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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8月—1937年7月）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工农民主统一战线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工农民主统一战线

统战纪事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特刊

建立工农民主统一战线
开辟革命新道路

土地革命的10年，是中国共产党从弱小
走向成熟的重要时期。10年间，党紧紧依靠
农民这个革命主要同盟军，建立和巩固工农
民主统一战线，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道路。

毛泽东提出“工农武装割据”思想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湖

南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旧址有一座牌坊，牌坊
背面的一副对联：“吃百姓之饭，穿百姓之衣，
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得一官不荣，
失一官不辱，勿说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

1927年以前，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旧址是
国民党政府办公区，只为富人服务，不管穷苦
百姓死活。

茶陵县工农兵政府建立后，建立工农武
装，惩治土豪劣绅。人民政府爱人民，深受群
众拥护，吸引了广大农民投身革命，茶陵大地
涌起红色浪潮，奠定了井冈山根据地的基础。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确定
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方针。

1928年10月，毛泽东在为湘赣边界党
的第二次代表大会起草的决议中进一步总结
井冈山斗争和各地建立红色政权的经验，论
证中国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规律，提出

“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
开展武装斗争、进行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

权的三位一体的武装割据思想，解决了工农联
盟的核心问题。这种思想付诸实践，就是中国共
产党领导的工农民主统一战线的实际开端。

建立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
“喜鹊鸟呀叫一声，毛主席带来好光

景，一件喜事传过来，政府发来土地证，土
地证呀四四方，脸上好像鲜花放……”土地
革命是井冈山斗争的首要任务。这首流传的
民歌生动表达了农民分得土地后的欣喜。

根据地建立之初，分田只是在个别地区
试行。随着根据地逐步巩固，1928年 5月
至7月，边界各县掀起分田高潮。年底，颁
布了中国共产党史上第一部土地法——《井
冈山土地法》，第一次从法律上肯定了农民
拥有分配土地的权利。

经过不断探索和总结，中国共产党初步
形成了一条依靠雇农、贫农，联合中农，保
护中小工商业，限制富农，消灭地主阶级，
变封建和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
地所有制的土地革命路线。解决了在农村依
靠谁、团结谁、打击谁的问题，为以后赣南
根据地的形成发展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建立
奠定了基础。

中共六大召开后，各地党组织抓住国民
党新军阀混战的有利时机，开辟、建立和扩大
农村革命根据地，建立县、区、乡各级工农民
主政权。到1930年夏，全国建立了大小10多
块农村革命根据地。全国先后创建13块比较
大的苏区，红色区域40余万平方公里，总人
口达到3000万。

1931年 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
中央政府成立。此后，苏区各项事业得到长足
发展，在实际斗争中坚持了一系列正确的政
策和做法。比如贯彻落实土地革命路线，建立
工农民主统一战线，团结争取了大批商人、知
识分子、医生等中间阶层，第一次以国家宪法
的名义颁布了党的民族宗教政策。

这些政策对于苏维埃红色政权的创
立和巩固，对于党的建设和武装斗争的

胜利开展，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与国民党左派和其他党派诚

恳合作
1927年 7月，宋庆龄发

表《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

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公开宣布退出国民党
中央执行委员会，与蒋、汪之流决裂。同年8
月1日，宋庆龄和邓演达等22名国民党二届
中央委员发表《中央委员宣言》，为以宋庆龄
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的反蒋斗争指明了方向
……

这些活动，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反响，有
力地支持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反蒋斗争。

国民革命军第26路军原系冯玉祥西北
军之一部。季振同任第26路军第74旅旅长。

“九一八”事变后，他多次向官兵讲话表示：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不当亡国奴，我们
要自强，雪国耻，收复国土和主权！”同年12
月，季振同等人一起发动宁都起义，率领第
26路军1.7万名官兵弃暗投明，后被改编为
红一方面军第五军团。红五军团在反“围剿”
作战中英勇顽强。

