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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战纪事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特刊

“打倒列强，打倒列强
除军阀，除军阀
努力国民革命，努力国民革命
齐奋斗，齐奋斗
……”
1926年，一首借用法国儿歌《雅克兄

弟》曲调重新填词的《国民革命歌》唱遍
大江南北，成为那个时代的最强音。作为
国民革命的象征，这首歌见证了国共第一
次合作和国民革命联合战线的建立。

彼时，在国共两党的共同推动下，一
场以推翻帝国主义列强在华势力和北洋军
阀为目标的国民大革命浪潮席卷中国。在
大革命的滚滚洪流下，中国共产党反帝反
封建的政治主张日益成为各族人民的共同
呼声，党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迅速扩大，
党的组织得到很大发展，千百万工农群众
开始在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

建立革命的统一战线

社会动荡不安、国家摇摇欲坠、民族
人心涣散……20 世纪初的中国，九原板
荡，百载陆沉。在列强操纵下，封建军阀
割据、混战局面愈演愈烈。百姓“入则有
老弱待哺之忧，出则无立业谋生之地，行
则逢掳身丧命之变，居则罹举家冻馁之
祸，灾害深于水火,困苦甚于倒悬”。整个
中国，已没有能够置身事外的阶层，也没
有可以苟且偷安的人群。

为了救亡图存，先进的中国人进行了
一次又一次不屈不挠的探索。就在中华民
族灾难深重之时，一批怀揣着“改造中国
与世界”梦想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成立了
中国共产党，回应了民族期盼。

经过了革命实践，年轻的中国共产党
逐步认识到，长期以来中国人民对外国侵
略者和本国封建统治者进行的斗争有两个
根本性的弱点：第一，没有认清革命的对
象，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
人；第二，没有广泛地发动群众，特别是
没有深入到下层的工农群众中去，未能形
成有组织的、持久的群众运动。

立足现实需要，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开
始探索起了与其他政党的合作之路。

1922年6月15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执
行委员会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
主张》，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建立“联合战
线”的主张：“邀请国民党等革命的民主派
及革命的社会主义各团体开一个联席会议
……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
向封建式的军阀继续战争……”

1922年7月中下旬，中共二大通过的
《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改变
了党的一大文件中“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
何关系”的规定，提出联合全国一切革命
党派，联合资产阶级革命派，组织民主的
联合战线，并决定邀请国民党等革命团体
举行联席会议，共商具体办法。这是中国
共产党最早提出关于统一战线的思想，《关
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亦成为
我党关于统一战线的第一个专门文件。

至此，为了实现党的民主革命纲领，
建立革命的统一战线，已经成为摆在中国
共产党面前紧迫的课题。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历史抉择

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根本问题是
团结、联合。那么，团结谁？联合谁？

在近代中国历史上，中国国
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一样，都是以

救国救民为己任而诞生的革命
政党。然而，“革命主义未行，
革命目的未达，仅有民国之
名，而无民国之实”——从兴

中会到同盟会，再从辛亥革命到二次革
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事实一再向孙
中山和他领导的国民党证明，依靠军阀搞
革命是不行的。

后来的历史发展告诉人们，中国共产
党才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
者。正如毛泽东所言，孙中山先生在绝望
中遇到了共产党。随着五四运动的爆发，
中国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中国共产党
诞生，孙中山看到了新的力量和希望。他
决心联合共产党，对国民党进行改组，走
新的革命道路。由此，国共合作成为两党
共同愿望。

1923年6月，中共三大确立了以国共
合作为基础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基本方
针，加快了两党合作的步伐。党的各级组
织做了许多思想工作，动员共产党员和
进步青年加入国民党，积极推进国民革
命运动。

实行国共合作，既是国共两党反对帝
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共同需要，也是两党
各自发展的需要。同国民党相比，这时的
中国共产党还是一个历史很短、人数很少
的政党。尽管大多数党员对于无产阶级在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还缺乏
深刻的认识，但是共产党通过上述办法，
尽可能团结国民党中的革命派，是有可能
争取“站在国民党中心地位”发挥领导作
用的，后来实际上也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
上做到了这一点。

1924年1月，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第
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宣布实行“联俄、联
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接受中国共产
党和苏俄共产党帮助，改组国民党。国民
党一大确认了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
民党的原则，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毛泽
东等10人当选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或候补执行委员，约占委员总数的1/4，更有
多名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央领导机构中担
任要职。

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
合作正式形成，也是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开
始实践民主革命纲领和统一战线政策的重
大胜利。

共产党人以充分的诚意和热忱的革命

精神来努力推进第一次国共合作。他们以
卓越的组织能力，积极在全国各地广泛联
系群众，帮助国民党建立和发展基层组
织。后来，周恩来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说，

“当时，国民党不但思想上依靠我们，复活
和发展他的三民主义，而且组织上也依靠
我们，在各省普遍建立党部、发展组织”

“是我们党把革命青年吸引到国民党中，是
我们党使国民党与工农发生关系”。

国共合作使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共同
努力，将国民革命思想由南向北，在全国
范围内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广泛传播。更为
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能够公开宣传和组
织群众，领导和推动工农运动的蓬勃发
展，为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奠定了基础。
中华民族伟大的革命力量开始迅速汇集，
大革命的初澜已开始显现。

国民革命风起云涌之际，在中国共产
党和苏联的帮助下，孙中山亲手创办了中
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这
所学校是国共两党联合培育军政干部的摇
篮，因而，从黄埔军校走出的人才，国共
两党兼而有之。由此，多少豪杰俊彦脱颖
而出，中国的命运之弦为之拨动。抗日战
争期间，黄埔军校出身的国共两党师生，
为保家卫国并肩作战。淞沪会战、平型关
大捷、台儿庄战役、百团大战，一场场重
大战役尽显黄埔军魂。

