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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和第一次国共合作

张 光 宇

中国第一次大革命是在国共合作形式下进行的
。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
,

加速了第一次

大革命的步伐
。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对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和发展
,

曾经作出过重

要的贡献
。

为了建立第一次国共合作
,

毛泽东不辞辛苦
,

进行了巨大的工作
。

第一
,

从事国民党的改组工作
。

第一次国共合作是 由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所促成的
。

一九二二年八月
,

为了贯彻共产

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决定
,

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开全会
,

主要讨论同国民党联合的形式间

题
,

决定同国民党采取党内合作的形式
。

一九二三年六月
,

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三次

全国代表大会
,

大会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国共合作问题
,

大会接受了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

决议
,

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
,

建立各民主阶级的革命统一战线
。

毛泽东

出席了这次大会
,

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

大会后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陈独秀
、

毛泽东
、

罗章龙
、

蔡和森
、

谭平山等五人组成中央局 (毛泽东任秘书 )
,

负责中央 的 日常 工

作
。 一

!一月
,

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上海召开全体会议
,

决定在全国扩大国民党的组织
:

凡

国民党有组织的地方
,

我党党员
、

团员全部加入
; 凡国民党无组织的地方

,

我党 则 为 之 建

立
。

根据党中央的指示
,

湖南的党组织着手帮助建立国民党组织
。

早在一九二三年三月
,

由

毛泽东担任书记的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湘 区委员会即计划从组织国民党入手进行政

治运动
。

毛泽东离湘调党中央工作后
,

通过覃振的关系将唯一留在湖南的国民党员邱维震介绍

给中共湘区委
,

商谈筹建国民党组织问题
。

至同年十一月
,

已有一批我党团员加入了国 民党
。

至次年三月
,

设立了长沙
、

宁乡
、

安源三个分部
,

共计国民党员二百六十余人①
。

一 九二四年一月
,

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
,

孙中山在广州主持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

全国代表大会
。

李大钊
、

林伯渠
、

瞿秋白
、

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和苏俄顾问鲍罗廷参加了大会

的领导工作
,

起了重要的作用
。

毛泽东被选为国民党章程审查委员
。

大会在讨论
“
比例选举

制为本党政纲之一
“ ,

案时
,

提案人黄季陆说
: “

比例选举制可以打破现在选举的流弊
。 ”

( 比例

选举制是资本主义国家选举制度之一
,

根据各政党在全国所得选票
,

按总票数中的比例来分

配各政党议员席位的选举制度
。

—
笔者注 ) 毛泽东发言反对这种选举制

,

他说
: “

现时比例

选举制系少数党所运动出来的结果
,

本党为革命党
,

凡利于革命的可采用
,

有害于革命的即

应摈弃
,

比例制有害于革命党
,

因少数人当选即有力量可以破坏革命事业
,

是予少数派以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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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也
,

本席根本反对本案
,

以为不能讨论不能表决
” 。

黄季陆进行辩解
,

毛泽东进一步指出
:

“
比例选举制虽为社会党所赞成

,

但当其未成功时固是如此
,

若成功后 即不尽然
,

此制很有害

于革命之本身
,

盖 以自由给以反对党
,

革命事业便十分危险
” 。

大会在讨论国民党章程
、

组织

国民政府
、

设立研究会等问题时
,

毛泽东也发表了重要意见
。

②这次大会通过了由共产 党 人

起草的
、

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宣言
,

确定了联俄
、

联共
、

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

从而

把旧三民主义发展 为新三民主义
,

通过了共产党员
、

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

党的决定
,

大会选举有李大钊
、

谭平山
、

毛泽东
、

林伯渠
、

瞿秋白等十名共产党员参加的国

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

这次大会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
。

一月三十一 日
,

毛泽东出席了由孙中山主持召开的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
,

会议决定派遣

中央执行委员分别在上海
、

北京
、

汉口
、

哈尔滨
、

四川五处组织执行部
,

以中央直属机构的

名义全权领导各地区的党务
。

会后
,

毛泽东以候补中央执行委员的身份参加上海执行部的实

际领导工作
,

以主要精力从事革命统一战线工作
。

二月二十五 日
,

上海执行部第一次执行委

员会议决议由毛泽东代理秘书处文书科主任职务和担任组织部秘书职务③
。

作为文书科代理

主任和组织部秘书来说
,

毛泽东的工作是繁重的
。

为了改变国民党极端涣散的状况
,

国民党
“

一大
”

