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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百科竭诚为您答疑解惑！第十讲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 冲刺

要点归纳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马克思主

义为指导，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实事求是，形成了新民

主主义革命的理论，领导中国人民经过28年的浴血奋战，取

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一、

中国革命第一次高潮的准备 1．掀起了第一个工人运动高潮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组织、推动下，从1922年1月香港海员

罢工到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罢工，中国掀起了第一个工人

运动的高潮。 2．开始从事发动农民的工作 1921年9月，经过

共产党人的努力，浙江萧山县衙前村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农民

协会，开展反抗地主压迫的斗争。1923年元旦，彭湃领导成

立了广东海丰县总农会。这种新式的农民运动，在中国共产

党成立之前也是不曾有过的。 二、大革命时期 （一）第一次

国共合作的形成 1．建立标志国民党一大的召开 2.政治基础新

三民主义 大会通过的宣言对三民主义作出了新的解释：在民

族主义中突出了反帝的内容，强调对外实行中华民族的独立

，同时主张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在民权主义中强调了民主

权利应”为一般平民所共有”，不应为”少数人所得而私”

；把民生主义概括为”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两大原则(

后来又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主张)，并提出要改善工农的



生活状况。这个新三民主义的政纲同中共在民主革命阶段的

纲领基本一致，因而成为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大会实际上

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 3.合作后的国

民党由资产阶级政党改组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

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的联盟。 （二）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展

1、1926年7月，以推翻北洋军阀统治为目标的北伐战争开始

。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中国形成了历史上空前广大的人民

解放运动。国民政府进行了收回汉口、九江的英租界的斗争

。 2、大革命中的中国共产党 大革命是在国共合作的条件下

进行的，没有国共合作，不会在短时间内掀起这样一场革命

。在这场革命中，中国共产党起着独特的、不可代替的作用

。没有中国共产党，不会有这场大革命。这是因为： 1．大

革命是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政治口号下进行的。而

提出这个口号的，正是中国共产党。 2．大革命是近代中国

历史上空前广泛而深刻的群众运动。而中国共产党正是人民

群众的主要发动者和组织者。 3．大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是

革命战争，共产党人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三）大革命的失败

及其经验教训 1．大革命的失败。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

上海发动反共政变，以“清党”为名，在东南各省大规模捕

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同年7月15日，当时任武汉国民政府

主席的汪精卫在武汉召开“分共”会议，并在其辖区内对共

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搜捕和屠杀。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大

革命最终失败。 2．大革命失败的原因 从客观方面来讲，是

由于反革命力量的强大，是由于资产阶级发生严重的动摇、

统一战线出现剧烈的分化，是由于蒋介石集团、汪精卫集团

先后被帝国主义势力和地主阶级、买办资产阶级拉进反革命



营垒里去了。 从主观方面来说，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中央领

导机关在大革命的后期犯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

的错误，放弃了无产阶级对于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

民族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武装力量的领导权， 党

在1922年7月召开的二大上，即决定参加共产国际。作为共产

国际的一个支部，它当时直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共产国际

及其在中国的代表虽然对这次大革命起了积极的作用，所出

的主．意有些是正确的，但由于并不真正了解中国的情况，

也出了一些错误的主意。幼年的中国共产党还难以摆脱共产

国际的那些错误的指导思想。这对酿成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

错误有直接影响。 3．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 首先，中国的

民主革命必须建立包括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

阶级的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 其次，在中国民主革命中，无

产阶级领导权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 再次，中国革命的主

要斗争形式是武装斗争，主要组织形式是军队，无产阶级要

实现对革命的领导，必须建立和掌握革命的武装。 最后，领

导中国革命的中国共产党必须不断加强思想上、政治上和组

织上的建设，善于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

实践相结合，制定和实行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这是

革命胜利的根本保证。 4.大革命失败的历史意义 这场失败了

的革命，实际上是未来胜利的革命的一次伟大的演习。因为

正是在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轰轰烈烈的革命工作

，领导了全国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

了光荣的一页，同时开始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途径，初

步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

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并且从大革命的失败中汲取了严重



的历史教训，开始懂得进行土地革命和掌握革命武装的重要

性。正是由于经历了这场大革命，中国人民的觉悟程度和组

织程度有了明显的提高，中国共产党开始掌握了一部分革命

武装。所有这些，为把中国革命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土地革

命战争阶段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三、土地革命时期（土地革

命时期党内的左倾错误思想） （一）国民党政权的性质 国民

党所实行的是代表地主阶级、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一

党专政和军事独裁统治。1928年10月，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

会通过《训政纲领》，规定”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

表国民大会，领导国民行使政权”；指导监督国民政府重大

国务之施行，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行之”。这样，

北洋政府时期还在形式上存在的议会制度也被彻底废除了。 

（二）土地革命战争的兴起 1.中共中央在汉口秘密召开八七

会议 在革命的危急关头，1927年8月7日，中央临时政治局，

中共中央在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彻底清算

了大革命后期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

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并选出了以瞿秋白为

书记的中央临时政治局。八七会议使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大

大前进了一步，开始了从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

转折。 2.发动和领导了南昌起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广州

起义等三大起义，进入了创造红军的新时期。”中国革命由

此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即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或称十年

