月1日至5

日，中国共产党苏区

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江

西瑞金召开，宣告临

时中央政府成立，毛

泽东当选为主席。





中国共产党主

持制定的第一

个土地法 ---
《井冈山土地

法》。

毛泽东在大会上作关于查田、查阶级的报告。

（3）土地革命的开展



《兴国土地法》

    苏维埃中央政府发布的
关于开展查田运动的布告。



      

        中央号召农民分享地主土地的政策
深受农民欢迎。    



翻身农民踊跃入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