后强调组织上和纪律上 的整顿
,

实际上主持上海执行部组织部工作的毛泽东负责对国

民党员的重新登记的工作
。

但这一工作遭到国民党右派的反对
,

国民党
“

元老
”

谢持自恃辛亥革

命后担任过四川省长
,

在执行部冲着毛泽东责问
: “

我是谢持
,

谁管填表工作的? 我不登记 ! ”

带动一帮人拒绝登记
,

无理取闹
。

毛泽东义正严词地回答说
: “

不来登记
,

就丧失党籍
,

必须

维护革命纪律
,

没有纪律
,

就无法革命
” 。

结果
,

这帮人不得不重新登记
。

④

毛泽东所 以积极从事国民党的改组工作
,

是基于对国共合作的必要性和必然性的正确认

识
。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一 日
,

他在填写《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调查表》时写道
: “

本人信

仰共产主义
,

主张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
。

惟 目前的内外压迫非一阶级之力所能推翻
,

主张用无

产阶级
、

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合作的国民革命
,

实行中国国民党之三民主义
,

以打倒帝

国主义
,

打倒军阀
,

打倒买办地主阶级 (即与帝国主义
、

军阀有密切关系之中国大资产阶级

及中产阶级右翼 )
,

实现无产阶级
、

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的联合统治
,

即革命民众的统

治
。 ”

⑤次年一月
,

他在《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 响》一文中又说
: ”

中华

革命党改成中国国民党时
,

又加入一批中产阶级的非革命派
,

此时而且有一部分代表买办阶

级的分子混了进来
,

他们站在党的支配地位
,

孙先生及少数革命领袖拿了仍不能革命
,

乃于

去年一月毅然召集第一次党的全国大会
,

明白决定拥护工农阶级的利益
,

从工农阶级中扩张

国民党的组织
,

并且容纳共产派分子入党
。 ”

⑥

第二
、

主持国民党的宣传工作
。

国共合作建立后
,

中国共产党通过国民党这一统一战线组织形式
,

发动和组织了反帝反

军阀的革命斗争
。

毛泽东利用其在国民党中央的地位
,

作了大量的反帝反军阀的宣传工作
。

一九二五年十月
,

毛泽东从湖南到达广州
,

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工作
。

十一月下旬
,

毛泽东出席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

监察委员及各部部长联席会议
,

报告

了《中国国民党之反奉战争宣传大纲》 ,

会议通过了他的报告
。

十二月三日
,

毛泽东在广州出

版的《国民新闻》上发表了《中央宣传部对反奉宣传之通告 o))

十二月五 日
,

毛泽东以子任的笔名主编的《政治周报》第一期出版
,

并亲自写 了《政 治 周

报发刊理由》
,

指出
: “ `

向反革命派宣传反攻
,

以打破反革命宣传
, ,

便是政治周报的责任
” 。

《政治周报》 “

对外不公开
,

所以通讯地址就设在毛泽东的寓所
。 ”

⑦ 《政治周报》 ”

由中央 宣 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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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主持
,

每期四万份
,

目的在打破北方及长江的反革命宣传
”

⑧
。

《政治周报》在宣传新三民主

义
,

反对国民党右派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

一九二六年一月
,

毛泽东出席了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

在会上
,

他

作 了《宣传报告》 ,

全面总结了宣传工作的成绩和缺点
。

他的报告受到杨筒公 (中共四川地委

书记 ) 的赞尝
,

认为较其它报告都
“

有系统些
” , “

能把具体的事实指得出来
,

并对每个时期所

施的宣传口号
,

也恰中客观的需要
”

