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掀起土地革命的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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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导读

土 地 革 命 战 争 时 期

大革命（亦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或“国民革命”，指1924年5月

至1927年4月国共合作领导下的反对北洋军阀统治的战争和政治运动）失败

后，全国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

逐步地把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入农村，在农村建立根据地，深入开展土地

革命，建立革命武装和工农政权，开创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

的中国革命新道路。

（1927年8月-1937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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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武装斗争反抗国民党的
反动统治

第一部分



八七会议和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1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

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会议确定了

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

总方针。这是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

命兴起的一个历史转折点。



八七会议和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1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打响了武

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

中国共产党创建人民军队和独立领导革

命战争的开始。



八七会议和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1

八七会议后，中国共产党派出许多干部

分赴各地，恢复和整顿党组织，发动武装起

义。

1927年9月9日，发动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在攻打中心城市长沙受挫后，毛泽东果断改

变计划，决定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

区寻找落脚点。



1927年9月29日，起义部队到达永新县三湾村。毛泽东在这里进行了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

于一体的“三湾改编”，缩师为团，把支部建在连上，成立士兵委员会，制定行军纪律，确立

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奠定了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基础。

10月24日，毛泽东站在荆竹山雷打石上，宣布了工农革命军的三项纪律：行动听指挥;不拿

群众一个红薯;打土豪要归公。这三条纪律后来逐渐完善成为人民军队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雄伟的井冈山 ,八一军旗红

开天辟地第一回,人民有了子弟兵



八七会议和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1

1927年12月11日，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

和叶挺、叶剑英等领导发动广州起义。经过三天浴

血奋战，因敌我力量悬殊，起义失败。广州起义是

对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又一次英勇反击。

实践再一次证明：面对国民党新军阀在中心城

市拥有强大武装的形势，想通过城市武装起义或攻

占大城市来夺取革命胜利是不可能的。
广州起义纪念碑



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2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党的

