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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维埃革命: 从宣传口号到行动纲领

———以中共早期武装暴动和政权建设为中心的解析

于化民

内容提要 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兴起，与国共合作破裂和大革命失败有着历史的因果关系。
国民党新军阀突如其来的叛变，阻断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常的逻辑进程。作为对

这一重大事变的因应，中共独立做出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决策，而暴动后采取苏维埃的政

权形式，则是遵循了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在中共领导的一系列工农武装暴动中，产

生了历史上最早的一批县级苏维埃政权。但是，中共决策层把革命成功的全部希望寄托

于城市，以主要精力用于搞中心城市的暴动。他们没能真正从广州起义的失败中汲取教

训，反而不适当地夸大了广州起义和广州苏维埃的标志性意义。倒是毛泽东根据创建井

冈山根据地的实践经验提出来的红色政权理论，把中国革命导引向另外一个新的方向。
关键词 苏维埃政权 土地革命 武装暴动 革命根据地

倘若盘点一下对近代中国走向发生过重大影响的外来词语，“苏维埃”①无疑是名列前茅的一

个。中共建党之初，即以建立苏俄式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作为奋斗目标，标明承认无产阶级专

政，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② 当时共产党人对于苏维埃的了解，主要来自于李大钊、瞿秋白所做

的粗浅描述。国共两党结成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后，为了与新的形势和任务相适应，中共将政权目

标调整为“真正民主共和国”。③ 然而，国共联手进行的北伐战争没有造成预期中的平民政权，迎来

的却是新军阀集团对工农革命群众的屠戮和新军事独裁政权的建立。中共对大革命失败的主观原

因进行了深刻自省，将其归结为指导路线上严重的机会主义错误。对于国民党新军阀的反动，中共

毫不迟疑地做出武装反抗的选择。稍后，重新提出苏维埃的斗争口号，并把工农武装暴动与创建苏

维埃政权结合起来。苏维埃这一源自外国的政权形式被广泛地移植到中国大地上，凡有中共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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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维埃是俄语 совет的音译，原意是会议或代表会议。在中国革命史的特殊语境中，苏维埃一词被赋予了政权形式、社会

制度、社会形态等多重涵义。本文使用苏维埃一词所侧重的，还是其作为工农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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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1989 年版，第 6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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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革命武装斗争的地方，大大小小的工农苏维埃政权纷纷建立起来，渐渐在远离中心城市和交通要

道的偏僻乡村立稳了脚跟。于是，在一个仅仅保留了形式上统一的国家内，苏区和白区、红军和白

军、苏维埃政权和国民党政权，这样两种政治势力、两个社会制度的对峙、博弈与厮杀，延续了整整

十年，中国近代史上这个十年也因此永久留下了“苏维埃”的特殊印记。那么，大革命失败后中共

是如何选择了苏维埃，为什么要选择苏维埃，围绕苏维埃政权建设做了哪些实践上和理论上的探

索? 本文将循着中共早期武装暴动和苏维埃政权建设的历史脉络，着重就上述问题进行考察并提

出一些粗浅的看法。

一、莫斯科的争论与创建苏维埃方针的确定

对中共而言，政权目标的转换并非水到渠成的结果，而是形势逼迫下的仓促决定。1927 年 7
月中旬，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进行改组，五人临时中央常委立即着手制定湘鄂粤赣四省暴

动计划，同时决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八七会议分析大革命失败后的国内政治形势，认为民族资

产阶级已经离开革命的阵线走入反革命的营垒，国民政府也已经从革命的政权机关变成了资产阶

级反动的执行机关，变成地主资产阶级的专政。会议选出的临时政治局决定用枪杆子对付枪杆子，

对国民党新军阀的倒行逆施实行武装反抗，同时又想继续维系同国民党左派的合作，以便仍可利用

国民党的旗帜号召民众。故会议之后中共方面的文件中出现了有关政权问题的自相矛盾的提法，

一方面说暴动之后要“建设工农德谟克拉西专政的革命政权”、“工农的民权独裁”①，一方面却又

把这种政权称之为“正式民权政府”、“真正平民的民权政治”。② 前者实质上是指苏维埃式的国家

政权，而后者则是国民革命的政治口号，政权构成中是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瞿秋白、李立三后来

指出，八七会议的缺点之一，在于“对苏维埃政权口号看轻，没有指出唯一出路是建立苏维埃政

权”③，错误地以为“革命的国民党的这种组织，可以使将来革命发展到更高的阶段时，政权形式将

要进于工农兵代表苏维埃———那时的过渡更容易些”。④ 8 月 21 日通过的中央决议，要求全党立

即进行苏维埃口号的宣传。决议称:“工农兵代表苏维埃，是一种革命的政权形式，即是保证工农

民权独裁制直接进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独裁制; 这种形式之下，最容易完成从民权革命生长而成

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而且是保证中国之非资本主义发展的唯一方式。”现在就应当开始在劳动群

众之中宣传苏维埃的意义，以便到了必要的时期，立刻可以开始组织苏维埃。但目前只局限于宣

传，而不提出组织苏维埃的口号。“只有到了组织革命的国民党之计划，完全失败，同时，革命又确

在高涨之中，那时本党才应当实行建立苏维埃。”“如果组织革命的国民党的计划能够成功，那末，

本党就应当在革命超越资产阶级民权主义的范围时，使苏维埃制度得以从新的革命政权之中生长

出来，———这种新的革命政权，现在就要着手组织，依照最广泛的各种革命阶级选举的最民权主义

的代表制度。”⑤这段晦涩难懂的文字想要表达的意思是，如果与国民党的左派合作失败，国民党的

旗帜已无任何价值时，应当立即建立苏维埃; 如果与国民党左派的合作成功，则苏维埃制度会从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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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组织的工农民权独裁制的革命政权中生长出来。这清楚地表明，在是否建立苏维埃的问题上，中

共中央把与国民党左派的关系作为一个极其重要的考量因素。
一个月后，在 9 月 19 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中共中央对于苏维埃政权的态度却有了明显变

化。会议承认复兴左派国民党的计划已无法实现，指出国民党的旗帜在群众的眼中已变成“资产

阶级地主反革命的象征，白色恐怖的象征，空前未有的压迫与屠杀的象征”。① 即使是资产阶级的

民主革命，也不能再用国民党的旗帜。决定改变 8 月决议中有关苏维埃问题的规定，强调“现在的

任务不仅宣传苏维埃的思想，并且在革命斗争新的高潮中应成立苏维埃”。② 新决议也保留了一个

尾巴，即苏维埃的组织应当是在广州、长沙那样的中心城市，而在小县城要坚决地拒绝组织苏维埃。
乡村和小城市的政权仍须照中央原来的决议去组织，即在小城市一切权力归革命委员会，在乡村一

切权力归农会。导致这一重大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共产国际对苏维埃问题有了新的指示。
在共产国际领导层内部，对中国应采取何种政权形式早就存在不同看法，并由此引发了国际执

委会第八次全会上的激烈争辩。双方均是以列宁提交给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民族和殖民

地问题提纲初稿》中的一段话为依据的。列宁提出，必须尽一切努力，用建立“劳动者苏维埃”等方

法把苏维埃制度的基本原则应用到资本主义前的关系占统治地位的国家中去。③ 他在给大会所做

的报告中还说: 苏维埃的组织形式，既可应用于无产阶级的关系，亦可应用于农民的封建和半封建

的关系。“农民苏维埃、被剥削者苏维埃这种手段不仅适用于资本主义国家，也适用于还保留资本

主义前的关系的国家。”④列宁的这一思想为大会通过的《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决议案》所采

纳。不过，列宁对于“劳动者苏维埃”、“农民苏维埃”的政权属性和阶级构成并未给出明晰的解释，

从而为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歧见埋下了伏笔。
首先提出在中国建立苏维埃的还不是托洛茨基，而是派驻上海的共产国际工作人员，时间在

1927 年 2 月初。当时中共正在组织筹划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国际工作人员基于对北伐军事

进展的乐观估计，向青年共产国际提议起义后应建立“能够成为政权机构的组织”，也就是苏维埃，

“这个制度应该从我们的苏维埃那里搬来”。⑤ 第三次武装起义前夕，共产国际远东局工作人员又

一次提出:“上海无产阶级在相应的政权形式下能够对整个国民政府的进一步革命化产生极大的

影响。正是上海的无产阶级有条件通过国家政权来真正保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而这一政权形式

很快就能为中国各大城市所接受。我们认为完全有可能和有必要按照苏维埃制度建立起称之为

‘人民代表会议’的政权。这个会议基本上采取苏维埃制度，应包括所有的反帝阶层。”⑥这个意见

得到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人的支持。季诺维也夫在 4 月中旬所写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提纲》
中提出:“可以和必须提出建立苏维埃这个口号的时候来到了，这个口号是建立工人、农民和手工

业者苏维埃，其中也必须有国民军士兵的特别代表”。“只有建立苏维埃才能为工人阶级领导整个

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创造一个较好的形式。只有苏维埃才能摧毁旧的资产阶级的政府机构和开始建

立新的政府机构。”他强调: 中国的苏维埃必须适应中国的情况。苏维埃在今天还不能是无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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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政的机关，而是无产阶级、农民和城市贫民的专政。① 托洛茨基也认为，击退国民党新军阀的反

革命政变，必须依靠无产阶级与城市农村被压迫群众的联合，“除了苏维埃以外找不到其他任何形

式的组织，能够实现这种联合”。②

实际掌控共产国际主导权的斯大林、布哈林，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的主张嗤之以鼻。4 月

