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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起义。1911年（宣统三年）清政府借实行铁路国有名义，

将民办的川汉、粤汉铁路收归国有，并以铁路修筑权为抵押

，向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借款，激起川、鄂、湘、粤

各省人民的反抗。四川成立保路同志会，举行请愿，遭到镇

压，发展为各县人民的武装反抗。清政府派端方从湖北率新

军入川。在同盟会的影响下，早已在湖北新军和会党中积蓄

了力量的文学社和共进会，决定于10月9日起义。9日上午共

进会领导人孙武检查炸弹失事受伤，在汉口的机关被破坏，

文学社领导人蒋翊武闻讯，改定当夜发动。因送信人未能到

达炮营，号炮未响，各营未动，而武昌的机关又被破获，彭

楚藩、刘尧、杨宏胜三人遇害，蒋翊武被迫出走。10日上午

清湖广总督瑞和第八镇统制张彪将按名册捕入，形势紧迫，

革命党人暗中联络在当晚起义。晚七时工程营熊秉坤率队占

领楚望台军械局，各营奋起，向总督署进攻，瑞、张彪等逃

走，遂占领武昌。时孙武、蒋翊武均不在场，革命党人强推

清协统黎元洪出任军政府都督，发表宣言，号召各省起义。

湖南、陕西、江西等省相继响应，形成全国规模的辛亥革命

。2.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19241927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进行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国内革命战争

。1923年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与中国国民

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

山于1924年召集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



大会，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改组了国

民党，实现了国共合作，并创设了由共产党参加领导的黄埔

军官学校，组织了革命军队。1925年在共产党人领导下先后

爆发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全国掀起了群众性的革命高潮

。在工农群众支持下，国民革命军进行东征、南征，肃清了

广东境内的军阀势力，统一和巩固了广东革命根据地。1926

年2月，中国共产党向全国人民明确提出了出兵北伐推翻军阀

统治的政治主张，受到广大群众积极支持。当时军阀吴佩孚

的军队约十余万人，集中湖南、湖北一带.军阀孙传芳的军队

约十余万人，盘踞江西、福建、安徽、浙江、江苏一带

。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从广东出师北伐，约十万人，

分三路进军。主要一路有第四、第七、第八军进攻湖南、湖

北。在第四军中，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叶挺独立团担任北伐

军的先遣队，7月进入长沙，8月在湖北咸宁汀泗桥、贺胜桥

两次战役中，击溃军阀吴佩孚主力，10月10日攻下武昌。第

二路有第二、第三、第六军进攻江西，11月占领南昌、九江

，歼灭了军阀孙传芳的主力。第三路有第一军向福建、浙江

进军，因敌人内部分化，于12月占领了两省。在北伐战争中

，中国共产党组织并发动了广大工农群众作了积极的支援和

配合。1927年春，汉口、九江工人驱逐英帝国主义者，收回

两地的英租界，上海工人举行武装起义占领了上海。以湖南

为中心的全国农民运动也猛烈开展起来。革命势力迅速发展

到长江、黄河流域。帝国主义看到北洋军阀不能阻挡中国革

命的发展，就加紧对中国革命的干涉，增兵上海，炮击南京

，并从革命内部寻找新的代理人。当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

民党右派就和帝国主义勾结起来，积极准备叛变革命.而中国



共产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思想，发展成为投降主义路

线，并于1927年初在党的领导机关中占了统治地位。他们拒

绝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放弃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对