⑨
。

在会上
,

毛泽东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

二月五日
,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

正式批准毛泽东为国民党中

央宣传部代理部长
。

毛泽东从二月五日至六月七日正式代理宣传部长期间
,

出席了十八次国民党中央执行委

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
,

对革命宣传工作提出过许多重要提案
。

在十二次会议上
,

他以宣传部

名义提出的
“

上海
`

革命导报
’

为伪中央机关报
,

应请中央通告各级党部禁止流行
”

案
,

会议决

议通过
。

在二十次会议上
,

他提议开办上海党报案
,

会议照准
。

在二十三次会议上
,

他以宣

传部名义提议
: “

(一 )扩大党及国民政府之宣传于全国各地
, (二 )变更编纂办法

,

用买稿法在

上海等处收集稿件
,

编印关于革命理论策略史事之丛小册
; (三 )在宣传部之下设宣传委员会

,

以讨论计划全国宣传事项
,

并请指派汪精卫
、

陈公博
、

甘乃光
、

彭泽民
、

陈其缓
、

林祖涵
、

毛泽东等七同志为宣传委员会委员
, (四 )湖南省党部开办党报请每月津贴六百元

”

案
。

会议决

议
: “

(一 )项交政治委员会办理 , (二 )( 三 ) 两项均照准
,
第 (四 )项津贴湖南党报六 百 元 之 经

费准予香港党报存款项下暂时支用
,

至香港党报开办时另行设法
” 。

在二十四次会议上
,

他以

宣传部名义提议
: ”

(一 ) 用中央执行委员会名义于
`

五一
’

节发表告工人农民电并在广州发一传

单
; (二 ) 于

`

五四
’ 、 `

五七
,

纪念 日发表通电
“

案
,

会议决议交宣传部起草
。

他还以宣传部名义

请中央发起
“

五姗
”

全国反帝国主义示威运动案
,

会议决议照办
。

在二十五次会议上
,

他以宣

传部名义提出审定编辑国民运动丛书办法案
,

会议决议照原案通过L

在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努力下
,

一九二六年十月中下旬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中央各

省区联席会议
,

毛泽东参加了这次会议
,

他曾建议
: “

将大会每 日开会情形电告各报馆
,

以明

真相
。 ”

@

上述事实说明
,

毛泽东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积极参加者
,

为 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
,

他呕心沥血
,

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

国共合作虽然实现了
,

但是国民党右派反对国共合作
、

妄图篡夺统一战线领导权的阴谋

并未停止
。

为了巩固和发展第一次国共合作
,

毛泽东坚决地进行 了反对国民党右派的斗争
。

第一
,

参加反对西山会议派的斗争
。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
,

邹鲁
、

谢持
、

林森
、

张继等一小撮国民党老右派在北京西山碧云寺

擅自召开所谓
“

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
”

的非法会议
,

并作出了
“

取消共产党在国民党中之党籍
”

和
“

开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的共产党员
”

等反共决议
。

会后
,

他们在北京等地设立伪国民

党地方分部
,

在上海成立伪国民党中央党部
,

人们称之为
“

西山会议派
” 。

十二月
,

中共中央发出了六十七号通告
,

要求各地党委推动国民党各级党部发表通电
,

痛斥
“

西山会议派
” 。

这时
,

毛泽东在《政治周报》上发表八篇文章
,

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
“

西

山会议派
” 。

1 1 2



首先
,

他揭露了
“

西山会议派
”

的反革命罪行
。

他指出
: “

国民党右派叶楚枪主持的上海民

国 日报
,

从十一月二十 日起
,

即从登载北京右派会议的通电之日起
,
已经宣告做 了反动派的

机关
,

宣告脱离了革命的国民党
,

宣告与帝国主义军阀从此妥协
,

宣告做了帝国主义宣传机

关之一种
。 ”

L他批判了右派反对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的罪行
,

指出
: “

这些右派
,

完全不服从

孙先生的三民主义
,

完全不照三民主义去实际工作
” 。 “

这班右派实际完全是孙先生三民主义

的叛徒
,

尽管他们在总理灵前开一百次会
,

尽管他们把三民主义天天写在脸上挂在咀上
。 ”

