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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民主革命理论建构中的
“封建”意涵之演变

翁有为

内容提要 “封建”概念在中共民主革命时期理论建构过程中具有重要地位。中共在建

党之际，从世界革命的视野和历史发展序列中，探讨了军阀的“封建”性质，主要进行反

“封建军阀”的革命斗争，其意涵主要体现在政治方面; 国共合作建立后，随着大革命的发

展，认识到军阀与其背后的农村地主同属“封建”范畴，初步形成了由反城市“封建军阀”
到反乡村“封建地主”的理论与实践。土地革命时期，中共进行以没收地主土地为主要内

容的反封建地主的土地革命，封建概念主要体现在经济方面。抗战时期，封建概念成为中

国共产党人建构新民主主义理论大厦和斗争实践的重要支点，体现了其在政治、经济和文

化等方面全方位的建构和深化。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共对国情、社会性质、革命对象和

革命任务等重大理论与实践的艰辛探索过程，体现了理论既指导实践又随着实践的发展

而不断深化、修正和丰富的辩证而生动的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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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一词，是中共革命理论体系建构过程中具有核心意义的概念，其意涵随着革命理论与

实践的探索不断丰富与发展。本文拟对这一概念意涵的发展、演变的历史脉络做一梳理。

一

在中共建党以前，陈独秀等人就在《新青年》杂志发表了涉及“封建”概念的文章，但那时的“封

建”意涵，虽然是从新文化“批判”话语的角度上使用的，其词意所指主要还是中国先秦时代“封建

制度”的固有含义。①

中共建党之际面临的最严重的国内问题，是北洋军阀造成的分裂与纷争。军阀政治这种乱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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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翁有为《五四前后陈独秀等对“封建”意涵之探索:“反封建”话语的初步形成与发展》，“唯物史观与民国学术及社会

发展研讨会”论文，北京，2017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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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然引起以救国为己任、正在建党的早期中共党人的关注。在陈独秀看来，民国成立后“武人割

据”和“尊祀孔子”两种现象的出现，即是“封建主义支配一切精神方面及物质方面底明证”。① 即

军阀割据和尊孔就是一种“封建主义”。“封建制度”在此已转指现实中的军阀及其依附性力量。
值得注意的，这不是中国固有古义向今义的转化，而是从近世“法兰西大革命以前的欧洲，俄罗斯

大革命以前的亚洲”的“封建主义”意涵转化而来。② 这里的“封建主义”带有“专制”之意，作为“资

产阶级”的对立概念使用。
中共作为一个新型革命党，一旦正式建党，必须制定明确的奋斗纲领。其最高纲领无疑是“实

现共产主义”; 而现实的奋斗纲领和目标，则必须根据当时中国的实际确定革命的对象和任务。军

阀造成国家纷乱危机和阻碍社会发展，无疑是革命对象。军阀是反对南方资产阶级革命势力的，因

此是“封建的”或“半封建的”。据陈独秀观察，“封建式的大小军阀各霸一方”，“半封建半民主的

国家建设在军阀和人民两种权力之上”。③ 这一话语表明，“封建”指称军阀，“半封建”则指因“军

阀”权力与“人民”权力对立而使军阀之封建势力削弱呈为“半”的状态和属性。在蔡和森看来，军

阀控制的“北方军队”“就是‘封建的’恶势力”。④ “封建”和“半封建”，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对军阀

势力属性及其阻碍社会前进状况和性质的概括。因此，中共革命的目标之一，就是“对内倾覆封建

的军阀，建设民主政治的全国统一政府”。⑤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中共二大通过的决议中才形成了

中国革命的目标是联合民主派“打倒公共的敌人———本国的封建军阀及国际帝国主义”即“反帝反

封”的全党共识。⑥

中国共产党人在建党之际对“封建”问题的探讨，从理论上自觉地将中国革命反对军阀的斗争

纳入近世以来从世界资产阶级革命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序列之中。在世界革命话语中，资产阶