到 8 月，斯大林接连发表文章和讲话阐述自己的观点。他的理由是，列宁的提纲和演说都只说到农

民苏维埃、劳动者苏维埃，并未说到成立工人代表苏维埃。中国有上海、汉口、南京、长沙等工业中

心，有近三百万组织在工会里的工人。在有一定数量的工业的现代中国，不仅要成立农民苏维埃、
劳动者苏维埃，而且要成立工人和农民代表苏维埃。但是，“全部问题是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条件

下，在什么环境中成立苏维埃”。③ 他再三强调，工人代表苏维埃是工人阶级和现存政权做斗争的

机关，是起义机关，是新的革命政权机关。如果没有反对现存政权的群众起义的条件，没有组织新

的革命政权的条件，成立工人苏维埃就是不适当的。④ 在当下，在武汉国民政府统治下的地区，号

召成立工农代表苏维埃，就是建立双重政权，成立反对武汉政府的起义机关。⑤ 就是号召起义以反

对革命的国民党，就是企图跳过中国革命的国民党阶段，就是冒险把中国革命置于极端困难的境

地。⑥ 在斯大林看来，什么时候才是建立苏维埃的适当时机呢? “在武汉革命政府巩固以后，在土

地革命展开以后，在从土地革命、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的时候，是必须成立苏

维埃的。”⑦

两派的分歧源自于对苏维埃的不同理解。托洛茨基等人主张立即建立不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

苏维埃，斯大林则坚持在中国应建立工人苏维埃，而这一时机还没到来。发生在莫斯科的争论是建

立在概念上而非基于对中国实际情况的透彻了解。很难简单地说主张立即建立苏维埃的意见就是

正确的，反对这个意见就是错的，因为两种意见都包含了一个共同前提，即必须把资产阶级排除在

政权之外。仅就中共应独立建立和领导革命政权一点而言，托洛茨基的看法有一定的预见性。他

在 5 月间就已指出汪精卫联合蒋介石背叛革命反对工农是“不可避免”的，并将其作为立即武装工

人并建立工农士兵苏维埃的理由。⑧ 表面上看，斯大林的问题是机械地套用俄国 1905 年革命，

1917 年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的模式，高估中国社会发展水平和工人阶级的力量，实际上却是因为

他仍对武汉政府和国民党左派抱有幻想。他反对立即组织苏维埃的另一个原因，即如托洛茨基指

出的，是担心会授人以柄，用来攻击中国革命不是民族革命，而是“莫斯科苏维埃化”的人工造品。⑨

在 1927 年 5 月召开的国际执委会第八次会议上，有关的争论达到了高潮，斯大林、布哈林对托洛茨

基等发起了围攻式的批判，结果是斯大林一派占了上风。会议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断

言: 在目前提出工农代表苏维埃的口号是不适宜的。瑏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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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并未朝着斯大林期望的方向发展，向来被视为国民党左派代表的汪精卫于 7 月 15 日宣布

“分共”。直到十多天后，斯大林才在《时事问题简评》中说，现在成立苏维埃的口号可以成为真正

革命的口号，应当在广大劳动群众中广泛宣传拥护建立苏维埃的思想，同时又提出不要立即成立苏

维埃。① 联共( 布) 中央政治局 8 月 8 日决定，给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发去指示: 发动国民党左派群众

起来反对上层; 如果不能争得国民党，而革命将走向高潮，那就必须提出苏维埃的口号并着手建立

苏维埃; 现在就开始宣传苏维埃。② 8 月 12 日再次发电澄清: 没有建议成立苏维埃，只是讲宣传苏

维埃的思想。电报强调，只有当重建革命国民党的尝试明显无望和明显失败，而随着这种失败出现

新的革命高潮时，才走上建立苏维埃的道路。现在无论在叶挺的军队里还是在农村都不要建立苏

维埃。③ 9 月 19 日，共产国际和联共( 布) 中央向中共发出必须建立苏维埃的指示，建立苏维埃和

扩大苏维埃地区的时机由共产国际执委会执行局和中共中央来决定。④ 29 日，针对南昌起义部队

向广东转移的情况向中共提出补充建议，其中包含在广东大小工业城市里建立工人、手工业者和士

兵代表苏维埃，在乡村中采取措施准备将农会转变为农村苏维埃等项内容。⑤

接奉共产国际和联共( 布) 的指示后，中共中央遂于 9 月政治局会议做出放弃国民党旗帜、建
立苏维埃政权的决定，表明在政权主张上已经改弦易辙。此时，南昌起义部队南进途中遭受重大失

利，仅有少量部队分头转移到海陆丰和湘南地区。政治局会议分析了南昌起义的失败原因以及在

政权问题上的失误，指出起义领导机关“没有预备去建立工农贫民的政权，没有深切觉着自己应当

代表工农贫民去行使权力，却只要‘继承国民党的正统’。没有信仰群众的力量———群众的革命独

裁的力量。没有在群众之中去创造真正自己的军队和政权的力量”。批评前委在政治上策略上并

未能真正代表工农的利益，没有提出鲜明的土地革命及工农贫民政权的政纲。中央提出:“政权问

题———今后革命的任务，应当明显的确定是要创工农贫民的革命独裁的政权———苏维埃的政

权。……必须是工农贫民代表会议( 苏维埃) 的政权———必须是群众选举的剥夺反革命的豪绅资

产阶级选举权的政权。”⑥如此指摘南昌起义前委显失公平，事实上，前委实行的政策无一不以共产

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指示为指归。10 月下旬，中共中央机关刊《布尔什维克》发刊词提出要“实行苏

维埃的政治制度”⑦，并把建立苏维埃政权视作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必须完成的任务之一。
11 月 9—10 日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确定了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方针。中央在

月初制定的暴动政策，已经把暴动与建立苏维埃政权联系起来，提出要通过“工农民众暴动，建立

工农贫民兵士代表会议的政权( 苏维埃政权) ”。“暴动之中要完全以发动群众为主要的革命力量，

要广大的民众自己起来，自己感觉到非夺取政权不可，要在暴动期中及暴动胜利之后立刻能组成当

地工农代表会议，为革命的权力机关。”暴动之前，由当地工农秘密团体组织临时革命委员会，指挥

暴动; 暴动之后，立刻召集工农兵代表会议，选举出革命政权。甚至期望，如果“发动范围能够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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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联合好几县而成立某省临时革命政府……或夺得着省城，根本推翻当地的军阀政权; 如此汇合

而成全国，或某几省的暴动军联合的局面。”①随后召开的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则更加明确地提出:

“现时革命阶段之中，党的主要口号就是苏维埃———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工农民权独裁制性质的

政权，只有在苏维埃制度的形式里建立起来”。“一切政权归工农兵士贫民代表会议，是武装暴动

的总口号。城市贫民应当包括工匠手工业者及一般非剥削者的小资产阶级。”②会议决议指出了建

立苏维埃政权的具体途径与时机，那就是，“暴动胜利一有巩固的可能，这类的群众组织③便要变成

苏维埃，而为革命的政权机关”。“苏维埃的组织既不能在胜利绝未巩固之时开始，因为这可以陷

于忽略军事战斗而专事选举，倾向于小资产阶级的民权主义成见，因而削弱革命的独裁制以至党的

领导权之危险; 苏维埃的组织也更不能藉口于军事尚未了结，基础尚未稳固，而延迟推宕，因为这便

更加要增长暴动中的军事投机主义，这便将工农暴动完全变为军事行动，只去攻城夺地，只知道军

事上的规画。”④换句话说，要通过暴动的胜利来建立苏维埃政权，再利用苏维埃政权来巩固和发展

革命的胜利。为什么要在暴动后尽快建立属于工农自己的政权? 《布尔什维克》上载文解释说:

“反抗之后，暴动之后，不知道自觉的组织自己的政权，巩固革命的胜利，那就始终是要失败的。共

产党应当明白的告诉工农群众: 一切阶级斗争，都是争取政权的斗争，只有胜利的革命暴动的工农

贫民兵士群众，自己选派代表组织代表会议的政府，建立自己的政权，才能真正得着解放; 共产党应

当引导群众，使工农群众知道自觉的去取得政权。”⑤从此，在各地陆续发生的工农武装暴动中，“苏

维埃”由单纯的宣传口号进入实际斗争的层面。
从上面所做的简单梳理不难看出，大革命失败后中共毅然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却没有同时提

出建立苏维埃政权的问题，而是有过一个短暂的游移期。中国革命进入到苏维埃革命的阶段，有其

客观上的条件和历史的必然性。然而，实行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方针并非中共中央独立自主做出的

决策，而是执行了共产国际和联共( 布) 中央的指示。中共自身对于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政

权，并没有做好理论上和组织上的充分准备。有关苏维埃政权的许多重要问题，也只能在以后的实

际斗争中逐步探索和解决。

二、暴动计划实施与县级苏维埃政权的创建

即便是在具体的政权形式问题上曾经有过犹豫，中共中央对于夺取政权的紧迫性，对于新政权

应当由共产党领导，应当以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为主体的认识，则是十分坚定的。汪精卫宣布“分

共”后，临时中央常委会立即着手制定湘鄂粤赣四省秋收暴动计划。⑥ 中央认为，中国革命已经到

了土地革命的新阶段，“土地革命只是一个过程，政权争斗是这一过程的主要特点”。武汉的国民

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已经成为地主阶级的代表，是工农运动的镇压者。要完成土地革命，“需要一个

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权”。⑦ 南方各省工农群众基础较好，反动统治并不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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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湘粤等省有建立新的革命政权的可能。1927 年 8 月 3 日，中共中央发出《湘鄂粤赣四省秋收暴