@

其次
,

他指出了
“

西山会议派
”

的性质
。

他说
:

西山会议派
“

事实上是大大帮了帝国主义的

忙
,

事实上是做了帝国主义的工具
,

因为他们的工作适合了帝国主义的需要
”

@
。

再次
,

他分析了
“

西山会议派
”

出现的原因
。

他从对国民党的历史的分析中得出结论说
:

“

老右派新右派依着革命的发展和国民党的进步
,

如笋脱壳
,

纷纷分裂
” 。

从对国民党员的社

会阶级属性的分析中得出结论说
: “

他们的分裂
,

是基于他们的阶级性
,

是基于现在特殊的时

局
,

使他们不得不分裂
。 ”

L 总之
, “

半殖民地中国的国民革命政党
,

在今日应有这个分裂
,

这

是一种必然的现象
。 ”

L

最后
,

他还指明了反对
“

西山会议派
”

的前途
。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收到各地反对
`
西

山会议派
”

的电文近五十篇
,

毛泽东将这些电文全部刊登在《政治周报》上
,

他高兴地指出
: “

反

对右派会议者遍于全国
” 。

0
“

因为现在的中国
,

除了革命
,

决无路走
,

凡属革命性强固的党

员
,

决不愿附和右派抛弃光荣的革命地位
,

以助帝国主义军阀张目
。 ”

L他从此作出结论说
:

“

我们可以毫不犹疑的断定
:

代 表中产阶级的国民党右派之分裂并不足以妨碍国民党的发展
,

并不足以阻挠中国的国民革命
” 。 “

革命派将因此成功一个更大的团结
。 ”

L

反对
“

西山会议派
”

斗争的高峰是一九二六年一月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

会
。

在会上
,

毛泽东和其他共产党人一起
,

积极参加了反对
“

西山会议派
”

的斗争
。

在一月十乃

日会议上
,

讨论《中央党务总报告决议案 》时
,

毛泽东发言说
: “

六款
`

凡有发表政治的言论
’

句应

改为
`

关于发表变更本党决议及政治方针言论
’ ,

又创立研究的会社之上
,

应改加
`

凡有
,

二字
,

必须事前将党部之许可
,

改为
`

必须将该地最高党部之许可
’ ,

把
`

或事后得党部之追认
,

句删

去
” 。

毛择东的意见是针对右派任意篡改三大政策
、

擅自成立非法组织而提出来的
。

他的意见

引起了热烈的讨论
,

有好几人发言同意或补充他的意见
。

可是高语罕却发言说
: “

言论的范围

极宽
,

一千几百字也是言论
。

本席以为应声明限于著作品
。

如戴季陶同志前几月所 出小册子

之类
,

须得本党许可
。

如属细碎之言论
,

均须党部之许可
,

恐不胜其烦
,

事实亦难办到
。

本

席主张将言论二字改为著作品
” 。

毛泽东当即发言表示不同意
,

他说
: “

五十九号 (即高语罕—
引者往 ) 所说

,

本席也以为未尽完妥
,

如林森此次在京之演说辞
,

字数虽少
,

关系却很大
,

所以专限小册子也不行的
” 。

毛泽东是从本质上而不是从形式上看问题的
, “

西山会议派
”

林森

的演说词
,

字数虽少
,

但内容反动
,

当然应属禁止之列
。

在会上
,

黄埔军校国民党特别党部的代表
、

孙文主义学会分子袁同畴附和
“

西山会议派
”