级通过反对封建主义的革命取得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推动了历史的进步; 俄国十月革命通过

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进化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新世纪。而在中国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新兴

工人阶级的代表中国共产党则需要联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这就将中共革命框定在反“封建”军

阀斗争的资产阶级革命范畴内。因此，将革命对象军阀确定为“封建”性质，绝不是一个名词或概

念问题，而是关乎中国革命处于何种阶段、属于何种性质的核心及基础性的理论问题。这是中共在

建党之初形成的一个关键性的重要理论表达。

二

中共成立后即投身于中国民主革命的实践。当时中国革命的内部任务，是要打倒军阀统治，结

束中国的分裂割据状态，为现代化建设奠定统一和稳定的社会秩序。然而，军阀掌握着国家政权，

力量非常强大，中共党人却力量弱小，要实现革命目标，就必须联合其他阶级组成统一战线共同革

命。在中国南方，有与北洋军阀相对立的孙中山革命力量，为中共寻找政治盟友提供了现实可能。
而孙中山也势单力弱，需要联合对抗北洋军阀的盟友。陈独秀认为，“革命的资产阶级应该和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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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国庆纪念底价值》( 1920 年 10 月 10 日) ，《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4 年版，第 33 页。
陈独秀:《国庆纪念底价值》( 1920 年 10 月 10 日) ，《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第 31 页。
陈独秀:《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 1922 年 6 月) ，《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第 187、18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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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 1922 年 7 月)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6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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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无产阶级妥协，打倒共同敌对的军阀阶级”即“封建的北洋派”。① 陈氏说的“妥协”，即指两个阶

级政治上的“合作”。
相对于军阀统治的力量，刚刚建党的中共仅联合南方软弱的资产阶级革命力量，整体力量仍嫌

不足，还必须联合更广大的群众性基础力量。因此，中共三大指出:“国民革命不得农民参与，也很

难成功。”因“农民当中国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占非常重要地位”。② 陈独秀甚至提出农民是“国

民革命之伟大的势力”。③ 认识到农民在革命中的重要地位，是中国革命一个重大的理论突破。
1924 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后，通过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打倒“封建军阀”的部署在逐步

深入，对“封建”问题的认识也在深化。军阀的社会基础是什么? 这个社会基础是不是“封建”的性

质? 在 1924 年 5 月举行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形成了“享有土地及使用土地的制度在经济上有

一种半封建半宗法的阶级关系”的认识。④ 就是说，与农民对立的享有土地的地主豪绅，与军阀具

有同样的“封建”或“半封建”属性。军阀与地主在现实社会中有密切的亲缘关系，军阀不仅掌握军

队、控制政权，还在农村广置田产，本身就是大地主; 而且军阀要维护其有效统治，必须依靠农村的

地主豪绅来维持基层的社会秩序。而国共合作所从事的国民革命，其主要内容之一就是“扶助农

工”，恰恰威胁了农村中地主的利益，动摇了军阀所控制的农村的基础。1925 年 10 月毛泽东对这

一问题的分析就已很清楚:“革命的民权主义叫我们反抗军阀，使中国人民自立于统治地位。革命

的民生主义叫我们反抗大商买办阶级，尤其是那封建宗法性一切反动势力根本源泉之地主阶级，使

中国大多数穷苦人民得享有经济幸福。”⑤在这里，革命的范围自然包括了“封建”的军阀和“封建”
的地主。1926 年 7 月，在中共中央第三次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通过的政治报告中指出:“旧的士绅

如城市及乡村之劣绅地主土豪，专替军阀官僚剥削农民，他们乃是中国半封建势力之真正基础。”⑥

在此，地主属于“封建”或“半封建”的范畴为党内所确认。1926 年 9 月，毛泽东进一步明确指出:

“经济落后之半殖民地的农村封建阶级，乃其国内统治阶级国外帝国主义之唯一坚实的基础。”因

此，他认为中国革命的“最大的对象是乡村宗法封建阶级( 地主阶级) ”。⑦ 随着国民革命的推进，

南方乃至北方豫陕广大地区农民运动蓬勃兴起，引起了农村中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矛盾的激化，使

得中国革命由反“封建军阀”阶段深入到反“封建地主”的阶段，如彭湃所总结的那样: “革命的斗

争，由都市而转入于农村，现在正是农村中革命势力与反革命势力不断的冲突到最利害的时期。”⑧

这一时期高涨的农民运动，动摇了军阀统治的基础。当北洋军阀势力被基本摧毁后，也正是基于农

民运动的蓬勃发展对地主阶级的打击，在国民党将领李宗仁看来“造成社会上的大恐慌，此实为促

成国民党‘清党’的主因”。⑨ 但从实质上看，国民党逐渐右倾、害怕革命，背离了孙中山先生的三

大政策，与国内外反革命势力联合在一起，才是实行“清党”“清共”的真正原因，从而导致了大革命

52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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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农民问题丛刊〉序》( 1926 年 9 月 1 日) ，《毛泽东文集》第 1 卷，第 37 页。
彭湃:《花县团匪惨杀农民的经过》( 1926 年 9 月 18 日) ，《彭湃文集》，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270 页。
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78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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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失败。这一时期，中共党人尤其是毛泽东、彭湃等亲身从事农民运动者，清晰地认识到革命发展

的趋势，并初步从实践中提炼出由“封建军阀”到“封建地主”这种对革命对象的新认识。

三

1927 年国民党蒋介石实行“清党”“清共”，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中共被迫武装反抗，进入

持续十年的“土地革命”时期。这是中共对大革命时期探索的从反对“封建军阀”进而反对“封建地

主”的革命道路的全面展开时期。
中国共产党人对“反封建的土地革命”有充分的自觉。大革命一失败，1927 年中共“八七会

议”即在宣布独立进行武装斗争的通告中指出，中国人民“反帝国主义的解放运动，同时就在以全

力反对地主豪绅的政权……而要破坏这一封建制度，又只有用剧烈的土地革命的方法”。① 显然，

“土地革命”就是要“破坏”“地主豪绅政权”及其所维持的“封建制度”。这种对革命对象认识的探

索，是对建党之初和大革命时期关于“封建”这一革命对象问题认识的深化，是对新的正在开始进

行的武装革命斗争主题的洞见与宣示。革命实践需要在残酷的革命战争环境中，“彻底的铲除封

建制度”，“就是土地所有制度的剧烈的改革”。② 8 月 21 日，中共中央常委通过的决议中指出，要

铲除“一切阻碍中国发展的封建遗毒( 取消地主豪绅的私有田地，土地国有，重新分配土地，自上而

下坚决的推﹝摧﹞毁一切国家机关……歼灭土豪乡绅官僚军阀等) ”③，比较清楚地体现了中国革

命已经由以打倒城市“封建军阀”为主要目标转变为深入农村基层以打倒“封建地主”为主要目标

了，其范围不仅仅是政治上摧毁一切旧的国家机关和歼灭土豪劣绅官僚军阀等，在经济上更要对中

国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土地私有制度实行“革命”，“取消地主豪绅的私有田地”，对“封建”进行革

命的范围和力度较前有了明显的突破，而其核心是经济上对“土地制度”的变革。
1928 年 7 月，中共六大通过的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中指出:“中国现在的土地关系是半封建制

度”，必须进行反“封建”的土地革命，“农民必须推翻地主”，同时“推翻帝国主义”。④ 土地革命的

最高政权机关苏维埃共和国所颁布的宪法大纲规定: “中华苏维埃政权以消灭封建剥削及彻底的

改善农民生活为目的……主张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土地。”⑤以上规定说明，土地革命中的核心任