“打倒列强，除军阀”，中国社会各
阶层的共同呼声

1926年 7月 9日，在“打倒列强，除
军阀”的口号声中，北伐战争正式开始。
此时的北洋军阀已统治中国14年多，除了
种种倒行逆施和彼此间拼死争权夺利外，
从未提出过一个可以凝聚人心、使中国逐
步走向繁荣富强的目标和纲领。打倒祸国
殃民的北洋军阀，结束军阀割据和混战的
黑暗局面，实现国家的独立、统一，成为
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共同呼声。

孙中山生前多次呼吁以广东为根据地
进行北伐，但因为种种原因未能获得成
功。孙中山逝世后，这一历史任务，就由
国共合作旗帜下的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的

国民党人共同承担了。
在这场国共两党共同进行的战争中，

两党一致对敌，北伐军将士英勇奋战，以
鲜血和生命换来了辉煌战果。在不到10个
月的时间里，北伐军从广州打到武汉、上
海、南京，打垮两大军阀，歼敌数十万，
一场规模空前的国民大革命席卷了大半个
中国，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北伐进军过程中，共产党人在北伐军
军队政治工作和发动工农群众等方面作出
了巨大的贡献。一大批共产党员担任各级
党代表或政治处长，或者担任基层指挥
员、战斗员。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
湖南、湖北、江西等省的工农运动给了北
伐军极大支援。它播下的革命火种，影响
十分深远。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策略的成功，促
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创了反帝反封建
革命的新局面。但是，由于我们党当时缺
乏革命斗争经验，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
命斗争实践的结合没有深刻的认识，加之
当时党的主要负责人一再妥协退让，拱手
让出了对革命统一战线和武装力量的领导
权，最终丧失了制止和打败大地主、大资
产阶级叛卖革命的能力。另一方面，国民
党内部“以两党党员混合革命，小党胜于
大党为忧”的防范、排斥之心日增，特别
是孙中山逝世后，一些“联共”政策的反
对派陆续抬头。终于，到北伐战争胜利进
军、蒋介石羽翼已丰之时，反动派直接向
革命的盟友、大革命的重要推动力量中国
共产党人举起了屠刀。1927年，震惊中外
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
相继爆发，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它
仍具有深远的意义，留给共产党人深刻的
经验教训。危急关头，中共八七会议总结
了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的教训，确定了实行
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之后，中国
共产党领导了秋收起义、黄麻起义、广州
起义等一系列武装起义，逐步走上农村包
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更为
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以最为积极、奋斗
和牺牲的精神，在全国人民中赢得了信誉
和信任。

革 命 征 途 共 携 手

19241924年年，，陆军军官学校在广州正式创立陆军军官学校在广州正式创立，，通称黄埔军校通称黄埔军校。。黄埔军校是一所国共合作的学校黄埔军校是一所国共合作的学校，，目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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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李大钊在《新纪元》一文中指
出：劳工阶级要联合他们全世界的同胞，作一
个合理的生产者的结合，去打破国界，打倒全
世界资本的阶级。同年，毛泽东在《湘江评论》
上连续刊登《民众的大联合》文章，指出，为了
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必须实现中华民
族的大联合。

■1921 年 4 月，上海《共产党》月刊发表
《告中国的农民》一文，号召农民“集合起来”。
共产党人澎湃领导的广东海陆丰农民运动影
响深远，为后来农民运动的兴起积累了经验。

■1921 年 8 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
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这是党领导工人运
动的第一个公开机构。

■1922年初，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远
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
会，会议根据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
理论，阐明被压迫民族所面临的反帝反封建
的历史任务，讨论共产党同民族革命政党进
行合作的问题，强调吸收农民参加民族民主
革命运动的重大意义。

■1922年 6月 15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执
行委员会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
张》，这是党成立后公开发表的第一个重要政
治声明。这个文件，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建立

“联合战线”的主张。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党的二大通

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这
是党关于统一战线的第一个专门文件。党的
二大统一了全党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战略策
略思想，为建立民主联合战线、推动国共合作
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在党的统一战线发展
史上具有开创性的重要地位和意义。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
思想萌芽大事记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1921 年 8 月 11
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
书记部，张国焘担任书记部主任。为加强中国
工人阶级的内部团结，1922年5月1日，中国
共产党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名义，在广
州举行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到会代表中有
共产党员、国民党员、无政府主义者以及无党
派人士等 173人，代表全国 12个城市、110多
个工会和34万有组织的工人。大会决定在全
国总工会成立以前，委托中国劳动组合书记
部为全国工人组织的总通讯机关，并负责召
集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实际上承认了共产
党在全国工人运动中的领导地位。1925 年 5
月1日，中华全国总工会正式成立，中国劳动
组合书记部完成历史使命而宣告撤销。

■“国民革命”的口号：国共合作是在“国
民革命”旗号下进行的。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前
曾把他领导的斗争称为国民革命。1922 年 9
月，陈独秀在《向导》第 2 期上发表《造国论》
一文，提出以国民革命解除国内国外的一切
压迫，同“打倒列强，除军阀”的革命任务直接
联系起来，赋予了国民革命新的明确的政治
内容。从此，国民革命的口号风靡一时，深入
人心。在国共两党的努力下，国民革命思想在
全国范围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广泛传播开来，
在大革命浪潮中发挥了唤起和团结民众的重
大作用。

名词释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