动大纲》，对四省秋收暴动做出部署。大纲提出，暴动中“除夺取乡村政权之外，于可能的范围应夺

取县政权”。对各地的具体要求则是: 湖南应谋划成立湘南政府，建设革命政权，并在广东革命委

员会指挥之下; 江西应马上夺取乡县政权; 广东在革命军所占地方原则与江西相同，军力暂未达到

地方应即起来暴动，夺取乡村政权，如有可能立即夺取县政权，引导革命政权夺取全省。① 四省秋

收暴动的总目标是:“推翻四省反动统治，建设工农德谟克拉西专政的革命政权。”②这个计划得到

八七会议的追认。为什么是四省暴动而不是全国的大暴动? 中央临时政治局认为，中国各省的情

形大不相同，又没有集权的政府，因此不能预定一个时期举行全国的暴动，以推翻国民党的中央政

府。“现在本党总方针应当是: 准备并组织那些已成农民运动中心的各省之武装暴动，现时便趁秋

收时期而实行抗租抗税，在这一样的时期之中，各省暴动的时日，只能看当地情形及一般情形去决

定。”③8 月 29 日，中央常委通过《两湖暴动计划决议案》，对湖南、湖北两省的暴动做出具体部署，

要求各自创成一种独立暴动的局面。10 月 1 日，又要求新成立的长江局坚决执行两湖暴动任务。
四省暴动计划涉及大半个南中国，稍前起事的南昌起义也被纳入进来，成为这个暴动计划的一

部分。④ 中共中央在给南昌起义前委的信中指出，南昌暴动的主要意义是在广泛的发动土地革命

的斗争，应当与中央决定的秋收暴动计划“汇合为一贯的斗争”。⑤ 9 月底南昌起义部队汤坑之战

失利后，中央强调，“现在叶贺部队固然失败了，工农民众的力量还却正开展，对于武装暴动夺取政

权的必要之认识，正在与新旧军阀国民党的剧烈的斗争之中，日益广泛而深入于工农群众”。“我

党准备组织发展工农武装暴动的总政策，仍旧应当积极的进行。”⑥10 月 1 日，中共中央对新成立

的长江局的任务做出规定:“长江局的第一个最大任务便是坚决的发展土地革命。两湖的土地革

命如一时不能发展到最大的限度———消灭唐生智统治，取得两湖政权，则须普遍的发展游击战争与

没收地主的土地及杀戮土豪劣绅等工作，依两湖农民暴动的形势，某几县的农民可握得某几县的政

权，以发展各地的农民暴动。”⑦因受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四省秋收暴动的庞大计划未能全部实

现，局部地区的工农暴动仍然此起彼伏，接连不断。随着武装斗争星星之火的点燃，广东海陆丰、琼
崖陵水、江西万安与井冈山地区等最早一批县级苏维埃政权开始建立起来，“形成割据一隅的工农

政权”。⑧ 它们共同开创了中国苏维埃政权建设的先河。
先来看广东。中共中央在南昌起义后即多次指示广东省委，不要等待起义部队到达，“即行发

动普遍的暴动”。⑨ 以中央的四省秋收暴动大纲为依据，广东省委制定了《暴动后各县市工作大

纲》，以指导各地暴动后的工作。内容包括政治组织、没收土地财产、武装工农、财政税收等项。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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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 1927 年8 月5 日给湖南省委的信中说:“现在南昌政变，其主要目的就是要发动土地革命，与湘粤赣鄂四省的暴

动，其意义又是一贯的。因此南昌政变给了四省以有力的帮助。在此时四省即应给南昌政变以有力的响应。”( 南昌八一纪念馆

编:《南昌起义》，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7 年版，第44 页。) 10 月15 日中共南方局、广东省委联席会议通过的《中共广东省委通告

( 第十四号) 》说:“中央七月底对于南昌暴动的决议，其意义完全为以前决定之四省暴动整个计划中的一部分，认为这部分从反动

军队中脱离出来之革命军，将为农民暴动之一种帮助，而只是一种帮助。”(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编:《广州起义》，中共

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64 页。)
《中共中央致前委信》，《南昌起义》，第 40 页。
《中央通告第十三号》，《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1921—1949) 》第 4 册，第 576 页。
《中共中央对于长江局的任务决议案》，《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1921—1949) 》第 4 册，第 532 页。
《广东工作计划决议案》，《广州起义》，第 79 页。
《中共中央给南方局并转广东省委的信》，《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1921—1949) 》第 4 册，第 5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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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纲提出了“建立工农独裁民主政府”的任务，并对乡、区、市、县各级政府的组织机构及人员构成

做出细致规定。① 9 月 23 日，省委发出通告要求开始苏维埃口号的宣传。② 10 月 15 日，刚被任命

为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的张太雷在南方局和广东省委联席会议上宣布:“以前只限于宣传，以后便

要真正建设工农兵代表会。”③同日，省委发布最新工作纲领，明确提出“政权应归工农兵代表会

( 苏维埃) ，使工农与士兵均能明确了解土地革命夺取政权而合作”，“一切政权归工农兵代表

会”。④ 自此，广东开始转入创建苏维埃政权的斗争。
海陆丰是中国最早的苏维埃政权的诞生地。大革命时期，在“农运大王”彭湃的领导下，海陆

丰地区的农民运动开展得早，中共党组织以及农会组织、农军武装比较健全，群众斗争觉悟高，革

命势力雄厚。广东地方党组织曾于 1927 年 4 月 30 日和 9 月 7 日在海陆丰地区先后组织两次武

装起义，并且在第二次起义中提出建立工农独裁政权的口号，成立海丰县和陆丰县革命政府，由

区、乡农民协会接管区、乡政权。11 月 1 日，中共海陆丰县委利用广东李济深、张发奎两派军阀的

矛盾，发动了第三次武装起义，占领海、陆丰两县城。起义胜利后，广东省委当即指示海陆丰县

委，要“召集工农兵代表大会，组织苏维埃，乡区即以当地之农民协会接收政权，实行分配土

地”。⑤ 彭湃回到海陆丰，召开县委会议，筹备海丰、陆丰两县工农兵代表大会。11 月 9 日，海陆丰

县委向南方局和广东省委报告了组建县、区苏维埃政权的基本设想: “苏维埃政府已筹备组织了，

东委⑥限海陆丰各县于五天内召集工农兵代表大会，实行产生苏维埃政府，组织法大概如下: 1、县
农工兵代表大会人数定三百人，农民占百分之六十，工人百分之三十，兵士百分之十。工农兵的代

表是由全县各职业团体及兵营所选出，代表人数之多寡系分配于各区、乡产生出来。2、区政府即是

区农民协会，其组织法及选举都照农民协会办法。3、市苏维埃代表会( 海陆丰县城两个; 汕尾一

个) ，人数一百五十人，成份是工人占百分之六十，农民百分之三十，驻防兵士百分之十( 这些农民

是指离城市五里以内者) 。4、乡政府即是乡农协，我们为要使农民在实际上得到乡村的政权，管理

乡村的政权，所以，关于一切政治、财政、军事，以及其他各项工作，都使乡政府执行，使其实现出

来。”⑦11 月 13 日、18 日，陆丰、海丰两县的全县工农兵代表大会分别召开。大会代表按农民、工

人、士兵的比例分配名额，由基层民主选举产生。大会设主席团、资格审查委员会和提案审查委员

会。代表们逐一讨论表决提案，通过没收分配土地、改良工人士兵生活、取消苛捐杂税、临时禁止米

谷出口等项决议。按照民主程序，大会投票选举产生政府委员会和裁判委员会。张威、庄梦祥、吴
鉴良等 15 人当选陆丰县苏维埃政府委员，杨望、黄悦成、杨其珊等 15 人当选海丰县苏维埃政府委

员。《布尔什维克》刊文称，“这次东江农民大暴动后创立的苏维埃，算是中国破天荒第一次的苏维

埃”。苏维埃的成立，“使工农兵及一切贫苦的民众与各代表更明白的了解土地革命和苏维埃政权

的意义”。⑧

海陆丰苏维埃政权成立后，主要开展了分配土地、完善组织机构、巩固工农武装、发展经济，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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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动后各县市工作大纲》，《广州起义》，第 31—32、33 页。
《中共广东省委通告( 第十号) 》，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第 7 册，1982 年编印，第 61 页。
《张太雷在南方局和广东省委联席会议上的报告》，《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第 7 册，第 81 页。
《中共广东省委通告( 第十四号) 》，《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第 7 册，第 90、92 页。
《中共广东省委关于占领海陆丰后的工作致海陆丰县委函》，汕尾市革命老根据地建设委员会办公室等编:《海陆丰革命

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3 页。
指中共东江特委，彭湃任特委书记。
《关于海陆丰第三次暴动胜利后的形势和党务工作报告》，《海陆丰革命根据地》，第 18 页。从文中看，所谓“市苏维埃”

的管辖范围包括县城与近郊农村，与“乡苏维埃”是平行关系，同在“县苏维埃”领导之下。
罗浮:《中国第一个苏维埃》，《布尔什维克》第 1 卷第 8 期，1927 年 12 月，第 222、2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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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工运、农运、青年、妇女等工作。政权全盛时的管辖范围，包括海丰全县，陆丰除西北山区上砂乡

外的全部，共有人口 70 余万。① 苏区还扩大到惠阳、紫金、五华、普宁、惠来、潮阳等县的一些乡

村。② 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完全改变了各阶级的社会地位。有文章说，“虽然海陆丰还是海陆丰，但