务，就是反对和消灭“封建”性的地主土地私有制，只有这样，才能使被解放的农民投身到中国革命

的队伍中来，才能实现“反帝反封”的革命任务。
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六大在分析土地问题、阐释“现在农村的社会经济制度”时，还特别指出这

种经济制度“完全受过去的封建制度之余毒束缚着”。这样一来，就不能不追溯中国“封建制度”的

历史，因而指出:“中国封建制度的历史发展之特殊情形，和西欧封建制度有许多差异。中国以前

62

①

②

③

④

⑤

《“八七”中央紧急会议·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 1927 年 8 月 7 日)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

选集》第 3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256 页。
《中央通告第一号———八七会议的意义及组织党员讨论该会决议问题》( 1927 年 8 月 12 日)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

文件选集》第 3 册，第 312 页。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的决议案》( 1927 年 8 月 21 日中央常委通过)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3

册，第 330—331 页。
《土地问题议决案》( 1928 年 7 月 9 日)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4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336、342 页。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 1934 年 1 月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0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645—646 页。



翁有为 / 中共民主革命理论建构中的“封建”意涵之演变

的国家封建制度( 所谓国有土地) 与地主私有土地制度同时并存。”①这就体现了中共分析“封建”
问题时，已呈现了“中国封建的历史发展”纵向观察视角及与“西欧封建制度”比较的横向观察视

角，从而自觉地把中国现代的“封建”问题纳入了“古今”与“中西”对比考察的纵横“历史”视野里。
欧洲封建的历史是比较清楚的，中国的“封建”历史如何? 现实斗争的追问迫切需要在学理上从中

国历史的深度作一回答。在此情势推动下，国统区知识界关于社会性质和社会史的论战应运而生。
这一论战的起点，是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六大仍确认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中国革

命的总任务仍是“反帝反封建”。而那些不赞成中共革命和反对中共革命的集团或个人，自觉不自

觉地从思想理论或者从历史的角度，论证中共“反帝反封建”的不合理，竭力证明中国的现实社会

不是一个半封建社会或封建社会，而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如属于国民党系统的陶希圣 1928 年

10 月在《新生命》杂志上发表相关文章，并于 1929 年出版《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中国封建社会

史》等著作，认为中国古代虽然有“封邦建国”的“封建制度”，但自秦以后封建制度已经崩溃，秦汉

以来已是商业资本主义社会，因此现在不是“封建”或“半封建”社会。政治上属于“托派”体系的

严灵峰、任曙等人在《动力》杂志上著文“断言中国已是资本主义社会”，而非“封建”或“半封建”社

会。中共方面的知识分子王学文、潘东周等在《新思潮》杂志上“论证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

会”。1930 年郭沫若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一书，探讨和论证中国自秦汉以后两千年封建

社会的历史。这一论战持续了数年。通过论战，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认识取得了

主导性地位。正如当时学者沈志远所言:“现在你随便拉住一个稍稍留心中国经济问题的人，问他

中国经济性质如何，他就毫不犹豫地答复你: 中国经济是半殖民地性半封建性经济。”②这一时期围

绕“封建”问题的探索，在学理上深入到对以土地制度为核心的中国历史以及对经济研究领域进行

比较系统的梳理和探讨，所取得的积极成果为中共在新的民族危机形势下的理论发展提供了重要

的思想和理论资源。
红军长征转移到陕北后，反抗日本侵略的民族革命提上首要日程。作为党的领袖的毛泽东开

始思考中共革命历史和发展中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撰写了一系列理论著作。其中，“封建”概念

是毛泽东思考的一个十分重要和关键的理论问题。1936 年 12 月，毛泽东在红军大学所作的《中国

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报告中明确指出:“我们的战争是革命战争，我们的革命战争是在中国这个

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度里进行的。”③“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度”，是这场战争最根本的规定性

和特点。这里的“半封建”，不再是以往侧重指称政治或经济的某一方面，而是从总体上加以规定。
全面抗战开始后，毛泽东在 1937 年 8 月完成的《矛盾论》中，用矛盾转化理论指出了中国“封建”和