的反共叫嚣
,

提出限制共产党的反动提案
,

说什么
“
(一 )共产党员加入中国国民党时

,

声明自

己是共产党 , (二 )共产党员要将在国民党内的活动公开
; (三 ) 中国国民党员加入共产党时

,

要

得该地党部之许可
” 。

毛泽东立即驳斥了袁同畴的意见
,

严正指出
: “

这三种条件
,

我们也都是

不怕的
。

先就第一点说
,

如果怕声明自己是共产主义者
,

也决不是真正共产党员了
。

但是共

产党在中国还算是一个秘密组织
,

与俄国共产党执政可以公开活动情形不同
。

在中国共产党

一 日未能取得法律地位
,

是不能不秘密的
,

如在上海等地
,

也要声明
,

便马上要受枪毙了
。

就第 (二 )点说
,

和第 (一 )点相同
,

在共产党的友党中国国民党势力之下公开是可以的
,

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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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处也要公开
,

就马上要给人解散消灭
,

这便是以使国民革命中一部份力量受一个重大打击
,

也于国民革命前途是不利的
。

就第 (三 ) 点说
,

无论何党
,

党员出党入党应有绝对自由
,

实不

必有若何的限制
” 。

毛泽东的发言不仅有力地驳斥了袁同畴的反动提案
,

而且表现出共产党人

的光明磊落的态度
。

在毛泽东和其他共产党人的驳斥下
,

袁同畴不得不表示
: “

本席可 以收回

前时的提议
。 ”

L

毛泽东一月十 日在《反对右派会议者遍于全国》一文中预料
: “

现在第二次全国大会业已开

会
,

对于右派
,

当有严厉之处置
” 。

事实正是这样
。

经过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共同努力
,

大会通过了《处分违犯本党纪律党员决议案》
、

《弹劫西山会议决议案》
、

《请处分列名同 志 俱

乐部分子案》
、

《请处分上海伪中央党部案》 ,

决议永远开除谢持
、

邹鲁的党籍
,

对居正等十二

人提出警告
,

命令叶楚枪的《民国日报》交出改组
,

责令戴季陶反省
,

大会给了
“

西山会议派
”

以沉重打击
。

第二
,

参加批判戴季陶主义的斗争
。

一九二五年七
、

八月间
,

国民党新右派的
“

理论家
”

戴季陶先后抛出了 《国民革命与中国

国民党》
、

《孙文主义的哲学基础》等反动小册子
,

攻击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
,

借以反对

国共合作
,

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
,

鼓吹所谓
“

戴季陶主义
” 。

为了批判戴季陶主义
,

一九二五年九月
,

中共中央第二次扩大会议作出决议
,

决定和戴

季陶主义进行坚决斗争
。

著名共产党人瞿秋白写了《 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 ,

肖楚女写

了《国民革命与中国共产党》
,

浑代英写了《读 <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 ) 》 ,

针锋相对地深刻地批

判了戴季陶的反动理论
。

毛泽东虽然没有象他们那样撰写专题文章批判戴季陶的具体观点
,

但是他从本质上
,

概括而深刻地批判了戴季陶主义
。

在《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 于 革

命前途的影响》一文中指出
: “

惟闻在北京的会议中
,

代表小地主及华资工商资产阶级的一派

与代表买办阶级的一派意见不合
,

前一派有会议未终即离京南下之说
。

(戴季陶原准备参加西

山会议
,

但又随即偷偷地逃走了— 引者注 )我觉得这种现象也是必然的
” 。 “

中国的中产阶级

(除开其左翼即中产阶级中历史和环境都有特别情况的人
,

可与其余阶级合作革命
,

但人数不

多 )
,

到现在还在梦想前代西洋的民主革命
,

还在梦想国家主义之实现
,

还在梦想由中产阶级一

阶级领袖不要外援欺抑工农的
`

独立
,

的革命
,

还在梦想其自身能够于革命成功后发展壮大的

资产阶级建设一个一阶级独裁的国家
。

他们介在革命派反革命派之间
,

自以为可 以独立革命
,

其实没有这回事
。

…… 中间派只有两条路走
:

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
,

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

(其左翼有此可能 )
,

万万没有第三条路
。 ”

