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百年回眸 | 图说党史（五）“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1927 年 4 月 12 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在上海发

动反对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武装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国

民党左派及革命群众。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四一二”反革命政

变。使中国大革命受到严重的摧残，标志着大革命的部分失败，

是大革命从胜利走向失败的转折点。同时也宣告国共两党第一次

合作失败。经过四一二政变，国民党基层组织基本瘫痪，共产党

在群众中的影响迅速扩大，经历了深刻的锻炼和严峻的考验，共

产党初步积累了反正两方面的经验，为领导中国人民把斗争推向

新的更高的阶段准备了条件。

原因探析

一、蒋介石独占革命胜利成果，早已蓄谋反共



蒋介石是个以两面派手法出现的野心家。他虽然在一定时期

内，表面上曾表示赞成联俄联共，实际上是想利用共产党的力量，

发展实力，捞取资本，扩充地盘，为其今后夺取更大的权力打下

基础。

二、退让政策，使蒋介石得寸进尺、步步进逼

国共合作实现后，中国共产党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为创立和发展国民党组织作了大量艰巨细致的工作。但是，由于

我党还处在缺乏经验的幼年时期，对政权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三、帝国主义采用分化瓦解的办法，引诱蒋背叛革命阵营

北伐战争胜利进军，席卷了半个中国，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

在中国的统治。1927 年 3 月，上海工人阶级在周恩来领导下举

行了第三次武装起义，解放了上海。帝国主义再也沉不住气了，

因为上海是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及远东的最大的根据地，如果

把帝国主义列强这个极大的根据地推翻了，不独他们在远东的统

治完全被推翻，并且整个帝国主义世界都坍塌了，这是一切帝国

主义者都看得清楚的，所以现在他们非常恐慌。



“四一二”政变后的形势

合作全面破裂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在上海发动反对国民党左派

和共产党的武装政变“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

国民党左派及革命群众，使得第一次国共合作成果，在一片白色

恐怖中付诸东流。诞生不久的中国共产党，满怀着热忱和希望，

与国民党合作开启了大革命的大幕。然而，反帝反封建的北伐战

争烽火未息，国民党反动派就背叛革命，对共产党人举起了屠刀。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成果在一片白色恐怖中付诸东流，共产党人的

鲜血染红中国。



继上海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江苏、浙江、安徽、福建、

广东、广西等省相继以“清党”为名，大规模搜杀共产党员和革

命群众。4 月 18 日，蒋介石在南京另行成立代表大地主大资产

阶级利益的“国民政府”，以与武汉的国民政府相对立。阎锡山

在山西，刘湘在四川，也纷纷举行“清党”，并表示拥护南京政

府。与此同时，北方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也捕杀大批共产党员和革

命群众。4 月 28 日，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在北京

英勇就义。大革命遭受了严重的挫折。

事件影响

蒋介石通过此事成为了被国民党内右派的多数派支持，成了

最高领袖，国民党左派遭到排斥或者镇压。国民党右派认为共产

党破坏北伐统一，清党使扫除军阀统一全国的事业严重破坏，延

缓了成功的时间。蒋虽然不久由于北伐军在徐州失利而下野，但

很快重掌大权，完成北伐，开始了在中国数十年的统治。



四·一二事件对国民党的组织发展造成了深远的影响。清党

前，国民党普通党员人数（不含军政和海外党员）约 121 万，其

中有国民党员身份的共产党员不超过 5 万。清党一年后的 1928

年 3 月，国民党员人数为 22 万。1929 年 12 月回升到 27 万，其

中绝大多数党员还是是军队或高级党政机关的人员。这意味着清

党行动清掉了国民党左派全部党员的一半多，国民党党务系统大

换血。北伐前后各省建立的县、乡国民党基层组织，清党后基本

瓦解，恢复得十分缓慢。到 1933 年，全国仅有 17%的县建立有

县党部，浙江省建立县党部的县份为 69%。

四·一二事件使共产党的发展严重受挫。共产党认为，这标

志着国共合作的失败。四·一二事件之后，共产党内坚持和国民

党妥协的早期领导人陈独秀等人被认为右倾投降主义被撤职。陈

独秀被认为一味退让，甚至要求工人纠察队向国民党上缴武器，

造成共产党对蒋介石的武力清党毫无准备。中国共产党从此走向

武装革命夺取中国政权的道路，共产党联合极少数国民党左派在



南昌发动南昌起义，开始了组建共产党军队，开展武装革命，直

到夺取中国的政权。

帮助蒋介石发动四·一二事件的杜月笙则事业顺利发展。中

国抗日战争结束后一度持此功谋求上海市长一职未遂。1949 年

在国共内战中，国民政府失败退往台湾之际，杜月笙担心自己当

年参与四·一二事件的经历令共产党不会放过他，便逃到香港。

筚路 蓝缕， 百炼成 钢

铭记 苦难， 不忘初 心

今年恰逢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距震惊中外的“四一二”

