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伐战争与反动军阀的覆灭

1926年 7月 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与北伐战争胜

利推进同时，工农群众运动进入高潮，党的组织和党领导的革命队

伍迅速扩大和发展。

北伐战争的直接打击目标，是受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主

要有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三派势力，其兵力达 70万人。这时，

国民革命军除广东原有的 6个军外，增加了新归附的第七、第八军，

共有10万人左右。针对敌我兵力悬殊的形势，国民革命军在以加伦

为首的苏联军事顾问的建议下，制定了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战略

方针。

根据这个战略方针，1926年 5月，国民革命军先头部队出兵湖

南。7月9日，正式出师北伐。在沿途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北伐

军势如破竹。到9月 6日、7日，两湖战场的北伐军分别占领汉阳和

汉口。10月 10日攻克已被围困月余的武昌，全歼吴佩孚部主力。江

西战场的北伐军也于 11月初歼灭孙传芳部主力，占领九江、南昌。

福建方面，12月中旬不战而下福州。北方冯玉祥部于 9月 17日在绥

远五原誓师，挥军南下。11月间，国民军联军已控制陕西、甘肃等

省。到1926年底，国民革命军已控制了除江苏、浙江、安徽以外的

南部各省。冯玉祥的国民军联军也已控制西北地区，准备东出潼关，

响应北伐军。北伐战争胜利的大局已定。

北伐战争能够在短时间内取得如此巨大的胜利，是国共合作结

出的丰硕成果。在北伐过程中，国共两党之间虽存在矛盾，但基本

上是团结的，仍能集中力量共同对敌。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在作战

中舍生忘死，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共产党员叶挺领导的独立团，

成为赢得“铁军”称号的第四军中英勇善战的一支部队。共产党人



进行的卓有成效的政治工作，使北伐军的许多指战员有着明确的革

命目标和不怕牺牲、英勇作战的革命精神。共产党人还在发动工农

群众方面作出巨大贡献，使北伐军所到之处，都能得到广大工人、

农民和其他革命群众的直接支援。此外，苏联军事顾问的帮助和苏

联提供的物资援助，对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这场革命中，中国共产党起着独特的、不可代替的作用。这

是因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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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革命是在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下进行的。

而中国共产党正是国共合作的倡导者和统一战线的组织者。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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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各省国民党的主要负责人大都是我们的同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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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民党左派在各地的国民党组织中都占优势。国民党组织得到最大

发展的地方，就是左派最占优势的地方，也是共产党员最多的地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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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共产党人的深入

细致的工作，一向被视为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的力量逐步地组织起

来、凝聚起来。 1927年 4月中共召开五大时，它领导下的工会共拥

有 280 万会员，产业工人基本上组织起来了。农会则拥有 972万会

员，由于一个农户一般为五口之家，而人会时只写一个人的名字，

所以农会联合的农民实际上达数千万之众。这就为国民革命的发展、

广东战争和北；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群众基础。



大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是革命战争。共产党人不仅帮助和推动

了国民革命军的建立，而且在军队中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政治工作，

积极提高国民革命军的素质，增强它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共产党员

在战斗中更是身先士卒，起着先锋作用和表率作用。中国共产党对

于大革命所作的独特的、重大的贡献，是当时人们公认的。

案例：“铁军”——共产党员成为北伐中坚力量

1924年11月，中共在取得孙中山先生同意后，由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主持，

先组建了“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一年之后，在铁甲车队的基础上扩建为独立团，

叶挺担任团长。独立团属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实际上由中国共产党掌握。团长和营长都是

共产党员，连一级干部大部分也是党员和团员担任，并在独立团内从上到下建立了党的组

织。

为了建设一支革命军队，从 1925年 11月到 1926年 5月，在肇庆驻军期间，部队初步

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开展了政治教育。周恩来曾指示：政治工作的任务是使“革命军队

确实有革命观念”，使官兵懂得“革命军是党的军队，革命军的行动要依靠着党的政策”。

独立团根据中共指示，在干部中进行反贪污、反打骂的斗争，给士兵上政治课，宣讲

革命道理，引导士兵认识国内外的政治形势，懂得革命军队同旧军队的根本区别。经过教

育，士兵们逐渐认清并接受了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革命思想，革命热情更高了。通

过密切军民关系、官兵关系，使整个部队面貌一新。独立团在建设一支革命军队方面，迈

出了重要一步，逐渐形成了同其他国民党单独领导的国民革命军显著不同的优点和特点。

这就是坚持共产党的独立领导，重视士兵中的政治工作，扫除旧军队的恶习，培养勇敢的

战斗风格。

1926年 5月底，中共通过广东革命政府，派遣独立团负担北伐先遣队的重任，先期开

赴湖南前线。独立团官兵肩负着中共嘱托，出师后接连在湖南、湖北打了许多硬仗，其中

有四个战役对于促进北伐战争胜利，起着关键性的作用。第一仗是1926年 6月 4日攻打湖

南攸县，首战告捷，打开了北伐军进入湖南的通路。8月26日至30日，又在汀泗桥和贺胜

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先后打了两个硬仗，击溃了吴佩孚的主力。最后于 10月 10日

会同友军攻下了武昌城，取得了北伐战争的重大胜利。

独立团在整个北伐进军过程中，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有力支援和配合。例如在攻打平江

县城的战斗中，当地党组织充分发动工人、农民和学生，组成交通队、向导队、运输队等

积极支援部队作战，有的人还英勇参与了战斗，此役结果我方仅以伤亡 100余人的最少牺

牲，取得了生俘守敌官兵 6000余人的最大胜利。独立团在战斗中，还充分发挥了共产党员、

共青团员的模范带头作用，不怕牺牲，冲锋在前。9月北伐军围攻武昌城，独立团一营被



指定为奋勇队，由于有了共产党员的带头作用，全体官兵浴血奋战，前赴后继，抢先登城

共产党员、营长曹渊发扬了“革命军人有进无退”的精神，战斗到生命最后时刻，充分表

现了独立团官兵的勇敢牺牲精神。

由于独立团勇猛善战，所向披靡，连战皆捷，被人们誉为“铁军”。当年武汉粤侨联

欢社同仁敬赠的一块牌上称赞“铁军”是“摧锋陷阵，如铁之坚；革命抱负，如铁之肩。

功用若铁，人民依焉；愿寿如铁，垂忆千年”。充分反映了人民对“铁军”的爱戴和期望。

视频：《黄埔军校——北伐先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