@ 特别是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一文中更明确

地指出
: “

有一个自称为戴季陶
`

真实信徒
,

的
,

在北京《晨报》上发表议论说
: `

举起你的左手打

倒帝国主义
,

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
, 。

这两句话
,

画出了这个阶级的矛盾惶逮状态
” 。 “

这

个阶级的企图—
实现民族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

,

是完全行不通的
” 。 “

那些中间阶级
,

必定很

快地分化
,

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
,

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
,

没有他们
`

独立
,

的余地
。

所 以
,

中国的中产阶级
,

以其本阶级为主体的
`

独立
,

革命思想
,

仅仅是一个幻想
。 ”

@ 毛泽东关于中

产阶级右翼提出的所谓
“

独立
”

的政治路线的论断
,

为以后中国革命实践所证明是 完 全 正 确

的
,

是具有深远意义的马克思主义观点
。

第三
,

参加反对蒋介石的斗争
。

一九二六年三月
,

国民党新右派蒋介石制造了反共的中山舰事件
。

这是蒋介石篡夺军权的

反革命信号
。

事件发生后
,

毛泽东主张给蒋介石以坚决回击
,

他说
:

我们对蒋介石要强硬
,

我

们示弱
,

他就得步进步
,

我们强硬
,

他就缩回去
。

他向中共两广区委书记陈延年和代理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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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顾问团长季山嘉建议说
:

我们应当动员所有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
,

秘密到肇庆

集中
,

驻防肇庆的是叶挺的独立团
。

中央执监委员到了肇庆以后
,

就开会通电讨蒋
,

指责他

违犯党纪国法
,

必须严办
,

削其兵权
,

开除其党籍
。

他分析取得反击胜利的有利条件时说
:

目前就广州一隅而言
,

蒋介石的武力占优势
,

然而就两广而言
,

蒋介石这点兵力就居于劣势
。

但是
,

毛泽东的正确建议遭到季山嘉的反对
,

毛泽东说
:

陈延年先是站在我一边
,

可是以季

山嘉为首的苏联军事代表团却反对
,

他们从纯粹的军事观点看间题
,

认为真要打仗
,

独立团

不能坚持一个星期
。

季山嘉一反对
,

陈延年也犹豫起来
,

我再三跟他们辩论
,

没 有 效 果
,

最后决定请示党中央
。

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没有为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所接受
,

陈独秀主张退

让
,

使蒋介石完全控制了国民革命军第一军@
。

中山舰事件后
,

从黄埔军校和第一军退出的共产党员达二百五十多人
。

毛泽东和周恩来

建议把这批共产党员派到其他军中去
,

建立叶挺独立团式的革命军队
。

但陈独秀拒绝这一正

确主张
,

因此这个计划未能完全实行⑧
。

一九二七年一月起
,

武汉地区逐渐开展了以反对蒋介石的军事独裁为中心内容的
“

提高

党权运动
” ,

而党权运动的最高峰就是三月中旬在武汉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
。

毛泽东出

席了这次会议
,

主张坚决反对 以蒋介石为首的右派势力
。

首先
,

他反对蒋介石延期开会的阴谋
。

蒋介石对于提高党权
、

反对独裁为内容的三中全

会是害怕的
,

所以借故一再拖延会期
,

进而达到使全会开不成的目的
。

蒋介石借故不前来开

会
,

谭延阁在预备会上也主张改期举行
。

毛泽东在七 日的预备会上明确指出
: “

大会则决定今

日开
,

不能再展
” 。

吴玉章
、

挥代英
、

彭泽民
、

于树德
、

徐谦等也主张大会如期召开
,

于是
,

决议仍按原定 日期举行
,

十日正式开会
。

其次
,

他主张限制蒋介石的权力
。

鉴于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张静江曾于

一月三日在南昌召集中央政治会议临时会议
,

擅 自决议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暂驻南昌
,

挑起

了
“

迁都之争
”