国民党右派的反革命行动采取妥协退让政策，对工农群众运

动进行压制和阻挠，并在革命的紧要关头交出了工农武装

。1927年4月12日和7月15日，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在上海、武

汉发动反革命政变，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到失败。3.第一

次东征。1924年冬，盘踞广东东江地区的军阀陈炯明在帝国

主义和北洋军阀段祺瑞支持下，准备率部进犯广州。以黄埔

军官学校学生军为主力的革命军于1925年2月自广州东征惠州

、潮州（今潮安）、汕头一带。在共产党人彭湃领导的海丰

、陆丰农民的有力支持下，于同年3月底击溃陈炯明主力。陈

率残部退入闽南。4.第二次东征。1925年9月，广东军阀陈炯

明在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的支持下重占潮州（今潮安）、

汕头，并向广州进攻。国民革命军为彻底消灭反革命军队以

统一广东，于同年10月1日开始自广州东征东江一带。共产党

人周恩来任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在省港罢工工人和东江农

民支援下，革命军于10月攻下惠州，11月初收复东江，陈炯

明的部队被歼灭。5.国民革命军南征。1925年9月，广东军阀

陈炯明率部再次进攻广州，企图推翻革命政权，这时，盘踞

在广东南部的军阀邓本殷也配合陈部进攻。国民革命军在第

二次东征的同时，进行了对邓本殷的南征，10月至12月间，

相继克服了高州、雷州（今海康）、钦州（今属广西）、廉

州（今广西合浦）。1926年2月，又消灭了海南岛的残余反动

武装，统一了广东革命根据地。6.汀泗桥战役。北伐战争的

著名战役。1926年8月，国民革命军迅速从湖南向湖北挺进，



军阀吴佩孚纠集主力扼守湖北咸宁境内的军事要隘汀泗桥，

企图阻止北伐军前进。8月26日，北伐军向汀泗桥发起进攻，

遭到敌人顽抗.27日，共产党人叶挺率领的独立团被调来增援

，由于该团奋勇攻击，击溃吴佩孚主力，占领了汀泗桥。这

次战役为北伐军直取武汉起了决定性的作用。7.贺胜桥战役

。北伐战争的著名战役。1926年8月27日北伐军在汀泗桥战役

中击溃军阀吴佩孚主力后，共产党人叶挺率领的独立团乘胜

追击，当天又占领了湖北咸宁城，吴佩孚赶到咸宁境内的另

一军事要隘贺胜桥，企图顽抗。29日，独立团向贺胜桥发起

进攻，旋即占领，终于打开了通往武昌的大门。吴佩孚军队

全线溃退。8.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也叫“十年内战”或“

土地革命战争”。19271937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支持下的蒋介石反动统治的伟大

国内革命战争。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对外投降帝国主

义，对内实行法西斯统治，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

中国共产党于1927年8月7日召开紧急会议，克服了陈独秀的

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撤换了他的领导职务，确定了武装反抗

国民党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党领导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

广州起义，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坚持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战

争。同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到达井冈山，开

展游击战争，进行土地革命，组织工农政府，建立地方武装

，创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

的星星之炎，为中国革命开辟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武

装夺取城市的正确道路。1928年4月，朱德、陈毅等领导的部

队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部队会合后，逐步扩大了根

据地。在此期间，党还在江西、福建、湖南、湖北、广西等



地领导了武装起义，成立了几支红军和几处革命根据地。

从1930年底到1931年9月，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工农红军粉碎

了蒋介石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一、二、三次反革命“围剿

”。在此期间，其他革命根据地也取得了反“围剿”的胜利

。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成立了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同年

，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中国共

产党号召全国人民武装抗日，并领导了东北人民的抗日游击

战争。而蒋介石却坚持对日本侵略者采取不抵抗的卖国政策

，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口号，继续进行反人民的内

战，并于1932年6月和1933年10月，发动了对革命根据地的第

四、五次“围剿”。中央红军根据毛泽东的正确战略方针，

在周恩来、朱德的指挥下，粉碎了第四次“围剿”。在反对

第五次“围剿”的战争中，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已

贯彻到革命根据地和红军中，完全违反毛泽东的战略战术，

推行了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反对游击战

、运动战，实行“正规”战、阵地战，结果使红军遭到严重

损失。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除留一部分在南方各地继续坚

持游击战争外，红军主力被迫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长

征。这时，“左”倾机会主义者又实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

使红军继续遭受损失。其他多数革命根据地的红军，也在“

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领导下，遭到严重损失，先后也一起

进行长征。1935年1月，红军长征到达贵州遵义，党中央召开

了扩大的政治局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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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领导地位，把党的路

线转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轨道上，在革命最危急的关头

，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在长征途中，



党又粉碎了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路线。1935年10月和1936

年10月，第一方面军和第二、四方面军粉碎了国民党的围追

堵截，先后到达陕北，胜利完成长征。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

侵入华北，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中共中央发表《八一宣言》

，号召停止内战，共同抗日。12月，党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

，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12月9日爆发了北平

（今北京）学生爱国运动，迅速得到全国人民的响应，形成

了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1936年12月发生了西安

事变，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条件。1937年7

月芦沟桥事变爆发后，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国共两

党重新合作，开始了抗日战争。9.抗日战争。19371945年中国

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而进行

的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早在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侵

略中国东北时，中国共产党就号召人民武装抗日，并且领导

或协助一部分东北爱国军队组成抗日义勇军和抗日联军，进

行游击战争。蒋介石却坚持对日本侵略者采取不抵抗政策，

对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运动进行镇压和破坏，这就助长了

日本侵略者的气焰。日本在占领东北后又逐步侵入华北

，1937年7月7日向北平（今北京）西南的芦沟桥发动进攻，8

月13日又在上海发动进攻，两地中国军队奋起抗击，从此开

始了全国抗日战争。8月下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主力三

万人左右，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称第十八集团军

），开赴华北抗日前线。8月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

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作为领导全国

人民争取抗战胜利的根本方针。9月22日，国共两党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正式宣告成立。10月间，南方各省的红军游击队也



决定改编为新四军，开赴华中前线，抗击日军。八路军和新

四军在敌后开展了广泛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建立了许多

敌后抗日根据地，迫使日本侵略军在1938年10月占领武汉、

广州后停止前进，战争进入相持阶段。这时中国共产党召开

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毛泽东提出了中国共产

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问题，批判和克服了王明的右倾机会

主义路线，坚持了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保证了抗日

战争的胜利进行。此后，日本侵略者以主要军事力量对付共

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对国民党则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的政