在地主豪绅资产阶级和工农贫民阶级两副不同的眼睛看来，就会变成‘云泥相隔’的两个世界: 一

个是天堂，另外一个是地狱。”③到 1928 年 2 月底 3 月初，重新统治广东的桂系军阀李济深、陈铭

枢派重兵进攻海陆丰苏区，陆丰、海丰县城相继失陷，东江特委、苏维埃政府和主力红军退往山

区，坚持长期斗争。海陆丰苏维埃政权是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创建和领导的第一个地方性红色政

权，其所具有的开创和示范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中共中央给予高度肯定，称海陆丰起义“一开始

便有极大的规模，而且在土地革命的性质上，也是空前的深入，极有组织，极有活动力量，中国革

命之中，这是第一次由几万几十万农民群众自己动手实行土地革命的口号，第一次组织成工农兵

群众的无限制的政权”。“海陆丰农民的苏维埃政权，他在广州苏维埃失败之后，仍在继续自己英

勇的斗争，海陆丰苏维埃政权之丰富的材料，他的胜利，他的经验，应当充分的运用到一切农民暴

动中去。”④

稍晚于海陆丰，海南岛的陵水也建立了苏维埃政权。陵水位于海南岛东部，是汉、黎、苗等民族

聚居区，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大革命时期，中共琼崖地委组织动员民众，建立起工会、农会、青年和

妇女组织，开展与地方土豪劣绅的斗争，陵水还组建了以黎族农民为主体的农民武装。1927 年 7
月中旬，中共琼崖特委和陵水县委领导农民自卫军举行起义，攻占陵水县城，成立县人民政府。中

共中央密切关注海南岛的情况，指示南方局“特别注意海南岛之继续占领，并要立即派一人前往侦

察其是否可以成为广东暴动的一根据地，调查结果报告中央”。⑤ 11 月上旬琼崖特委召开第一次

扩大会议，听取南方局代表杨殷传达南方局和广东省委指示，决定在琼崖扩大武装暴动，开展土地

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11 月 25 日，陵水县委组织农军千余人，由县委书记黄振士率领，攻占陵水

县城。12 月 16 日，在县城召开陵水县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陵水县苏维埃政府，王业熹为主席，黄

振亚等为委员。下设七个科，分别是宣传、土地、财政、民政、交通、妇女、军事，为保障战时供给，还

特别设立了经济委员会。⑥ 27 日，琼崖特委向广东省委报告: “我们已经夺取全县政权; 召集工农

兵代表建设新的县政府。”⑦县苏维埃政府颁布了《土地革命暂行条例》、《财经税收条例》等法规，

参照海陆丰土地决议案并结合琼崖的实际情况，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耕种。经济方面主要是废

除苛捐杂税，实行“三七”减租，征收税款和组织贸易。其他方面的工作还有: 镇压反动地主豪绅;

破除封建迷信，废除庙宇，砸烂神像，没收道公道具，禁止算命卜卦; 禁止嫖、赌、饮、吹，兴办平民学

校，开展文娱宣传; 实行男女平等，提倡婚姻自由，订婚不纳彩礼，结婚不坐红轿，号召妇女剪短发

等。琼崖特委 1928 年 1 月的报告说:“陵水各区反动势力既已肃清，应即发展向外组织，以巩固革

命基础，并继续焚毁一切红白契约，没收一切土地归农民，并召集工农代表会议，建立县苏维埃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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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7、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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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①随着武装暴动的继续扩大，乐会、万宁两县苏维埃政府于 1928 年 5、6 月间先后成立。8 月，

琼崖苏维埃政府成立，琼崖革命根据地形成。岛内国民党军队和豪绅势力进行了强力反扑，陵水县

苏维埃在 1928 年 6 月中旬彭谷园战斗中被打散。尽管政权存续时间不长，但陵水的斗争为琼崖革

命根据地的创建打下了基础。
江西万安也是较早建立的县级苏维埃政权之一。万安地处罗霄山脉东麓，赣江穿境而过。万

安党组织在大革命中十分活跃，农民协会人数众多，势力很大，反土豪劣绅斗争开展得有声有色。
大革命失败后，万安的工农运动也受到江西军阀朱培德的压制。1927 年 9 月中旬，中共万安县委

召开全县党代表会议，传达八七会议文件和江西省委秋收暴动计划。会上成立了以曾天宇为书记

的“万安行动委员会”，作为武装暴动的指挥部。12 月 12 日江西省委向中央报告了万安准备暴动

的情况。② 12 月 21 日，江西省委发布全省总动员令，提出“赣西南应当以万安为爆发点，领导广大

的农民群众及城市中小部分的工人店员汇合各乡的工农军联合武装暴动，夺取城市，占领乡村，马

上形成西南总暴动的割据局面，为江西土地革命的发祥地，并联合湘东南的农民互相策应”。“由

万安广大的农民群众和工农军武装暴动，夺取万安政权。”③11 月 20 日、12 月 18 日和 12 月 31 日，

万安农军在曾天宇、张世熙、陈正人等人指挥下，接连三次向县城发起攻击，因守敌顽抗，农军伤亡

较大，攻城未果。第三次攻城受挫后，万安县委接到毛泽东的来信，大意是: 泽东于本月 X 日集合

部分同志来到井冈山，把原有井冈略加整理，听得万安工作同志的热情甚高，至为钦佩。又闻久攻

敌人不下，是否要由我派一部分武装来协助进行，希明白详答。④ 万安县委当即复信，约请毛泽东

率部进占遂川县城，动摇万安守军斗志，以策应万安农军攻取万安县城。1928 年 1 月 5 日，毛泽东

率工农革命军攻占遂川县城。9 日，万安县委领导农军和群众四万余人第四次进攻万安县城，守敌

弃城逃往赣州。
1 月 11 日，万安县委在县城召开五千多人参加的群众大会。会上由县委提出苏维埃政府组成

名单，推选雇工出身的刘光万为主席。万安县苏维埃政府由七名政府委员组成，其中政府主席一

人。七名委员中工人二人，农民二人，士兵一人，知识分子二人。政府下设土地、军事、交通、建设、
教育、财政、惩办反革命等委员会。此外，尚有清查逆产和粮食管理两个临时委员会。各委员会因

事务繁简不同由三至七人组成，委员会主席均由政府委员担任，每个委员会设秘书一人，由知识分

子任之。政府所有成员均系中共党员。1928 年 1 月间，毛泽东函邀万安县委派人到遂川五华书

院，参加前委和万安县委联席会议。听取曾天宇、张世熙、刘光万等的工作汇报后，毛泽东提醒他们

要防止敌人卷土重来，并嘱咐万一有困难，万安游击中心可由河东转向河西罗塘一带，和井冈山保

持联系。⑤ 1 月 23 日，国民党军队重兵扑向万安，万安县委带领农军放弃县城，转入山区坚持斗争。
对于万安暴动及县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江西省委在一个文件中做出这样的评价:“不但是万安工农

革命胜利的产儿，并且是江西第一个苏维埃，为江西革命开辟了一个新的局面———苏维埃的革命的

局面。”⑥不久，万安暴动领导人张世熙前往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并向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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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介绍暴动经过的报告。
中共中央制定湘鄂粤赣四省秋收暴动计划的初衷，是想以自己掌握的正规军队配合以工农为

主要力量的武装暴动，力争在湖南、湖北、广东、江西等省重创乃至推翻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建立

起省一级的工农革命政权，把南方造成全国革命的战略基地。1927 年 10 月，中央宣称“湘鄂粤赣

四省的秋收暴动均已告一段落”。① 尽管四省暴动计划没有像预期的那样全面开花，推涨全国的革

命高潮，却催生出中国最早的一批县级苏维埃政权。除了当地群众基础好觉悟高、有过多次武装起

义的经验、有强有力的党组织和领导人等共同条件外，这些地方大都远离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地

形条件较好，敌人力量相对薄弱。苏维埃政权经过工农兵士代表大会依照民主程序选举产生，政府

工作人员主要来自于工人、农民、城市贫民、士兵等阶层，建立起了初具规模的政府机构组织，形成

了以开展土地革命，镇压反革命分子，巩固政权和苏区，开展经济建设，建立工农地方武装，援助红

军，加强青年和妇女工作，破除陈规陋习等为主要内容的施政纲领和工作思路。江西省委还制定了

《江西苏维埃临时组织法》、《江西苏维埃临时政纲》等法规性文件。早期苏维埃政权的创建产生了

重大的示范效应，它们的经验对本省邻近地区乃至全国的影响都是不可低估的。

三、城市暴动: 广州苏维埃的标志性意义

广东是中国大革命的发源地，北伐军的出发地，也是国民政府迁往武汉前的全国革命中心。
蒋、汪的叛变，使得重回广东打造革命根据地成为中共中央的优先选择。在临时政治局的战略筹划

中，广东从一开始就被确定为工农武装暴动的重点地区。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入粤，是中央决定起义

时便已有所考虑的，也可以说是既定路线。② 中央曾指示广东省委:“贺叶公开与反革命分裂，一到

广东即可引起农民的暴动，但粤省委仍应以农民为暴动的主力，只有如此，然后才能使贺叶的军队

更加改变其性质，更成为革命的军队，如果广东两湖三省的农民暴动都起来了，全国即可改变一个

形势; 进到土地革命的新时期。”③作为配合，中央还曾设想组建以毛泽东为书记的湘南特委，在湖

南郴州、宜章、汝城地区建设革命政权，接受广东革命委员会的指挥。④ 临时政治局甚至想把中央

机关迁往广东⑤，就近指导南方革命的发展。
南昌起义部队南进受挫，中共中央并未因之放弃广州起义的计划，而是于 1927 年 10 月上旬指

示南方局和广东省委，要尽可能广泛地发动广州周围地区的农民暴动。“广州城内，即须准备暴

动，勇猛的号召工人、手工工人、一般贫民起来，夺取驻军、警察武装，以建立工农平民代表会议。”
“如取得广州，应当召集各路暴动的农民、工人团体代表( 能到多少是多少) ，开一革命会议，选出中