的事实
,

为了防止当时仍留在南昌的蒋介石
、

张静江故伎重演
,

所以
,

在七 日

预备会上
,

毛泽东提议
: “

在大会期间
,

政治会议仃止开会
,

如有重大事故发生
,

应付与主席

团全权办理
” 。

于树德表示赞同说
: “

以为当然
,

但事后对大会仍须报告
” 。

会议主席说
: “

毛
、

于

两 同志提议付表决
” 。

结果多数通过
。

再次
,

他主张取消蒋介石操纵的黄埔同学会
。

在十七 日的会议上
,

他指出
: “

黄埔学生皆

党员
,

似不必有同志会之设立
,

凡同学会同志会皆封建思想之递擅
,

已不适宜于今日
,

故应

规定军事政治学校及各分校
,

不应有同学会同志会设立之一条文
” 。

吴玉章立即支持说
: “

毛同

志提议不得设同学会
,

本席赞成
” 。

当会议主席将此提议付表决时
,

全体通过L
。

在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共同努力下
,

全会通过的各项决议限制了蒋介石的权力
,

使

这次会议实际上成了一次反蒋斗争的会议
。

蒋介石制造
“

赣州惨案
”

之后
,

三月十五 日
,

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举行阳新
、

赣州死难烈

士追悼会
,

毛泽东发表演说
,

指出
: “

在这革命势力的范围内
,

竟不断的演出惨杀 农 工 的 事

实
,

由此可证 明封建的残余势力
,

正准备着袜马厉兵
,

向我们作最后的挣扎啊 ! 从今 日起
,

我们要下一决心
,

向那些反动分子势力进攻
,

务期达到真正 目的
” 。

L在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

派 的领导下
,

武汉地区掀起了一个规模巨大的反蒋运动
,

这是武汉政府时期反对国民党右派

的高峰
。

由上述可见
,

从反对老右派到反对新右派的长期斗争中
,

在几个关健时刻
,

毛泽东总是

站 在正确意见一边
,

与许多共产党人一起
,

向右派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

遗憾的是
,

毛泽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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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共产党人为巩固和发展国共合作的努力被断送了
。

由于蒋介石
、

汪精卫的叛变和陈独秀

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
,

致使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了
,

第一次大革命遭到了惨痛失败
。

在大革命失败后的长期革命斗争中
,

特别是在第二次国共合作中
,

为了指导中国革命
,

毛泽东深刻地总结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历史经验教训
。

第一
,

统一战线必须具有统一的组织形式和共同的政治基础
。

他指出
,

当时的国民党由

于实行了联俄
、

联共
、

扶助农工三大政策
,

所以它是各阶级的民主革命的联盟L是国共合作

式的民族联盟L 但是当时国民党具有两重性
,

一方面它有和国外帝国主义的矛盾
,

它反对帝

国主义
,

另一方面有和国内人民大众的矛盾
,

它只给劳动人民很少的利益L
。

由于 它 的 固

有的阶级性和帝国主义的利诱
,

在一九二七年以后转化为反革命L他指出
,

孙中山重新解释

的三民主义中的革命的民族主义
、

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这三个政治原则
,

同共产党的民主革

命纲领
,

基本上是相同的@
。

因此
,

革命的三民主义成了国共两党和各个革命阶级的政治基

础L
。

第二
,

统一战线必须有革命武装作为中心革命力 t
。

他指出
,

由于共产党内的机会主义

路线不努力扩大自己的队伍
,

而只依仗其暂时的同盟者国民党
,

使得当时的革命统一战线没

有中心支柱
,

没有坚强的革命的武装队伍
,

四面八方都造起反来
,

共产党只得孤军作战
,

无力

抵制帝国主义和中国反革命的各个击破的策略
,

使革命陷于失败L
。

当时忽视了军队的争取
,

片面地着重于民众运动
,

其结果
,

国民党一旦反动
,

一切民众运动都塌台了⑨
。

第三
,

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又联合又斗争的原则
。

毛泽东指出
,

在第一次大革命后期
,

是一切联合
,

否认斗争 , 而在土地革命后期
,

则是一切斗争
,

否认联合
,

这两个极端的政策
,

都使党和革命遭受了极大的损失
,

正确的政策应该是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L
。 “

所谓联合
.