策。国民党政府在被迫实行抗战后，政治上一贯限制各民主

党派和人民团体的抗日活动，反对发动群众，军事上采取了

消极防御的方针。国民党内以汪精卫为首的一派于1938年底

公开投降日本，随后，在沦陷区成立傀儡政权，组织伪军，

协同日本侵略军进攻抗日根据地。中国共产党及时提出了“

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

进步、反对倒退”的口号。蒋介石则采取了“消极抗日，积

极反共”的方针，从1939年到1943年，先后发动了三次反共

高潮。在此期间，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

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领导根据地军民，建立三三

制政权，实行减租减息，战胜了国民党的三次反共高潮，掌

握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自

力更生，发展生产，精兵简政，克服困难，抗击了大部的侵

华日军和几乎全部的伪军，发展和壮大了八路军、新四军、

华南抗日游击队和各个抗日根据地，并从1942年起，开展了

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整风运动。这一切就为争取抗日战争的

胜利准备了物质和精神的条件。1944年3月，日本帝国主义为



挽救它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危机，打通大陆交通平汉（今京广

线北段）、粤汉（今京广线南段）线，对国民党军队发动了

进攻，国民党军一触即溃，从河南一直溃退到贵州。这时全

国人民要求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运动

形成了高潮。1945年4月，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前夕，中

国共产党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决定了争取抗

日战争胜利和建设新中国的正确方针，从1944年起，八路军

、新四军转入局部反攻。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并

出兵中国东北。次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

口号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8月14日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正式举行了投降的签字

仪式，9月3日成为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纪念日。在抗战中，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等抗

日军队共作战十二万五千多次。毙、伤、俘及投诚的日军共

计五十二万七千四百二十二人，毙、伤、俘及反正的伪军共

计一百一十八万六千六百九十五人。在抗日战争结束时，中

国共产党发展到一百二十一万党员，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

军队发展到一百二十万人，民兵二百二十多万人，解放区人

口扩大到一亿三千万。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空前强大。10.第

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也叫“中国人民解放战争”。19451949

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推翻美帝国主义直接支

持的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而进行的伟大革命战争。抗日战争

胜利后，全国人民要求和平，要求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

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但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支

持下妄图依靠暂时的军事优势，夺取抗战胜利果实，使中国

仍旧成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



内战危机十分严重。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的内战阴谋作了充

分准备，但为最后挽救和平并教育人民，仍然努力寻求避免

内战、实现和平团结的道路，于1945年8月25日发表《对于目

前时局的宣言》，表示了对于和平民主团结的愿望，受到了

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蒋介石由于立即发动全国内战还有许

多困难，便一面伪装和平，三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谈判，一

面在美帝积极帮助下加紧内战部署。毛泽东深刻分析了当时

的政治形势，提出了针锋相对的方针，为了揭穿蒋介石假和

平、真内战的面目，于8月28日，与周恩来等赴重庆，和蒋介

石举行谈判。10月10日公布《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即

《双十协定》）。但国民党并没有停止对解放区的军事进攻

。解放区军民经过严重斗争，消灭了进犯解放区的国民党军

队。国民党反动派被迫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建议，于1946年1

月10日达成了停战协定。各党派举行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

和平解决国内问题的决议。中国共产党严格地履行这些协定

和决议，国民党反动派却在完成其军事部署后，悍然撕毁停

战协定和政协决议，于1946年6月底、7月初向解放区发动全

面进攻。这时，中国共产党已在政治上孤立了国民党反动派

，就领导解放区军民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毛泽东

制定了以歼灭国民党有生力量为主，而不是以保守地方为主

的方针，经过八个月的作战，人民解放军终于迫使国民党放

弃全面进攻的计划，而于1947年上半年将进攻的重点放在南

线的两翼，即山东和陕北。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

在党的领导下，国民党统治区人民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

的民主爱国运动也逐步高涨，形成了反对蒋介石反动统治的

第二条战线，使蒋介石处于全民包围之中。解放战争的第一



年，人民解放军歼灭了国民党军一百十二万人。1947年7月，

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并以主力一部强

渡黄河，向大别山进军，粉碎了敌人的重点进攻，揭开了人

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同年9月，中共中央公布了《中国

土地法大纲》，在解放区彻底实行了土地改革。10月10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表宣言，号召全国人民打倒蒋介石，解放

全中国。同时，在中国共产党内又开展了整党和在军队中进

行了新式整军运动，提高了全党、全军的政治觉悟和战斗力

。这些，就为夺取全国胜利准备了条件。人民解放战争的进

展极为迅速，不仅消灭了大量的国民党军队，而且连续攻克

了大批国民党“重点设防”的城市。1948年9月到1949年1月，

中国人民解放军连续进行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基

本上歼灭了国民党军主力，解放了长江中、下游以北的地区

。1949年3月，中共中央召开七届二中全会，决定了党对取得

全国胜利以及在全国胜利以后的基本政策。4月20日，国民党

政府最后拒绝签订和平协定，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遵照毛泽

东和朱德《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横渡长江，23日解放南京

，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接着，许多大城市和广大

地区先后解放。从1946年7月到1950年6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歼

灭了国民党军八百零七万多人，取得了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

的伟大胜利。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它标

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

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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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