起义后不久，季振同即向中共中央提出入
党申请。1932年1月，由朱德和周恩来介绍，经
中共中央批准，季振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毛泽东对宁都起义有很高评价：“以宁都
起义的精神用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是
战无不胜的！”

1936年 5月成立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
会呼吁：停止一切内战，建立全国统一的抗
敌救国政权，团结一致，共同抗敌。

救国会的成立及其主张得到中国共产党
的高度评价。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致信章乃
器、陶行知、邹韬奋、沈钧儒，表示“同意你们的
宣言纲领和要求，诚恳的愿意和你们合作。”

民族大义为重
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
的野蛮侵略，使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紧
要关头，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

“中国的事情要勇猛地去干，亡国的危
险不容许我们有一分钟的懈怠。”毛泽东在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写道。

中国共产党立即发出全民族抗日的号召。
而此时，中国民族革命营垒也进入大变

动的前夜。1934年，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
剿”失利，被迫实行战略性转移，退出中央根
据地，开始艰难的长征。

红军中的红色土司
在1935年 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后，红军

在长征中从实际情况出发，积极开展统一战线
工作，灵活有效地开展对地方实力派、少数民
族和宗教上层人士的统一战线工作，为胜利完
成长征和建立抗日反蒋统一战线提供了经验。

红军长征经过了苗、瑶、壮、布依、彝、
藏、羌、回等10多个少数民族聚居区。党的
民族政策得到少数民族的赞誉和拥护，广大民
众为红军提供了大量的物资援助，更为红军输
送了不少新生力量。

在川西高原，红军向羌族土司安登榜宣传
“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建立羌人自己的
苏维埃”的民族政策。安登榜毅然参加了红军。

他对羌族同胞宣讲：“红军是为我们羌族人
民谋解放的队伍。”羌民积极为红军献粮、运粮，
用牛皮、羊皮给红军做皮衣、鞋子。红军指战员
也主动帮助羌族同胞干活，军民之间建立起深
厚的友谊和真挚的感情。

1935年6月，羌族同胞自己的武装——红
军羌民游击大队宣告成立，安登榜率200余名
羌族勇士加入红军，并被委任为羌民游击大队
长，成为中国革命史上第一位红色土司。

1935年华北事变后，面对日益深重的民族
危机，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提出“停止内
战，一致抗日”主张，呼吁各党派、各界同胞、各军
队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力量为抗日救国神圣事
业而奋斗，并领导发动“一二·九”爱国抗日运动。

1935年底召开的瓦窑堡会议确立了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并相应地调整了各项
具体政策。这对于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第
二次国共合作的建立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可算是同师了”
瓦窑堡会议后，中共中央加强了对统一战

线工作的领导，中央政治局多次召开会议研究
统一战线工作。中共中央也逐步实现从“反蒋抗
日”到“逼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政策的转变。

红军到达陕北后，对驻扎在西北地区的张

学良、杨虎城及其领导的东北军、西北军开展统
一战线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

1936年4月初，周恩来应东北军少帅张学
良之邀，以中共中央全权代表的身份，率李克农
等赶赴延安同张学良密谈。

晚8时，延安城街面已十分宁静。这次具有历
史意义的会谈在清凉山下的一座天主教堂里进行。

周恩来热情地握着张学良的手说：“我就是
在东北长大的。”（周恩来曾在沈阳读书。）

张学良说：“这我知道，听我的老师张伯苓
说起过。”

“怎么，张伯苓也是你的老师？”周恩来颇感
惊讶。

张学良笑道：“我们可算是同师了。”
一阵笑声过后，会谈转入正题。张学良接受

中共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政治主张。但表示，
抗日不能反共，也不能反蒋，要设法使蒋抗日。

周恩来充分肯定张学良坚持抗日的大义，
表示尊重他提出的争取蒋介石抗日的意见，并
坦诚相告，要报告党中央讨论后才能决定。

窗外春寒料峭，室内灯火通明。友好的会谈
一直进行到翌日凌晨4时才结束。

通过会谈，周恩来与张学良彼此间也留下
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周恩来致函张学良，称：“坐
谈竟夜，快慰平生。”几十年后，张学良还兴奋地
说，两人“初次见面”就“非常佩服”周恩来。

