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革命时期党的经验和教训

1924年至 1927年的中国大革命，是一场以工农群众为主体的、

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参加的人民革命运动。它以与

辛亥革命根本不同的规模和形式，在中国大地上掀起了翻天覆地的

狂飙，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基本推翻了北洋军阀的反动

统治，使民主革命思想在全国范围内得到空前的传播，促进了中国

广大民众的觉醒，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这场大革命，特别是广

泛深入的工农运动，教育和锻炼了各革命阶级，这就为后来中国共

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的开展，奠定了群众基础。这场大革命充

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党的组织得到了迅速发展。从建党

初期到大革命失败前的短短 6年内，党由 50多名党员曾发展成为拥

有近 5.8 万党员、领导着 280 万工人和 970 余万农民的具有相当群

众基础的政党。

大革命时期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和发展的重要时期。随着国

共合作的进行，特别是大革命高潮的到来、北伐战争的胜利和工农

运动的高涨，为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党的思想、组

织和制度等各方面的建设都有相当的进展。1927年 6月 1日，中共

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还把“党的

建设”问题列为专门一章。

在党的组织和制度建设方面，党提出了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

加强了党中央机关和党的各级地方组织的建设以及党的基层组织建

设，党员队伍得到了迅速扩大。党在自身建设方面虽然取得了一定

成效，但还处于起步阶段。

在大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已取得初步进展。党对民主

革命的目标、领导权、动力和革命对象等重大问题通过革命实践的



探索，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党对土地革命、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

的重要性也开始有了初步的认识。

大革命从兴起到失败的经验教训表明：中国共产党不但要建立

革命的统一战线，而且要始终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实行“又团结又

斗争”的方针，争取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同时，根据中国

当时的实际国情，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必须坚持武装斗争，组建由

共产党直接统率和指挥的军队；必须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实现耕

者有其田，以充分发动农民参加革命，扩大革命的力量；共产党必

须加强自身的建设，加强党的民主集中制，既要发展党的组织和注

重党员的数量，更要巩固党的组织和注重党员的质量。只有正确认

识和解决了这些问题，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革命事业走向成功。

大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它的历史意义仍是不可磨灭的。这场失

败了的革命，实际上是未来胜利的革命的一次伟大的演习。正是在

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轰轰烈烈的革命工作，在全国范围

内掀起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了光荣的一页。

党开始掌握一部分革命武装。与此同时，党从正反两方面积累了深

刻的经验教训，开始在实践中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途径，初步

提出了无产阶级领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的基本思想；并从失败中汲取教妙“，开始，匱得进行土地革命和

掌握革命武装的重要性。由于经历了这场大革命，中国人民的觉悟

程度有了明显的提高。所有这些，为把中国革命推进到一个新的阶

段——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小结：

实行第一次国共合作，掀起大革命的高潮，是中国共产党在中

国革命大舞台上的第一次华丽亮相，给予了帝国主义在华的侵略势



力和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以致命打击。但处在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

党经验不足，在革命后期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使这场革命遭到

了失败。中国共产党从正反两方面积累了深刻的经验和教训。所有

这些，为把中国革命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准

备了必要的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