反革命政变亦已走过了近百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

镜，可以知兴替。百年前的仁人志士们用热血刺破了时代之黑暗，

以身许国。今天的我们亦需追随先辈们所发出的那阵阵不灭的光，

始终努力并走于追寻理想的康庄大道上！



中共五大

简介

1927 年 4 月 27 日至 5 月 9 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

大会在武汉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

毛泽东、任弼时、刘少奇、邓中夏、张国焘、张太雷、李立三、

李维汉、陈延年、彭湃、方志敏、恽代英、罗亦农、项英、董必

武、陈潭秋、苏兆征、向警予、蔡畅、向忠发、罗章龙、贺昌、

阮啸仙、王荷波、彭述之等 82 人，代表着 57967 名党员。共产

国际代表罗易、鲍罗廷、维经斯基等出席了大会。由谭延闿、徐

谦和孙科组成的国民党代表团到会祝贺。汪精卫应邀列席了一天

会议。

召开背景



1927 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

和革命群众，大革命遭到了局部的严重失败。此后，全国形成了

三个政权，即原来的北洋军阀政府，上海、南京的蒋介石反革命

政权和武汉国民政府。面对错综复杂的矛盾和尖锐激烈的斗争，

需要中国共产党对形势有清醒的认识并采取果断行动，才能挽救

革命。党的五大就是在这种非常状态下召开的。全体党员期望这

次大会能正确判断当前局势，回答大家最为关注的如何从危急中

挽救革命的问题。

会议内容



会前，共产国际发来指示，要求中共五大的一切政治决议“都

完全应以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

为依据”。陈独秀代表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大会作了《政治

与组织的报告》，涉及中国各阶级、土地、无产阶级领导权、军

事、国共两党关系等 11 个问题。报告既没有正确总结经验教训，

又没有提出挽救时局的方针政策，反而为过去的错误进行辩护，

继续提出一些错误主张。

大会就土地革命及革命发展方向等问题进行了讨论，批评了

陈独秀报告中的错误，但对至关重要的土地问题没有在大会上进

行广泛的讨论。同时，也没有认真讨论军事问题，更没有在这方

面制定有力的措施，认为只要依靠以唐生智等武装力量为支柱的

武汉国民政府和冯玉祥的国民军，就能够实现大会规定的任务。

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罗易作了题为《中国革命问题和无产阶级的

作用》的讲话。代表们对陈独秀的错误进行了批评。



会前，瞿秋白针对陈独秀、彭述之等的机会主义理论和政策，

写成了《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一书，着重论述了无产阶级和

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问题。会上他把该书发给大家，并作了系统

发言。针对陈独秀报告关于统一战线上的错误，蔡和森在发言中

指出：中国小资产阶级政党（国民党）过去之弱点及现在动摇，

说明能领导革命到底并取得胜利的只有无产阶级政党。我们应以

坚决的无产阶级的领导去制胜小资产阶级的动摇与犹疑。毛泽东

批评了陈独秀在对待农民问题上的错误，主张把农民组织和武装

起来，迅速加强农民的斗争。

大会讨论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及

《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体会议关

于中国问题决议案〉之决议》《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土

地问题议决案》《职工运动议决案》《组织问题议决案》《对于

共产主义青年团工作决议案》等决议案。选出了由 31 名正式委

员和 14 名候补委员组成的党的中央委员会。随后举行的五届一

中全会选举陈独秀、蔡和森、李维汉、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

李立三、周恩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兆征、张太雷等为候补委

员；选举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

陈独秀为总书记。大会第一次选举产生了中央监察委员会，由正

式委员 7 人、候补委员 3 人组成。

会议影响



中共五大是在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召

开的。党的五大虽然批评了陈独秀的错误，但对无产阶级如何争

取领导权，如何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如何对待武汉国民政府

和国民党，特别是如何建立党的革命武装等迫在眉睫的重大问题，

都未能作出切实可行的回答，因此，难以承担在生死存亡的危急

关头挽救大革命的重任。而真正结束中央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

误，制定正确的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方针，是在 3 个月后的八七

会议上完成的。

马日事变

1927 年 5 月 21 日晚，驻守长沙的武汉国民政府辖军，国民

党反动军官许克祥率叛军捣毁了「湖南总工会」、「农民协会」、

「农民讲习所」等中共控制的组织革命机关、团体，解除工人纠

察队和农民自卫军武装，释放所有在押的土豪劣绅。共产党员、

中国国民党左派及工农群众百余人被杀害。事变后，许克祥与中

国国民党右派组织了“中国国民党湖南省救党委员会”，继续疯

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因 21 日的电报代日韵目是“马”