“半封建”的未来转化问题: 将来“旧中国变为新中国，还包含着国内旧的封建势力和新的人民势力

之间的情况的变化。旧的封建地主阶级将被打倒……这时，中国社会的性质就会起变化，由旧的半

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会变为新的民主的社会。”④值得注意的是，地主属于“封建地主阶级”已成为

一个比较稳定的概念，而社会性质则为“半封建”，这是由于中国资本主义兴起而封建社会性质受

到破坏之故，“半殖民地和半封建”或“半殖民地半封建”一词的组成结构也大致成型。尤其值得注

意的是“新的民主的社会”这一提法，这一提法与后来成型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概念虽有差异，

但已有了后者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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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对“封建”“半封建”理论的运用，还表现为注意吸收全面抗战前社会史论战的成果，用

“封建”概念分析中国的历史。毛泽东于 1939 年 12 月完成《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书，第一章

( 由几位参加者撰写初稿、经毛泽东修改完成) 在叙述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时，用了“原始公社”“奴

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概念与历史叙述序列。其中，第二节的标题为“古代的封建社会”，第三节

的标题为“现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以上两节分别对“封建”的四个基本特点和

“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六个基本特点( 或者说标志) 作了经典性的表述与概括。第一章显

然吸收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国统区知识界所进行的社会史论战的相关成果。第二章“中国革命”
是毛泽东撰写的。在第二节“中国革命的对象”这一部分中，作者指出，中国革命的主要对象就是

“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就是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和本国的地主阶级”。因此，革命的任务就

是“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和对内推翻封建地主压迫的民主革命”。而且，民主革命与

民族革命是紧密相连的，地主阶级是“用封建制度剥削和压迫农民的阶级，是在政治上、经济上、文
化上阻碍中国社会前进而没有丝毫进步作用的阶级”①，只有推翻“封建”地主阶级，中国社会才能

有实现民主进步、民族解放的可能。需要解释的是，这里的“封建”涵盖政治、经济和文化全方位，

其概念意涵的全面性日趋稳定。毛泽东用“历史之真”这一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和鸦片战争

以来的“现代”的“半封建社会”理论作为关键支撑，提出了从中华民族历史深处研究当代中国革命

运动的渊源、现实和未来命运的一系列重大命题，推动了他关于中国革命重大理论体系的建构。
1940 年初，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发表，成为中共划时代的纲领性文献。他在深入总结中国历史

和世界革命历史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共领导的革命不再是旧范畴的民主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
这一重大观点，认为“新民主主义”是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是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过

渡形态，它的政治形态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在这个“新民主主义”社会中，“新民主主义的经

济”是要“没收地主的土地”，实行“耕者有其田”，“扫除农村中的封建关系”。“新民主主义的文

化”除了反对帝国主义文化、建设民族的文化外，主要是反对“封建”的文化、建设“科学”的“大众”
的文化。② 至此，“封建”“半封建”概念涵盖了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各个方面，其基本意涵清晰，

如“封建”在政治上是指与“民主”对立的“专制”，在经济上是指以“地主土地所有制”为主要形态

的“落后生产关系”，在文化上主要指与“科学”相对立的愚蒙和迷信。“封建”概念至此基本定型，

成为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全面认识中国历史和中国现实的基本分析方法、认识角度和理论工具，成为

中国革命理论中的基本概念。
中共成立后关于“封建”“半封建”意涵的逐步演变，有吸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理论资源的因

素，但主要是靠中共自身探索形成的，它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中共对国情、社会性质、革命对象和革命

任务等重大理论与实践曲折、艰辛的探索历程，展现了中共革命理论逐步丰富和完善的过程。伴随

着对“封建”意涵认识的逐步深化和定型，以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形成为标志，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

践逐步走向成熟和成功。革命理论是革命实践的先导，从中共对“封建”意涵的探索，亦可见一斑。

( 责任编辑: 徐秀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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