六大在莫斯科近郊五一村召开。选举

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通过了关于

政治、军事、组织、苏维埃政权等一

系列问题的决议。

中共六大会议会址



毛泽东和中国革命新道路
的开辟

第二部分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向赣南闽西进军1

三湾改编后，毛泽东带领起义部队首先来到井

冈山。1927年11月，成立湘赣边界第一个红色政

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1928年2月中旬，打破江

西国民党军队对井冈山地区的进攻。至此，井冈山

革命根据地初步建立，边界党的组织也逐步建立起

来。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向赣南闽西进军1

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陈毅率红四军主力向赣

南出击，随后同从井冈山突围出来的红五军主力会合，并

向闽西发展。

1930年春，赣南根据地和闽西根据地形成，先后成

立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和闽西苏维埃政府，为后来中央革命

根据地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并对各地区红军游击战争的发

展和根据地建设起了鼓舞和示范作用。



古田会议和建党建军原则的确立2

1929年12月，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

（古田会议）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召开。

会议认真总结了红军创建以来党在同各种错误

思想、错误倾向作斗争的过程中积累起来的丰富经

验，统一了思想认识，一致通过了多种决议案，其

中最重要的是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的决议。这些

决议案系统地解决了建党建军的一系列根本问题。 古田会议会址



红军反“围剿”斗争的胜利
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设

第三部分



革命形势的恢复和好转1

党的六大以后的两年间，由于党在工作中实行了坚

决转变，党的组织有了较大恢复和发展。到1930年9月，

据党的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统计，全国党员增加到

12.23万余人。

党中央也加强了对各地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工作

的领导，到1930年3月，全国红军已有13个军，6.2万

多人。



红军的反“围剿”斗争2

红军和根据地的顽强存在和迅速发展，

使国民党统治集团感到震惊。蒋介石集中

兵力向各根据地和红军发动了多次大规模

“围剿”。

1930年10月起，蒋介石调集10万军

队，发动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围

剿”。红一方面军4万多人，采取“诱敌深

入”的作战方针，歼敌1.3万人，成功打破

国民党军队的第一次“围剿”。



红军的反“围剿”斗争2

不久，蒋介石又指挥20万军队，对

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

红一方面军仍坚持“诱敌深入”方针，

1931年5月16日至31日，连打5个胜仗，

横扫700里，自赣江之畔直达福建建宁，

共歼敌3万多人，打破了国民党军队的第

二次“围剿”。



红军的反“围剿”斗争2

6月间，蒋介石亲任“围剿”军总司

令，调集30万人，发动第三次“围剿”。

红一方面军历时3个月，歼敌3万多人，

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第三次“围剿”。此

后，赣南、闽西两块根据地基本连成一

片，扩大到跨20余县的广大地区。



红军的反“围剿”斗争2

红军在鄂豫皖、湘鄂西、赣东北、湘赣、湘鄂赣、琼崖等根据地，也都取得

反“围剿”的胜利。与此同时，西北红军创始人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经过

艰苦斗争，创建了陕甘边根据地和陕北根据地（后发展为陕甘根据地，又称“西

北根据地”），使中国革命根据地的布局发生了变化，不仅在南方有革命根据地，

北方也有了革命根据地。

红军反“围剿”斗争中的战略战术思想，建立在人民战争的基础之上，解决

了红军以劣势兵力和落后装备战胜强大敌人的问题，是对马克思主义军事学说的

杰出贡献。



根据地的土地革命和各方面建设3

随着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土地革命广泛开展起来。

1929年4月，毛泽东主持制定兴国县《土地法》，将井冈山《土地

法》规定的“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土

地”。1930年2月，兴国等6县全境和永丰等县部分地区全面开展分田运

动。

与此同时，在赣东北、湘鄂西、鄂豫皖、湘鄂赣等革命根据地，土地

革命也轰轰烈烈开展起来。



根据地的土地革命和各方面建设3

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所在地—江西瑞金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

江西瑞金召开，选举产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

委员会，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中央执行委员会

人民委员会主席。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

工农民主政权，是中国共产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

尝试。



九一八事变后的局势和中央
红军长征的开始

第四部分



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和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1

1931年9月18日深夜，根据不平等条约驻

扎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向中国军队驻地

北大营和沈阳城发动进攻，这就是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

主要矛盾，中国国内阶级关系发生重大变动，

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迅速兴起。



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和左翼文化运动2

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在极为艰难的环境

中，国民党统治区的共产党员仍然坚持斗争，利用各种阵

地开展工作。

1930年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随后中

国社会科学家、戏剧家、美术家、教育家联盟以及电影、

音乐小组等左翼文化团体也相继成立。

这一时期国民党统治区的左翼文化运动，锻炼出一支

坚强的革命文化队伍，在促进抗日救亡运动中发挥了重要

作用。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会址纪念馆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3

1931年1月，党的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

海召开。缺乏实际斗争经验的王明被补选为中央

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以王明为代表的“左”

倾教条主义错误在党的领导机关内开始了长达4年

的统治。

1932年底，蒋介石调集40万兵力，向中央革

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毛泽东的正确主

张受到指责，他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被错误撤销。

周恩来、朱德运用和发展以往反“围剿”的成功

经验，打破国民党军队的“围剿”。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3

1933年下半年，蒋介石调集

100万兵力发动对革命根据地的第

五次“围剿”。由于搬用正规的阵

地战经验，主张“御敌于国门之

外”，又采取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

和“短促突击”的战术，使红军日

益陷于被动。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3

1934年4月中下旬，国民党军队集中力量进攻中央苏区北大门广昌。

由于战术策略失误，经过18天血战，红军遭受到重大伤亡，广昌失守。

1934年9月上旬，国民党军队加紧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腹地发动进攻，

红军已无在原地扭转战局的可能。

1934年10月红军被迫开始长征。



遵义会议和中国红军长征
的胜利

第五部分



遵义会议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1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政治