就

是同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
,

所谓斗争
,

在同资产阶级联合时
,

就是在思想上
、

政治上
、

组织

上的
`

和平
,

的
`

不流血
,

的斗争
, ,

而在被迫着同资产阶级分裂时
,

就转变为武装斗争
。 ”

秘

第四
,

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是革命成败的关键
,

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统一战线中的领

导权
。

他在
“

八七
”

会议上批判了陈独秀为首的党 中央放弃对国民党的领导权的错误
,

他说
: ”

与

时大家的根本观念都以为国民党是人家的
,

不知他是一架空房子等人去住
,

其后象新姑娘上

花轿一样勉强挪到此空房子去了
,

但始终无当此房子主人的决心
,

这是一大错误
。

在第二次

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

他又说
: “

使无产阶级跟随资产阶级呢
,

还是使资产阶级跟随无产阶级呢 ?

这个 中国革命领导责任问题
,

乃是革命成败的关键
。

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经验
,

表明

了当资产阶级追随着无产阶级的政治领导的时候
,

革命是如何地前进 了
; 及至无产阶级 (由共

产党负责 ) 在政治上变成了资产阶级的尾巴的时候
,

革命又是如何地遭到了失败
。 ”

O 在第三

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

他还说
: “

在一九二七年北伐战争达到高潮的时期
,

我党领导机关的投

降主义分子
,

自愿地放弃对于农民群众
、

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
,

尤其是

放弃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
,

使那次革命遭到了失败
”

L
。

第五
,

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法宝
,

中国共产党必须善于运用这个法宝
。

他指出
:

“

统一战线
,

武装斗争
,

党的建设
,

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
,

三个主

要法宝
。 ”

@ 他具体谈到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历史意义时指出
,

由于国共两党在一定纲领上的合

作
,

发动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
,

取得了北伐战争的胜利
,

一九二七年两党分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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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了十年内战的局面L
。

由于实现了国共两党和各界人民的统一战线
,

发动了中国历史上

空前广大的人民解放斗争@

毛泽东对第一次国共合作经验的总结
,

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集中概括
,

是马克思列

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具体表现
,

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

注释
:

① 湖南党务报告 ( 1 9 2 6年 1 月 )
。

②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 国代表大会会议录 ( 1 9 2 4年 1 月 )
。

③ 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第一次至第四次执委会会议记录
,

载《党史研究资料 》 1 9 8 3年 2 月 20 日第二期
。

④ 《解放日报》
。

1 97 9年 9 月 1 0日
。

⑤ 载《党史研究资料 》 1 9了9年 6 月 20 日第五期
。

⑥0 LLL@ 见《政治周报 》第四期
。

⑦L 茅盾
: 《中山舰事件前后 》 ,

载《新文学史料 》一九八 O 年第三期
。

⑧ 毛泽东在中国国 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宣传报告 ( 1 9 2 6年 1 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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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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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⑧ 中国国民党中央省区联席会议记录 ( 1 9 2 6年10 月 )
。

L 《上海民国日报反动的原因及国民党中央对该报的处置 》
,

载《政治周报》第三期
。

L 《右派的三 民主义》
,

载《政治周报》第三期
。

L 《帝国主 义最后的工具 》
,

载《政治周报》第三期
。

@ 《革命派党员群起反对北京右派会议 》
,

载《政治周报 》第二期
。

L 中国国 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速记录 ( 1 9 2 6年 1 月 )
。

@ 《毛泽东选集 》 (合订本 )第 4一 5页
。

@ 周士弟回忆录
。

L 中国国 民党二属三 中全会会议速记录 ( 1 9 2 7年 3 月 )
。

L 汉 口《民国 日报 》
。

2 9 2 7年 3 月 3 1日
。

@ LLLLLLLLLLLLL④ 分别为《 毛泽东选集》 (合订本 )第2 9。
、

8 62
、

2 9 1
、

3 03
、

64 8
、
6 61

、

1 4 3
、

5 0 9
、

7 2 1
、

5 7 1
、

2 4 1
、

1 1 5 3
、

5 6 9
、

3 3 5
、

3 5 6
、

9 3 6页
。

1 1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