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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南昌起义。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第一次

国内革命战争遭到失败。中国共产党为了挽救革命，8月1日

，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领导在中国共产党

影响下的北伐军三万余人，在江西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周恩

来任前敌委员会书记。起义胜利后，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国

民党反动派调军队包围南昌，8月5日，起义部队按原定计划

退出南昌，南下向广东进发，经临川、广昌、瑞金、汀州（

今长汀）等地，沿途多次作战，9月底到达潮州、汕头，遇到

优势敌军的围攻，大部分被打散。保留下来的一部分起义部

队在朱德、陈毅等率领下，转入湖南南部，在当地党组织的

配合下，发动了湘南起义，壮大了人民武装力量，并于1928

年4月到达井冈山地区宁冈砻市，和毛泽东领导的部队胜利会

师，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南昌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打

响了第一枪，是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武装革命的开始。8

月1日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2.八七会议。1927年8

月7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在汉口举行的紧急会议。当时，蒋介

石、汪精卫已先后叛变革命，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

屠杀，革命处在危急关头。会议坚决地纠正了陈独秀的投降

主义路线，撤销了他的总书记职务，选出了以瞿秋白为首的

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毛泽东出席了这次会议，并当选为临

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会议通过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

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号召党和人民继续革命斗争



，号召农民举行秋收起义。这些都是正确的，是它的主要方

面。但会议在着重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同时，在一部分同志

中出现了“左”的倾向，助长了政治上的冒险主义和组织上

的宗派主义的过火斗争。3.秋收起义。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

先后叛变革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到失败。中国共产党

为了挽救革命，于8月7日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纠正了陈独

秀的投降主义路线，确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

和开展土地革命的总方针，并决定发动农民在秋收季节举行

武装起义。随后，湖南、湖北、江西、广东等省农民在党的

领导下，纷纷起义。毛泽东在湖南东部和江西西部领导安源

工人、湖南江西的农民和一部分北伐军，成立了一支工农革

命军（红军）。9月9日举行了武装起义，即著名的秋收起义

（或称秋收暴动）。经过与敌人激战，9月19日，起义部队在

浏阳文家市会合，在毛泽东率领下向湖南江西边境的井冈山

进发。9月29日，部队在江西永新县三湾地方进行了改编。10

月，部队到达井冈山区，创立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

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4.三湾改编。1927年9月29日，毛泽

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到达江西永新县的三湾村，领导部队进

行了改编，取消了原来三个团的番号，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

第一师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在部队中建立

党的各级组织，班有小组，连有支部，营、团有党委，连以

各级均设党代表，并且成立了党的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任书

记。改编后，在军队内部实行了民主制度，成立了士兵委员

会，废除了烦琐礼节，实行经济公开，取消了雇佣制度，建

立了崭新的官兵关系。三湾改编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从组织上奠定了新型革命军队的基础。5.广州起义。1927年