局扩大会议，纠正了军事上和领导上的错误，确

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在极其危

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

革命。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

折点，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开始

确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走向成熟。
遵义会议会址



血战湘江

遵义会议

四渡赤水

巧渡金沙江

强渡大渡河

飞夺泸定桥

爬雪山

懋功会师

过草地

激战腊子口 大会师

红
军
长
征
示
意
图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指挥下，灵活

变换作战方式，从1935年1月末到3月下旬，红军

四渡赤水，5月上旬渡过金沙江。

1936年2月至7月，红一方面军先后进行东征和

西征，将陕甘根据地扩大为陕甘宁根据地。原在湘

鄂川黔根据地的红二、红六军团，1935年11月从

桑植出发，历尽艰辛，在1936年7月初同红四方面

军在甘孜会师。

1936年10月红军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在甘

肃会宁、姜台堡会师，红军完成了举世瞩目的长征。

红军北上和三军大会师2



南方红军游击战争和东北抗日联军的斗争3

1935年3月底，项英、陈毅等率领约300人，

到达赣粤边地区，以油山为中心，坚持艰苦的游

击战争。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在东北三省积极

组织并领导抗日武装斗争。1936年2月，东北

人民革命军和党领导或影响的各抗日游击队相继

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 节选自1936年冬天陈毅在梅岭被国民
党四十六师围困时写下的《梅岭三章》



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而战斗

第六部分



一二·九运动和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1

1935年12月9日，在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下，

北平学生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日游行，遭到国民党

军警镇压，由此开始的一二·九运动迅速波及全国。

一二·九运动揭露了日本吞并华北进而独占

中国的阴谋，打击了国民党的妥协退让政策，极

大地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标志着中国人民抗

日救亡运动新高潮的到来。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制定和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2

1935年12月，中央政治局在陕北瓦窑堡召开

扩大会议，两天后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瓦窑堡会议决议

和毛泽东的报告，明确提出党的基本策略任务是建

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5年底，党中央派刘少奇到华北恢复、整

顿和重建华北各地党组织。1936年上半年，党中

央和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先后派人到上海，积极开展

统一战线工作。
瓦窑堡会议旧址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制定和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2

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并没有根本改变，

张学良、杨虎城在向蒋介石要求抗日遭拒后，于1936

年12月12日凌晨，采取了“兵谏”，扣留了蒋介石，

并通知了全国，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八项主张。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事变发生后，党中央以中华民族团结抗日的大局为

重，经过谈判，迫使蒋介石做出“停止剿共、联红抗日”

的承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对促成以国共两党合作

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起到了重要作用。

图为张学良、杨虎城、蒋介石



总结历史经验，加强自身建设3

在中国革命进程和国共两党关系即将发生重

大变化的转折关头，中共中央大力加强党自身建

设特别是思想理论建设。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中共中央用

很大的精力从事理论建设工作。这些理论建设的

丰硕成果，极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

为迎接伟大的全民族抗战的到来做好了政治准备

和思想准备。



意义

（1）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工农红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从

无到有，从小到大，走过了极其艰难曲折的道路。曾从最多时的近30

万人减少到约3万人，但在战争实践中锻炼出一支英勇善战的新型人民

军队，开创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

造就了大批优秀的指挥员，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形成了一整套适

合中国革命战争实际的战略战术，为实现全国抗战和发展中国革命事

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意义

（2）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毛泽东建党学说开始建立起理论框架并

逐步走向系统化和理论化的重要时期。这一阶段，毛泽东本着实事求

是和开拓创新的精神，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思想的基本原则灵活运

用于中国共产党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在农村游击战的艰苦环境下，加

强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基本原则，为毛泽东建党学说的发展和完善

奠定了理论基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的建设较成功地探索出了一条

在艰苦的环境中如何建设党、巩固党与完善党的道路，充分体现了中

国共产党人勇于探索、敢于创新的伟大品格，为当前的党组织建设提

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意义

（3）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初步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优良

党风。十年的历史证明：理论脱离实际，照搬照抄外国经验的教条主

义，或由一个远离中国的国际指挥中心来指挥中国革命的做法，都是

错误的。要求我们在革命和建设中解放思想，不受他们个别结论的约

束，要以新的结论来代替已经过时了的结论，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

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经验、作出新概括，丰富和发展马克

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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