国临时革命政府( 广州市工农、兵士、贫民代表会议———实即苏维埃———应为政府之主干) 。政

府……以保证本党绝对领导权为原则。”并且强调，即使南昌起义部队完全败退，广州周边的农民

大暴动，“也须积极进行”。⑥ 得知南昌起义部队溃败的确切消息后，中央一度要求南方局停止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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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动的计划。① 10 月 15 日，张太雷在香港主持召开南方局、广东省委联席会议。会议认为，广东土

地革命运动仍在高涨，暴动的计划仍应继续实现，现在的暴动不应停止，而应努力扩大。当下的任

务是扩大土地革命与建立工农兵政权的宣传。土地革命应根本打倒地主制度( 不限大、中地主) ，

反对完租，使农民中贫农能普遍热烈的起来参加。政权应归于工农兵代表会( 苏维埃) ，使工农与

兵士均能明确的了解土地革命，夺取政权而合作。② 张太雷说:“过去我们不宣传苏维埃，此后我们

将名不虚传地成立工农兵代表委员会。”③

11 月中旬，粤桂战争爆发，广州落入汪精卫派的张发奎控制之下。广东省委提出要利用两派

军阀相互厮杀的时机，扩大各地工农暴动，联合各地暴动成为广东全省的大暴动，以扑灭此两派军

阀，建立工农兵的政权。④ 17 日，中共中央通过《广东工作计划决议案》，要求广东省委迅速组织全

省工农起义，建立广东的苏维埃政权。26 日，广东省委召开常委会，共产国际代表纽曼参加，会议

决定在广州举行起义，夺取政权。⑤ 12 月 5 日，中共中央批准广东省委的起义计划，要求省委“注

意广州市及四郊工农群众之发动”，“以广州为集中的目标———夺取省政权是对的，但是，千万不要

忽略了乡中土地革命苏维埃政权的根本工作”。并就政权问题特别指示，“应注意: 使群众真切了

解感觉苏维埃是他们自己的政权。故苏维埃成立之后，在此群众斗争之时，必须( 1 ) 多开苏维埃

会议，一切重大政策办法都经过这种群众代表会议决定，一切执行政策，须在会议上报告———不要

将实权尽归之于县苏维埃执委; ( 2) 代表对选举人实行负责报告; ( 3 ) 选举人应能实行撤换代表之

权……; ( 4) 县城中实行职业选举，工厂选举。”⑥广东省委向中央报告了广州暴动的准备和策略，

其中政纲的第一条即是“建立苏维埃政府( 以工人九，农民三，兵士三，党三人组织之) ”。⑦

汪精卫迭电张发奎促其坚决反共。张发奎连日密议，准备对广州城内的共产党人下手。形势

危急，广东省委决定将暴动日期提前一天。1927 年 12 月 11 日凌晨，广州起义爆发。中共掌握的

第四军军官教导团和警卫团分路出击，攻占各重要机关和军事要地，工人赤卫队、市郊的农民赤卫

队参加了攻打敌军据点的作战。上午 6 时，以苏兆征为主席的广州苏维埃政府宣告成立。广州苏

维埃政府第一次会议随即召开，通过一切政权属于工农兵，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等十项决议，以广州

苏维埃主席苏兆征、人民军事委员张太雷、人民内务委员黄平、工农红军总司令叶挺的名义发表

《广州苏维埃政府宣言》，公布了决议的内容。广州苏维埃的告民众书宣布: “广州政权已经被我

们无产阶级夺取过来了，广州一切军队都在苏维埃指导之下了，中国被剥削阶级自己起来夺取了

政权，这是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仅见的。我们誓死保护我们的政权!”⑧12 日午，广东人民拥护苏

维埃大会召开，通过了广州苏维埃政府委员名单、政纲。缓过神来的张发奎、黄琪翔调集援兵，在

英、美、日等国军舰掩护下，与李福林的第五军合力反扑，包围广州。起义军民坚守街垒顽强抵抗，起

义总指挥张太雷中弹牺牲。因敌众我寡，起义军被迫于 13 日撤离广州，分别向东江、北江地区转移。
被中共中央寄予厚望的广州起义为什么会失败? 中共中央与广东省委的看法出现了严重分

歧。1928 年 1 月初，广东省委召开全体会议总结起义失败的原因及教训，由新任省委书记李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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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导通过《关于广州暴动问题决议案》。该决议案着重分析了主观指导上的问题，包括以下数点:

暴动的最高指导机关完全由知识分子组成，缺乏指挥能力，到了危急时候便恐慌动摇; 没有执行以

群众为中心的暴动策略，把此次暴动变成军事投机①; 工人群众尚未发动起来; 农民群众参加暴动

的很少; 参加暴动的赤卫队数量很少，组织性弱，尤其缺乏军事技术的训练; 过去未能积极做兵士工

作，以致暴动时不能尽量瓦解敌人的军队; 暴动以后党的组织几乎失掉作用，同志都自由行动起来，

无法指挥，更无法去领导群众。省委认为，此次暴动“客观上是工农群众革命要求的爆发，但是当

时指导完全是军事投机的方法，如偏重军事，不能注意发动群众，不注意党的组织等，以致使此次暴

动的胜利不能维持。”②几乎同时，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也通过了一个决议案，给出了完全不同的看

法。这个决议案是以参加起义的共产国际代表的报告为基础的。③ 决议也指出了指导机关的缺点

和错误，但强调暴动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敌人的强大: 各派军阀在暴动胜利之后立刻联合起来，集合

了三师的兵力，在英、日、法兵舰的帮助下，从北、西、南三个方向进攻广州，而起义的工农群众军事

上没有经验，缺乏训练，缺少武器弹药，等等。决议对暴动与建立苏维埃的意义给予极高的评价:

“暴动在苏维埃旗帜之下胜利了。……对于一切人都非常明显的是: 这一暴动决不是政权从一派

政客之手转移到别派，而是政权之阶级的社会的移转; 这是全中国以及全亚洲第一次的伟大的尝

试: 用被剥削者的政权代替剥削者的政权。”④起义也因此被中央看作是区别不同革命阶段的重要

标志:“革命已经过渡于比简单的资产阶级国民革命更高的形势，这就是过渡于苏维埃革命———无

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工农独裁革命，这苏维埃革命又是将来进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阶梯。苏维埃

革命已经不是最近将来的任务，而是现在已经开始了，已经成为实际的事实了。”⑤其后，广东省委

多次致信中央，指出中央决议与事实不符，中央则批评省委对暴动的意义估计不足。在中央的要求

下，广东省委被迫撤销了自己的两个决议。⑥

明明同样是起义受挫或言失败，中共中央对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采取了完全不同的

处理方式，态度可谓天渊之别。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的领导人都受到组织处理，而广州起义虽败犹

荣，中央对之不吝赞美。究其原因，是与八七会议之后的中共中央对革命形势、对道路问题的认识

直接关联的。在形势估量和今后革命策略问题上，当时的中央是受“不间断革命”观点支配的。11
月，主持中央工作的瞿秋白发表《中国革命是什么样的革命?》一文，集中阐述了这个观点。文章

说，中国革命的无间断性，是指它是由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无间断的革命。中国只有一个革命，

中国革命除非不胜利，要胜利便是工人阶级领导农民武装暴动获得政权开辟社会主义道路的革命。
瞿秋白断言: “革命并未低落，而正在高涨，中国革命的发展，就在速度上，也是有无间断的性质。
现在虽还不是全国工农总暴动而有必然胜利之形势，但已经是工农民众四处自发的奋斗起来，有汇

合而成较大范围的工农总暴动夺取政权之趋势。”⑦11 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遵循这一基调，进而

提出“造成一省或几省的革命胜利的局面”⑧的口号。按照这个思路，广州起义被赋予了特别的意

义。“在中央的认识上，深信这次广州暴动是广东总暴动的开始，是全国各地工农暴动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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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广州失陷，中央深信只要我们党努力领导已经爆发的农民革命的高潮，领导他作不断的发动，

全省的暴动局面是必然成就的。”①决议还进一步勾画出夺取全国政权的前景和路径。“中国革命

阶级便尽有可能于全国工农革命胜利之前，在几个较大的区域之内，博得工农暴动的胜利，建设苏

维埃政权，继而保障其胜利，更进而扩大争斗，使此政权扩展到其他区域以及整个四百兆人口的中

国。共产党能够而且必须在相当具备的条件之下，在有二千万或四千万人口的省份之中，领导民众

起来，夺取一省或几省，在暴动之后组织军队，建立苏维埃政权，使革命扩张于全中国。”②虽然广州

苏维埃政权只维持三天便失败了，但在中央看来，这并不等于城市暴动道路的失败，城市暴动仍是

夺取一省数省乃至全国政权的可靠途径。
与“无间断革命论”相联系的是“城市中心论”。中共中央在广州起义的筹划和发动过程中，多

次给予指示，并在起义后发出告民众书，为起义造势。共产国际、赤色职工国际也密切关注起义的

进展，连续发表宣言和文告，号召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众给起义以各种援助。中共中央和共产