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到失

败。中国共产党为了挽救革命，12月11日，由共产党人张太

雷、苏兆征、叶挺、叶剑英、聂荣臻等在广州领导工人和革

命士兵举行武装起义。当时以叶剑英率领的教导团为主力，

联合工人赤卫队、市郊农民共三万余人打败了国民党反动军

队，占领了市内绝大部分地区，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广州公

社。12日，国民党反动军队在帝国主义支援下大举反扑，起

义部队英勇奋战，终因敌我力量悬殊，于13日被迫撤出广州

。起义失败后，所剩一部分武装，后来分别在东江和左江、

右江一带继续进行革命斗争。6.古田会议。1929年12月在福建

上杭县古田村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

。这次会议是为总结南昌起义以来建党建军的经验而召开的

。会上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

决议，指出应该首先从思想上建党，加强党内的马克思列宁

主义教育，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克服不良倾向，组织上必

须坚持严格的民主集中制。决议还强调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

，规定红军的任务除了打仗之外，还要做政治工作和正确处

理军民和官兵的关系等。会议规定了正确的建军路线，使红

军成为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人民军队。7.遵义会

议。1935年1月中国共产党在贵州遵义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

会议。在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领导下，中央红军

没有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第五次“围剿”，于1934年10

月被迫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长征，红军在敌人前堵后追

中数次陷入危险境地并受到重大损失。为了挽救在危险中的

红军和中国革命事业，党中央政治局举行了这次会议。在周

恩来、朱德等多数同志的坚决支持和拥护之下，会议结束了



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

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8.中国人民解放军。 中华人民共和

国的武装力量，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统率。是中国

共产党缔造和领导的，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

想武装起来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民军队。是无产阶

级专政的坚强柱石。中国人民解放军是1927年8月1日南昌起

义诞生的。1927年4月，蒋介石国民党叛变了革命。中国共产

党继续高举革命的旗帜，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领

导人民进行武装起义，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

。1927年8月1日，由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

领导的在党影响下的北伐军三万余人，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

。同年9月9日，毛泽东在湖南、江西边界地区，领导农民、

工人和革命士兵举行了秋收起义，成立了第一支工农革命军

，开辟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根据地。1928年4月，

南昌起义后保留下来的一部分部队和湘南起义的农军，由朱

德、陈毅等率领到达井冈山根据地，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

义部队胜利会师，组成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此后，全国

各地起义的部队，都改称中国工农红军。在第二次国内革命

战争时期，中国工农红军曾发展到三十万人，建立了以江西

中央区为中心的拥有一千多万人口的许多革命根据地，粉碎

了国民党军队数次大规模的“围剿”。后来，由于王明“左

”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领导，红军未能打破敌人第五次“

围剿”，被迫退出原来的根据地，进行长征。1935年1月遵义

会议后，红军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和指挥下，胜

利地完成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爆发后，

改名为八路军和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坚持独立自主的游



击战争，在敌人的后方建立了有一亿人口以上的抗日根据地

，抗击了60%以上的侵华日军、90%以上的伪军，成为中国人

民抗日战争的主力。八年中，进行了大小战斗十二万余次，

歼灭日、伪军一百七十余万人，并使自己发展到一百二十万

人，对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起了决定性作用。在第三

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同全国人民

一起，坚决打退了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并转入了全国规模的

进攻，歼灭国民党军队八百余万人，结束了国民党的反动统

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一面继续执行

战斗队的任务，歼灭残敌，保卫国防.一面担负工作队的任务

，积极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国人民解放军

在发展壮大过程中，始终遵循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所制定的

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实行党委领导制度、政治委员制度和

政治工作制度，发扬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

自我批评的作风，执行打仗、做群众工作和生产三大任务，

开展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贯彻官兵一致、军民一致

、瓦解敌军三大原则，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运用灵活机

动的战略战术，发扬英勇顽强、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因而

这支军队越战越强，从胜利走向胜利。现在的中国人民解放

军，由陆、海、空三军组成，其根本任务是:保卫社会主义革

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保卫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防

御社会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颠覆和侵略。9.中国

工农革命军。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人民军队。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前身。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

败后，毛泽东根据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确定的土地革命和

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于1927年9月9日



在湖南、江西边界地区，领导农民、工人和革命士兵举行秋

收起义，成立了第一支中国工农革命军。随后，率领部队向

井冈山进军，途中在江西永新的三湾村进行了改编，在部队

中建立了党的各级组织，连以上各级均设党代表，把支部建

在连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还建立了民主管理制度

，实现了官兵平等。这样，就从政治上、组织上奠定了新型

的人民军队的基础。到达井冈山地区后，即发动群众打土豪

，分田地，建立地方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创建了第一个农

村革命根据地。1927年秋到1928年春，在南昌、湖北东部、

湖南南部、广州、广东东部等地起义后保留下来的部队，都

称工农革命军。1928年5月以后，各地工农革命军陆续改称中

国工农红军。10.中国工农红军。简称“红军”。第二次国内

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中国人民解放

军的前身。由中国工农革命军及其他革命武装于1928年5月以

后陆续改称。它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指引下不断发展壮大，先后组成了第一方面军、第四方面军

、第二方面军和陕北红军等，建立了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和

湘鄂西、鄂豫皖、湘赣、湘鄂赣、闽浙赣、川陕、湘鄂川黔

、陕甘以及其他革命根据地，粉碎了国民党军数次大规模的

“围剿”。至1933年秋，全国红军发展到三十万人。但由王

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排挤了毛泽东的正确领导，红军未

能打破国民党军的第五次“围剿”，并受到很大损失。除陕

北红军外，各地红军主力都先后退出原来的根据地，进行长

征。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红军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正确

领导和指挥下，粉碎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战胜了无数

艰险，于1935年9、10月和1936年10月先后到达陕北，保存了



革命骨干力量约三万人。抗日战争开始后，主力红军改名为

八路军，坚持在江西、福建、广东、湖南、湖北、河南、浙

江、安徽等八省斗争的红军游击队改名为新四军。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