内战时期。 (三)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为了

坚持中国革命，在当时的条件下，必须进行武装斗争。但是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的主攻方向究竟是应当指向城

市，还是指向农村呢?这个问题，只有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与



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依靠实践经验的积累，才能加以回

答。 毛泽东的艰难探索 (1)最早关注农民问题 1925年，毛泽

东先后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中国农民中各阶级

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中国农民问题》、《国民

革命与农民运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系统地分

析了农民问题。 （2）明确提出“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 

在1928年10月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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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地指出以农

业为主要经济的中国革命，以军事发展暴动，是一种特征；

同时还科学地阐述了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武装斗争与根

据地建设这三者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强调工农武装割据的

思想，是共产党和割据地方的工农群众必须具备的一个重要

思想。 （3）明确提出以农村为中心思想 随着红军的发展和

根据地的扩大，1930年1月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一文中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

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

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

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以毛泽东为书记的红四军前敌委员

会还明确提出”‘农村工作是第一步，城市工作是第二步’

的理论”。 （4）最早提出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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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创

造性的运用和发展。 （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内的三次左

倾错误 从1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之

前，”左”倾错误先后三次在党中央的领导机关取得了统治

地位。 1.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 1927年11月



至1928年4月的”左”倾盲动错误。1927年11月，在瞿秋白主

持下，中共中央召开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国现状

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等文件，认为革命形势在不断高涨

，盲目要求“创造总暴动的局面”。“左”倾机会主义第一

次在党中央领导机关内取得了统治地位。 2.以李立三为代表

的”左”倾冒险主义 1930年6月至9月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

”倾冒险主义，错误地认为中国革命乃至世界革命进入高潮

，盲目要求举行全国暴动和集中红军力量攻打武汉等中心城

市。 3.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 1931年1月7日，中

央在上海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操纵下

使王明掌握了中央的实际领导权。其”左”倾教条主义的主

要错误是： （1）在革命性质和统一战线问题上混淆民主革

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将反帝反封建与反资产阶级并列

，将民族资产阶级视为中国革命最危险的敌人，一味排斥和

打击中间势力。 （2）在革命道路问题上继续坚持以城市为

中心。将准备城市工人的总同盟罢工和武装起义作为党最主

要的任务；指令根据地的红军采取“积极进攻的策略”，配

合攻打中心城市。 （3）在土地革命问题上提出坚决打击富

农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主张。 （4）在军事斗

争问题上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退却

中的逃跑主义。 （5）在党内斗争和组织问题上推行宗派主

义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针。 4.党内屡次出现严重

的“左”倾错误的原因 在20世纪30年代前期、中期，中国共

产党内屡次出现严重的“左”倾错误，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1．八七会议以后党内一直存在着的浓厚的“左”倾情绪始终

没有得到认真的清理。 2．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内部事务



的错误干预和瞎指挥。 3．主要的原因是全党的马克思主义

理论准备不足，理论素养不高，实践经验也很缺乏。 王明等

人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对中国革命造成了极其严重的

危害。其最大的恶果，就是使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

中遭到失败，不得不退出南方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长征。这

次错误使红军和根据地损失了90％，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力量

几乎损失了100％，其教训是极其惨痛而又深刻的。中央红军

主力开始长征后，项英、陈毅等率领中央根据地留下的部分

红军在南方坚持进行艰苦的游击战争。 （五）遵义会议与中

国革命的历史性转折 遵义会议开始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

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从而在极其危

急的情况下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工农红军、挽救

了中国革命，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 （六）红军长征的胜利 遵义会议后，在毛泽东等的领导下

，中央红军于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同红十五军

团会合，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力量有了新的落脚点和战

略基地。至此，中央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结束。1936

年10月，红二、四方面军先后同红一方面军在甘肃会宁、静

宁将台堡(今属宁夏回族自治区)会师。至此，三大主力红军

的长征胜利结束。 红军长征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长征精

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

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

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

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

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

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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