国际之所以如此看重广州起义，很大程度上是由广州的中心城市地位所决定的。无产阶级是中国

革命的领导力量和主力军，而无产阶级多集中在大中城市。中国革命要取得胜利，也必须像俄国革

命那样，采取城市暴动的斗争形式。这种观念在中央主要领导人瞿秋白、李立三等人头脑中是根深

蒂固的。9 月的政治局决议就强调，只能在中心城市建立苏维埃。12 月 15 日，中央致信湖南省委

说:“城市要成为暴动的中心指导者，尤其是工人阶级要在暴动中真能领导农民暴动才能成功。这

无论在理论上与事实上都是应该如此的。”③广州起义失败后下达的有关武装暴动政策的中央通告

重申:“城市———无产阶级的中心区域，在这种农民暴动自发的汹涌潮流之中，自然应当成为夺取

一或几省政权之总暴动的中心与指导者。”④受上述观点的支配，中共中央把革命的成功完全寄托在

城市暴动上，不仅没有从广州起义的失败真正吸取教训，反而将其看成是新的革命高潮开始的标志。
此外或许还有一个不便明言的原因，那就是，如果否定了广州起义，也就等于否定了共产国际

和斯大林对中国革命指导的正确性，而这在那时是完全无法想象的。依照共产国际所谓的“第三

期理论”，中国革命的第一时期，是总的民族联合战线时期，也就是广州时期。第二时期是左派国

民党的时期，亦即所谓武汉时期。南昌暴动失败结束了左派国民党的时期，而广州暴动开始了中国

革命的第三时期，即苏维埃时期。随着第三时期的到来，革命的任务也发生了相应变化。“中国革

命现在资产阶级性民权主义的阶段上的第三个任务，已经就是力争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 苏维埃)

的政权，这是引进广大的劳动群众参加管理国事的最好方式，也就是实行工农民权独裁制的最好的

方式”。“以苏维埃为国家政权形式的工农民权独裁，就可以成为转变到无产阶级独裁的出发

点。”⑤显然，海陆丰、琼崖、万安等地由地方党组织领导的以农民为主体的局部暴动，那些活动于偏

远山区的县级苏维埃，是不足以承担如此使命的，只有依托广州苏维埃这样的大城市苏维埃，才有

可能建立国家级的革命政权，实现从工农民主专政向无产阶级专政的转变。基于此，已经失败的广

州起义被生生说成是“胜利的暴动”，成为“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中历来政策之正确”的证明。⑥

广州起义失败后的几年中，中共中央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广州起义开辟革命新阶段的巨大意

义。1928 年 1 月 22 日的中央决议指出: 广州暴动“开始了中国革命的新阶段———苏维埃革命的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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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只有这一革命的扩大和深入，达到全国的胜利，才能够解放几万万中国的工农民众，而推翻

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统治，建立苏维埃的中国。”①中共六大的决议承认“广州暴动在革命失败过程

中成为‘退兵时的一战’”，在由劳动群众直接选举产生苏维埃方面做得不够好，同时又肯定广州暴

动“开始了中国革命的第三时期———苏维埃时期”。② 同年 12 月的《中国共产党对广州暴动纪念宣

言》也称: 广州暴动“证明了工农兵代表会议( 苏维埃) 政权，是完成中国革命( 真正民主) 政权形

式; 他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新时期———到了苏维埃的阶段”。③ 1929 年 11 月的一个文件更是不无夸

张地放言:“广州暴动如果胜利了，毫无疑义的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最后完成，转变到无产

阶级革命的正式开始”。④ 这清楚地表明，中共中央仍沉浸于中心城市起义的幻相中，弯路还要继

续往前走。只是随着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的确立，广州起义在特定背景下被赋予的符号意义

才逐渐淡化了。

四、红色政权理论与新道路的求索

毛泽东是最早提出创建苏维埃政权的中共领导人之一。中央决定发动湘鄂赣粤四省暴动之

后，毛受命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到湖南组织和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1927 年 8 月 20 日，毛泽东致

信中央，强烈要求抛弃国民党的旗帜，坚决地树起共产党的红旗，用共产党的名义来号召暴动，提出

在暴动中应迅即建立苏维埃政权。⑤ 湖南省委给中央的报告中也提出: “坚决地夺取整个的湖南，

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⑥客观地说，这个时候毛泽东对苏维埃革命的认识，尚未

超出对苏俄模式的简单仿效。中央否决了毛泽东的主张，在复信中说，以为“可以抛去国民党的旗

帜，实现苏维埃的政权”，“这是不对的”。眼下不是提出苏维埃口号的时机，更不是马上建立苏维

埃的时机，起义仍要使用国民党的旗帜。要求他们“务须”执行中央决议。⑦ 秋收起义部队不顾中

央禁令，还是举起共产党镰刀斧头的红旗，使用了“工农革命军”的名号。在暴动范围问题上，毛泽

东与中央的看法也不一样。中央觉得湖南的条件较好，提出了湘南、湘中和湘东多点同时暴动，然

后进攻长沙的暴动方案。⑧ 毛泽东不赞同以长沙、衡阳、宝庆三处为中心的全省暴动计划，力主缩

小暴动区域。省委采纳毛泽东的意见，决定首先在条件较好的平江、浏阳、醴陵、安源等地发起暴

动。⑨ 秋收起义遇挫后，毛泽东在文家市前委会议上断然否定了继续进攻长沙的意见，坚持起义部

队应转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在那里寻求落脚点，保存实力再图发展。据谭震林回忆，在做

出“安家井冈”决策的古城会议上，毛泽东指出，罗霄山脉中段地势险要，有利于武装割据，开展游

击战争。边界特产丰富，群众基础又好。我们可以关了东面打西面，关了南面打北面。敌人奈何我

们不得。中国的形势会有大的转变，广大农村是海洋，我们像鱼，农村是我们休养生息的地方。建

立以宁冈为中心的湘赣边界武装割据，意义决不限于六县，对夺取湘鄂赣三省政权都是有很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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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① 避开强敌，主动走向农村，是秋收起义不同于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的一个极其鲜明的特点。
就在批评毛泽东和湖南省委之后不到一个月，中共中央决定彻底抛弃国民党的旗帜，正式提出

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任务。11 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进一步提出，要把苏维埃作为党在现阶段

的主要口号，把“一切政权归工农兵士贫民代表会议”作为武装暴动的总口号。就是在这次会议

上，毛泽东被解除了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的职务，理由是他对湖南省委在秋收起义中“军事投机”
的错误“应负严重的责任”。② 12 月 31 日，中共中央致信湖南省委，再次对毛泽东表示不满，责备

他“未能实现党的新的策略，在政治上确犯了极严重的错误”。命令湖南省委派人前往红四军传达

11 月会议决议，改造红四军内党的组织。③ 中央的指责是有违实际的。其实大约就是在这个时候，

毛泽东已经确定了“以宁冈为大本营”的想法，开始了对井冈山根据地的经营，这与中央来信提出

的“在湘赣边境或湖南创造一个深入土地革命的割据局面”的目标是完全一致的。就井冈山地区

的政权建设与土地革命而言，与海陆丰等地比较起来毫不逊色，而且更为深入。
从 1927 年 11 月底起，秋收起义部队便与省委和中央失去联系，除了偶尔得到湖南、江西两省

委和经其转来的中央来信，“党的一切主张政策全不知道”。④ 因此，井冈山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完

全是靠毛泽东等人在实践中摸索着进行。通常的做法是，“红军一占领了某处后，即派大批同志去

乡村组织苏维埃，首先召集一个群众大会，宣传苏维埃的意义，即时由群众中选举委员即产生执

委”。到后来，已经形成从乡到区到县的比较完备的政权系统。“各县有县苏维埃，其下有区苏维

埃、乡苏维埃，凡有党的组织处都有苏维埃的组织。”⑤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是井冈山地区建立的第一

个县级红色政权。1927 年 11 月中旬，工农革命军攻占茶陵，成立茶陵县人民委员会，部队派人去

当县长，其他一切还是沿用旧政府的办法。毛泽东得知后，立即去信要求加以改变。11 月 28 日，

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成立，工人出身的谭震林被选为主席。新政权成立后，马上分派人员到城郊农村

发动群众，打土豪，组织赤卫队。遂川县工农兵政府成立于 1928 年 1 月 24 日。工农革命军攻入遂

川县城，赶走了地主武装靖卫团。在遂川县工农兵政府成立大会上，选举贫苦农民王次淳为政府主

席，宣布全县工农兵代表大会为最高权力机构，宣读了由毛泽东主持制定的施政大纲三十条。2 月

21 日，宁冈县工农兵政府成立，雇农出身的文根宗被选为主席。因为中央没有制定统一的苏维埃

组织法和政纲，井冈山各县政权机构都是根据实际需要设置的，县政府一般下设土地部、财政部、军
事部、教育部等四五个部，每部约有三四个工作人员。遂川县工农兵政府还发布了施政大纲，规定:

“工人、农民、士兵和其他贫民，都有参与政治的权利”;“凡工农兵平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
住、罢工的绝对自由”;“全县工会、农民协会、工农革命军的组织到了全县以上的时候，应立即召集

全县工农兵代表大会，并选举正式人民委员会，为全县执掌政权的机关”;“凡地主、祠庙、公共机关

的田地、山林和一切附属”，分给“贫苦人民和退伍士兵耕种使用”;“工农平民从前的欠债、欠租、欠
税、欠捐，一律停止偿还和缴纳”。⑥ 这个大纲较为完整地反映了中共在民主革命中的主要政治主