自此，张学良义无反顾地走上了“联共抗
日”的正确道路，作出了“逼蒋抗日”的“惊
人之举”。

1936年8月，《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
书》倡议在抗日的大目标下，国共两党第二次

“握手”。10月初，中共中央起草《国共两党抗
日救国草案》，进一步提出建立第二次国共合
作的一系列重要原则，奠定了第二次国共合作
的政治基础。

两个月后的西安事变，扭转了中华民族抗
战局面。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国共第二
次合作得以正式实现。

1935年5月，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摆
脱了优势敌军的追堵拦截。为粉碎蒋介石围
歼红军于大渡河以南的企图，中共中央决定
继续北上，通过彝族区，抢渡大渡河。

中央红军派出以刘伯承为司令员、聂
荣臻为政治委员、萧华为群众工作队长的先
遣军，准备借道彝民区，抢先渡过大渡河。红
军先遣队占领冕宁县后待了一天，随后到了
大桥镇，老百姓告诉刘伯承，借道拖乌地区
需要与果基家支的首领小叶丹交涉。

小叶丹即果基约达，是四川冕宁彝族
果基家支有声望、有影响的首领。

在冕宁开酒馆的汉人陈志喜自告奋勇当
中间人，为萧华与红军总部工作团团长冯文
彬带路，由红一军团侦察连组成的工作团进
入了果基家支的领地。萧华告诉小叶丹，刘伯
承表示过，如有必要愿意与他结盟，并向小叶
丹再次讲了红军的民族政策。随后，刘伯承在
彝海边与小叶丹见了面，小叶丹从刘伯承身
上看到了尊重，觉得这个人很可信。

“上有天，下有地，我刘伯承与小叶丹
今天在海子边结义为兄弟，如有反复，天诛
地灭。”

“我果基约达今日与刘司令员结为兄
弟，如有三心二意，同此鸡一样死去。”5月
22日，彝海见证了红军长征史上伟大的一
幕。结盟仪式按照彝族的风俗进行，将鸡血
滴进盛着彝海湖水的碗中，二人一饮而尽。

结盟当日，刘伯承将一面写着“中国夷
（彝）民红军沽鸡（果基）支队”的红旗赠给了
果基约达，并任命他为支队长。次日，小叶丹
带红军进入拖乌地区，直到走出家支领地，
才依依惜别。而后，红军顺利通过彝区，迅速
抢渡大渡河，跳出了国民党军的包围圈。

彝海见证

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
曲》，是抗战前线上最震撼人心的旋律。

1934 年，电通影业公司在上海成立，
请田汉写一个电影剧本。这一年冬天，田汉
交了名叫《凤凰涅槃图》的文学剧本初稿，
也是后来电影《风云儿女》的前身，主题歌
词就是后来的《义勇军进行曲》，写在文稿
的最后一页，当时的歌名叫《军歌》，电通影
业公司把它转交给了聂耳谱曲。

田汉的歌词初稿是一首自由体诗，各
句字数不同，长短不一，聂耳在谱曲过程
中，为增强歌曲力度，作了三处修改：一是
在歌词开头将“起来”与“不愿……”完全
分开，又在句末加上了休止符以作强调；
二是将田汉原歌词第六句“冒着敌人的飞
机大炮前进”改成“冒着敌人的炮火前
进”，并在句尾也加上了休止符；三是在原
歌词第七句“前进！前进！前进！”后再增加
了一个“进！”

1935 年 4 月底 5 月初，聂耳于日本东
京，将修改过的曲谱寄回上海。一首表现中
华民族刚强性格，显示祖国尊严、豪迈气概
的战歌诞生了。这也是聂耳短暂一生中的最
后一个作品，也是他和田汉合作的最后一首
歌曲。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
议确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未正式制
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

抗战最强音

红旗漫卷映苍穹

图为江西井冈山《井冈红旗》雕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