张，代表了工农群众的要求和愿望，为井冈山地区和后来赣南、闽西等根据地的政权建设提供了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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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1928 年 5 月中旬，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在宁冈茅坪成立，袁文才任主席，设土地、军事、
财政、司法四个部和工农运动、青年、妇女等三个委员会，统一领导边界各县工农兵政府。6 月 23
日龙源口战斗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入全盛期。“割据区域计有宁冈全县、永新全县、莲花全县，

吉安一小部分、安福一小部分，遂川之北乡、酃县之东南乡一部，横直数百里。方在极力做深入土地

革命的工作，分配土地，建设苏维埃，肃清封建残余，创造工农武装，并发展党的组织，以期巩固即得

之胜利，同时并企图渐次向外发展，以推广和扩大割据区域。”①

在井冈山的割据实践中，军事斗争是开辟、巩固和发展根据地的先决条件和有力支撑。政权建

设也好，土地革命也好，都离不开武装力量的保卫。1928 年 4 月中旬朱毛部队会师，使井冈山的军

事力量得到极大加强。毛泽东高度重视政治上建军，为部队确定了支部建在连上、官兵一致、三大

任务、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等建军原则，通过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以及对绿林武装的改造，努力打

造一支新型人民军队。除了打仗，发动群众、创建红色政权、领导分田分地也是红军的重要任务。
在战略战术上，则是坚持以根据地为依托，灵活机动，力避强敌，拣弱的打，形成了以“十六字诀”为

中心的游击战争作战原则。地方武装是主力红军的重要配合力量，随着割据区域的不断扩大，边界

各县都建立了县赤卫大队，区、乡两级也有赤卫队、暴动队。“各县的地方武装，赤卫队各有快枪数

拾或两百余不等，枪枝半由红军中拨给，半由自己在斗争中得来，合计赤卫队的枪枝共有九百余

枝。”②红军在根据地作战时，地方武装给以有力配合。红军主力离开后，地方武装便承担起保卫根

据地的重任。井冈山所创造的正规红军、地方武装、赤卫队相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在保卫根据地

和边界政权的军事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后来也为各大苏区所采用。
实行坚决的土地革命，则极大地激发出广大农民的革命积极性，组织起来的贫苦农民成为红色

政权坚实的群众基础。1927 年 11 月和 1928 年 5 月，毛泽东分别在宁冈茅坪和永新塘边村开展农

村调查，对边界地区土地占有状况得出如下结论:“大体说来，土地在百分之六十以上在地主手里，

百分之四十以下在农民手里。”③1928 年 2 月，毛泽东亲自到宁冈大陇乔林村进行分田试点。3 月，

工农革命军在酃县中村、桂东沙田进行小规模分田试验。5 月，中共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提出

了“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的政策。此后的两个月，井冈山地区展开广泛的分田运动。分田主

要在乡苏维埃主持下进行，部队抽调干部，深入各县发动群众，掌握政策，指导分田。湖南省委巡视

员杜修经 6 月中旬的报告述及:“现在宁冈的土地已快分清楚，永新也分了一部分。分配的方法，

多以乡苏维埃为单位，由区苏维埃派人协同乡苏维埃将全乡每家土地、人口调查清楚( 如少报土地

的，查出后，即取消其分田的权利) ，再由乡苏维埃将人口、土地统计，看每家分多少，乃根据他原有

的田数定其应出进多少。分定后出一榜，又依榜到各田去插一牌子，即归其正式营业。如过去我耕

田很多，现在分少了，原田分给别人了，农民便要拔去秧苗，不要好了别人，结果是由现得田的人补

以工钱，或将来平均分谷解决了。照他们这种方法，每人可分谷八担，大小人口一样的多。”④中共

湘赣边界特委书记杨克敏也在报告中说: 在边界的割据区域内，曾经普遍地分了田。⑤ 土地革命的

开展，摧毁了农村中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和生产关系，实现了乡村社会结构的改变和重组。在斗争中

得到实际利益的广大贫苦农民，成为边界苏维埃政权的忠实拥护者。
毛泽东是把井冈山作为长期的战略基地进行经营的。对中共中央、江西省委、湖南省委、湘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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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册，第 26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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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委或要求红军去赣南，或去湘南，或去湘东，他内心都是不赞成的。1928 年 5 月初，他经江西省

委致信中央说明:“所以不直下吉安者，因采取对内对外都使深入的策略，以永新为中心而附近各

县发起暴动。对内建立党( 军队的) ，军队筹款子做衣服; 对外帮助地方发起工农暴动，建立工农政

权分配土地。因此决定把打吉安的功夫来做这些事比较的有意义的多。”①6 月中旬，又致信湖南、
江西两省委并转中央，阐述以宁冈为中心的考虑:“以宁冈为大本营，其理由有三: A. 此间系罗霄山

脉中段，地势极好，易守难攻。B. 党在此间是由无组织进为有组织，民众比较有基础( 赤卫队、赤色

游击队组织了) ，弃之可惜。C. 湘南、赣南只能影响一省并只及于上游，此间可影响两省并能及于

下游。因此三个理由，我们只有用全部力量与敌人争斗，决无退却抛弃。”②他还当面对湖南省委代

表表示: 我们看永新一县，要比一国还重要，所以现在集中人力在这一县内经营，想在最短的时间

内，建设一个党的坚实基础。③ 他在给湖南省委的信中感慨颇深地说:“过去全国暴动，各地曾蓬勃

一时，一旦敌人反攻，则如水洗河，一败涂地。此皆不求基础巩固，只求声势浩大之故。我们此刻力

矫此病，一面为军事建立一大本营，一面为湘、赣两省暴动前途建立一巩固基础。”④可惜，毛泽东的

良苦用心并未得到理解。边界割据时期遭遇的两次重大损失，即“三月失败”和“八月失败”，均与

湘南特委和湖南省委不顾湘敌强大，强令井冈山主力部队冒进湘南有关。
经过一年多的湘赣边界地区割据的实践，毛泽东开始把对苏维埃政权建设的基本路径和内容，

对于农村和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作用的认识，提炼为系统性的理论。在 1928 年 5 月下旬召开

的中共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他所做的报告总结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经验，初步回答了红四

军部分官兵中存在的“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问题。⑤ 10 月，又起草《湘赣边界各县党第二次代表

大会决议案》，深入分析中国红色政权能够发生、存在的原因和条件，强调“‘工农武装割据’的观

念，是共产党和割据地方工农群众必须充分具备的一个重要观念”。他还颇具远见地指出了小块

红色政权存在与发展的前景: “全国革命是向前发展的，则小块红色政权之长期存在不但没有疑

义，而且必然的要做政权取得的许多力量中间之一个力量。”“不但小块红色政权之长期存在没有

疑义，而且是继续发展日渐接近总政权之取得的。”⑥这清楚地说明，毛泽东已经从夺取全国政权的

战略高度，看待边界割据及红色政权创建与发展的意义。
11 月初，红四军前委收到中共中央 6 月 4 日的来信。中央认为，目前工农革命运动虽尚未到

一个全国的高潮，但一天一天地在继续高涨。湘、鄂、赣、粤几省已经进入了深入土地革命的阶段，

在这几省有暴动夺取省政权的可能。中央给红四军的任务是，在湘赣或赣粤边界“发动广大的工

农群众，实行土地革命，造成割据的局面向四周发展而推进湘鄂赣粤四省暴动局面的发展”。⑦ 来

信提出了一些正确意见，比如，强调加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作用，加强对红军组织上政治上

的改造，加强苏维埃政权建设，防止党命令苏维埃的毛病，批评一个时期中存在的过度烧杀的现象，

指示成立统一领导边界地区的红四军前委，成立割据区域的最高苏维埃等。毛泽东与井冈山党政

军领导对来信进行深入讨论后，于 11 月 25 日写出《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报告》。⑧ 报告总结井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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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江西省委转来毛泽东同志的信》，《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党的系统》第 1 册，第 3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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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斗争中有关党的领导、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等工作的经验，对红色政权思想作了更为

系统完整的阐述。报告指出，苏维埃割据的存在及发展，必须具备一些基本条件，这些条件是:

“( 1) 有很好的群众; ( 2) 有很好的党; ( 3) 有相当力量的红军; ( 4) 有利于作战的地形; ( 5) 有足够给

养的经济力。”①报告尤其强调了从战略高度进行正确判断和决策的重要性。“全国各地许多小块

赤色政权之失败，不是客观上条件不具备，就是主观上策略弄错误。至于主观上策略之所以错误，

乃全在未曾把统治阶级政权稳定时期与破裂时期这两个不同的时期分别清楚。”②井冈山根据地能

够不断发展，主要原因就在于采取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毛泽东还对土地革命中的阶级政策进行

了深入思考，提出了需要重视争取中间阶级的问题。他认为，实行没收一切土地重新分配的办法，

对自耕农打击过重，是拿不住中间阶级的主因。其后果是，白色恐怖一来，中间阶级几乎完全依附

于豪绅阶级，使贫农阶级成了孤军。他提出了“向自耕农让步”的设想，即在新区不采取没收政策，

使自耕农帮助贫农打击豪绅势力。报告重申，以宁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中段是最有利于实行割据

的，“罗霄山脉中段政权之创造与扩大这个政策，是十分必要与十分正确的”。③

红色政权理论产生于湘赣边界工农武装割据的实践土壤之中，它把移植于外国的苏维埃政权

与中国社会自身要求的土地革命结合起来，着重解决了在中国进入土地革命阶段以后，共产党应该

如何在偏远乡村创造根据地，建立和巩固革命政权，深入开展土地革命的问题。在这里，武装斗争

是主要斗争形式，土地革命是主要斗争内容，革命根据地是主要战略依托，三者紧密联系，相互配

合。这样一条苏维埃政权本土化的路子，显然有别于当时中央所主张和希望的，通过朝夕之间的突

发式的中心城市起义，一举夺取政权取得革命胜利的路子。其突出特点有二: 一是坚持立足乡村，

经营乡村，以乡村为革命的前进基地。二是强调革命的渐进性和长期性，实行有步骤地推进。这无

疑是中共早期武装暴动和政权建设最重要的理论收获。当然，这个时候的毛泽东作为一个割据区

域的领导人，也还没有全党应把工作中心放在乡村的思想，他的过人之处，在于对农村革命根据地

和政权建设的战略作用，有了独创性的思考和认知。所以，毛泽东在 1965 年 5 月重上井冈山时才

说:“土地革命时期，我们建立了农村革命根据地，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燎原之火。井冈山的

斗争，指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新方向。”④“新方向”一词，恰如其分地表达了井

冈山红色政权建设实践的真正意义。

结语

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兴起，与国共合作破裂并由此导致的大革命失败有着历史的因果关系。依

照中共二大以后形成的革命理路，民主革命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基本上属于资产阶级性质的国家政

权，等到这一步完成以后，再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国家。国民党新军

阀突如其来的叛变，阻断了这个正常的逻辑进程，曾经前途光明的大革命訇然坍台，中途夭折。作

为对这一重大事变的因应，中共独立做出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决策，组织和领导了一系列工农武装

暴动。而暴动后采取苏维埃政权形式的决定，更大程度上是在共产国际主导下匆忙做出的。它是

以这样一个判断为前提的，即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上层已经完全背叛革命，革命的动力只有无产

78

①
②
③
④

毛泽东:《井冈山前委对中央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516 页。
毛泽东:《井冈山前委对中央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516—5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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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和农民，中国革命只能由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来完成。因此，新政权的构成不应再包括资产阶级

和小资产阶级上层在内，只能实行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制度。这个推论在十年内战中一直影响

着中共政治路线和阶级政策的制定。不过，苏维埃这颗来自国外的种子，终究还是乘着工农武装暴

动的风雨裹挟，沉落在古老中国的土壤里。在武装斗争的路径选择上，中共决策层显然没有从广州

起义的失败中汲取教训，仍把革命成功的全部希望寄托于城市暴动。准备暴动和实行暴动，被看作

是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权的唯一出路。① 为了实行这种以城市为中心、以暴动为夺取政权主

要手段的斗争策略，中央要求被置于从属和配合地位上的农村根据地和红军“积极的向外发展，扩

大苏维埃区域”②，以促成直接革命形势的及早到来，完全没有从事长期战争的思想准备和打算。
然而，在远离莫斯科和大上海的井冈山，从湘赣边界工农武装割据的斗争实践中产生的红色政权理

论，坚持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政权建设有机结合起来，采取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与强敌周旋，在

敌人统治薄弱的广大乡村经营长期的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则为中国革命指示出另外一个可能的方

向，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人自主探索革命政权建设的先河。

〔作者于化民，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100006〕
( 责任编辑: 薛刚)

·书 讯·

《孙中山全集》
尚明轩主编，人民出版社 2015 年 6 月出版，16 卷，2600 元

本书历时六年编纂完成，收录孙中山著述 11500 余篇，共计 1010 余万字。编者汇集梳理近二十种

孙中山文集，广泛搜集近三十年来披露的新资料，增补了二十余篇从未在大陆发表过的文章。在编辑

过程中，重新查阅了部分文献的原始档案，采用“百衲本”的方式对现存文稿加以核校。除辑佚修订

外，编者在吸收学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部分文献又作了进一步的考释辩证。
在目录编排上，全集将孙中山著述以文体性质分类，按类别和篇幅列卷，依时间顺序确定次序，共

分专论、文集、函札、文电、演说、谈话、公牍等二十二类，编定为十六卷，将集中体现孙中山政治思想的

五篇重要著述( 即《三民主义》、《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和

《五权宪法》) 置于全集之首，另增补外文著述和题词遗墨两大类文献，并单独列卷，力求最大限度地重

现孙中山的思想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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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政治议决案》，《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1921—1949) 》第 5 册，第 389 页。
《中共中央给毛泽东等的指示信》，《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1921—1949) 》第 5 册，第 588 页。从内容判断，此信写于中

共六大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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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stablishment of Japanese Concessions in Treaty Ports along the Yangtze Ｒiver Valley in the
Six Years after the First Sino-Japanese War( 1894—1895) Li Shaojun( 4)…………………
After the signing of the Treaty of Shimonoseki，in order to enjoy the same status and rights as the Western great

powers，Japan was eager to establish exclusive concessions in some of the treaty ports along the Yangtze Ｒiver
Valley. However，based on the suggestions of Zhang Zhidong and other officials，the Qing government responded to Japan
by establishing foreign markets under Chinese sovereignty. At the same time，the government accepted Li Hongzhang’s
proposal to use the Western powers to contain Japan. Japan and China negotiated for six years over the establishment of
Japanese concessions in Suzhou，Hangzhou，Shashi，Hankou，Chongqing and Shanghai. From beginning to end，Japan
aimed to strip away China’s administrative jurisdiction over Japanese concessions and implement extraterritoriality，while
also trying to transfer the burdens of establishing the concessions to China. However，this was resisted by both the Zongli
Yamen and the local governments that would have been affected by the concessions. In the end，Japan used its power to
force the Qing government into submission. After establishing a framework for exclusive concessions in Suzhou and
Hangzhou，Japan extended it to the other treaty ports. Japan，however，was worried about the responses of the Western great
powers. Because Japan’s scheme to establish an exclusive concession in Shanghai conflicted with the British and American
plan to enlarge the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and moreover had no other advantages，Japan chose to abandon its
plans in the end. Zhang Zhidong led the Qing government to resist the establishment of Japanese concessions for a time，but
after he turned to a“policy of uniting with Japan，”his attitude and conduct saw major cha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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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ring the Qing and Ｒepublican Periods Xiong Yuanbao( 30)…………………………………
Many prostitutes and brothels were concentrated in the Eight Big Hutongs，which were located in the bust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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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iods，this area therefore had a special symbolic meaning in the composition of Beijing’s spaces. This composition of
space formed gradually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Qing dynasty，owing in part to the area’s high population density，

unbalanced gender ratio，and large populations of itinerant people and outsiders. However，the main reasons were the
influence of the early-Qing policies of“separating Bannermen and Han people”and removing entertainment facilities from
the inner city. The area’s composition was also related to the speci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Qing government and the fact
that，in reality，the outer part of the city became the area where the entire capital received daily social services. During the
New Policies of the late Qing，which were influenced by Japan and Europe，the municipal administration system adopted
regulations such as issuing licenses to prostitutes and brothels，registering them，and requiring physical examinations. That
meant the government officially admitted the existence of“licensed prostitution，”but limited it to the area in which brothels
already operated. Afterwards，the municipal government of Beijing in the Ｒepublican period carried on and expanded upon
the regulations of the late Qing，and fixed the spatial location of the“red light district”in downtown Bei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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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1915—1930) Jia Changbao( 45)…………………………………………………………

The Soviet Ｒevolution: From Propaganda Slogans to a Program of Action—An Analysis Centered
on the Armed Ｒiots and Construction of State Power in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Yu Huamin( 69)………………………………………………………………
The rise of China’s Soviet movement had a causal historical relationship with both the rupture of relations betw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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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CP and the Kuomintang and the failure of the Great Ｒevolution. The sudden betrayal of the KMT’s new warlords
obstructed the ordinary logic processes of China’s bourgeois democratic revolution. In response to this important incident，
the CCP independently decided to pursue armed resistance against the KMT，but its decision to adopt the Soviet form of
government was the result of suggestions from Stalin and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A series of CCP-led armed riots
produced the earliest group of county-level Soviet governments in history. However，the leadership of the CCP placed all
its hopes for the success of the revolution on the cities，and focused its energy on beginning rebellions in central
cities. They were unable to draw lessons from the failure of Guangzhou Uprising，instead inappropriately exaggerating the
symbolic significance of the Guangzhou Uprising and the Guangzhou Soviet. Actually，it was the theory of red political
power put forward by Mao Zedong，based on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s of building Jinggangshan Base，that led the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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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mple at Xishan Mountain in the environs of Nanchang and also the surrounding rural areas during the New Life Movement
from 1934 to 1936.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Communist suppression，”the New Life Movement largely relied on methods
that exceeded the boundaries of official governmental functions and levels to mobilize the bureaucracy，and established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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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ring the War of Ｒ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He Fangyu( 106)………………
In early 1940，when Zhejiang University moved successively to Zunyi，Meitan and Yongxing cities in Guizhou

province，it came into conflict with the Guizhou province Kuomintang Party Headquarters over the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Taking“anticommunism”as a pretext，the local party headquarters actively intervened in university affairs. The
contradictions between the KMT provincial headquarter and the university intensified during the Anti-Confucianism
Movement in early 1942，and ended with the arrest of students. The measures adopted by the KMT authorities made Zhu
Kezhen and other neutral scholars increasingly mistrust the KMT.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ncept of local
administration in which the authorities“emphasized the government over the party，”the efforts and counterattacks pursued
by local KMT party committees at all levels throughout Guizhou province in pursuit of dominance，with Huang Yuren as
leader，to some degree reflected the chaos of the KMT central authorities’administration of the loca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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