字，故称这次事变为“马日事变”。



事件经过

马日事变发生在 1927 年 5 月 21 日(马日)晚上长沙的一件历

史事件。共产党在北伐战争期间在湖南实行土地革命，斗争地主，

当中不少为北伐战争中的国民革命军军官家庭，于是引起军内极

为不满。

当时由许克祥作指挥，王东原、陶柳等人包围封锁湖南省共

产党党部、总工会、农民协会、省党校、省特别法庭等二十多处

为共党机关，解除了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武装。5 月 23 日，

许克祥等人组成中国国民党湖南救党办事处，5 月 28 日又组成

中国国民党湖南救党委员会，引发部分县市遂有类似之举。

本来就反对孙中山三大政策，对两湖工农运动深怀仇恨的第

35 军军长何键，在蒋介石的唆使下，早在 1927 年 4 月底，就在

汉口召集了一次高级将领会议，邀集了一批军官，密商反共清党，

举行军事政变，推翻武汉国民政府的阴谋。5 月 17 日，独立 14



师师长夏斗寅公开叛变革命，何键立即响应，率领他的部队，在

湖南各地进行屠杀，他们先残害了临湘农民协会委员长和常德近

郊农民协会委员长，后又占领了益阳县工会、农民协会等革命机

关，缴了农民自卫军和工人纠察队的枪。

5 月 21 日早晨，何键率领他的部队，将常德所有革命团体

包围起来。工人纠察队进行抵抗，遭到机枪扫射。当时，共产党

员、革命群众 80 余人被打死。当天夜晚，驻长沙的何键部下第

33 团团长许克祥，率兵 1000 多人发动反革命政变，对革命党和

工农群众进行了突然袭击。

长沙城顿时火光冲天，枪声四起，在一片白色恐怖中，反动

军队向中国国民党省党部、省、市总工会、农民自卫军总部、省

党校、特别法庭等机关、团体以及工人纠察队发起进攻，夺取工

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的枪支，放走了关押在监狱里的土豪劣绅

等犯罪分子，撕毁了“拥护武汉国民政府”，“打倒蒋介石”，

“铲除土豪劣绅”的标语，代之以各式各样的反动标语。大批共

产党员、工农群众以及青年学生倒在血泊中。这伙叛匪，在长沙

戒严司令部集会，成立了所谓“中国国民党湖南省临时救党委员

会”，作为反革命叛变的公开指挥机关。



教训意义

“马日事变”同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政变不大相同，它是发

生在仍然维持国共合作的武汉国民政府的控制区内，这实际上就

标志着武汉国民政府也很快会同共产党走向决裂。当年中国的社

会情况决定了军官的家庭大部分都是地主，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

动在湖南等地兴起之后，激起了很多军官强烈的反共情绪。

1927 年 5 月中旬，中共湖南省委就接到一些反映，说是驻

军已经在街上堆沙包，显然是准备巷战，当时长沙市内虽然还有

一千多名共产党领导的工人纠察队，却是白天上班，晚上把枪集

中锁起来回家，结果在突然袭击面前被打了个措手不及。省委接

到情报说会有突然事变，书记夏曦只留下一张纸条，说我到中央

汇报去了，不告而别。省委其他人坐在一起开会又开会，讨论又

讨论，拿不出办法。

5 月 21 日白天，看到没出事，临时省委的负责人又乐观起

来，照常举行党的活动分子大会，会上说形势已经好转了，不过



仍然需要应变，可是又没有具体措施。当天晚上中共湖南省委又

秘密开会，商量了工农武装准备就地自卫，不过刚宣布散会，11

点的时候外面就枪声大作，除了领导人转移之外，各种应变措施

都来不及采取。

许克祥率领 1300 名叛军向湖南省党部、省市总工会、农民

自卫军总部、省党校、特别法庭和工人纠察队全面发起了进攻，

黄埔军校三分校内的反动师生也对革命师生开火，实行了血腥的

清洗。这天晚上，工人纠察队仍然是多数人下班回家，只有几十

个值班人员进行了零星抵抗，结果一夜之间，许克祥一个团竟然

封闭了革命机关 70 多处，长沙城全部被反动武装控制。

“马日事变”一发生，湖南省内各地的反动军队、民团闻风

响应，到处屠杀农运骨干，捣毁共产党领导的团体，10 日之内

在长沙附近就杀了上万人。缺乏准备而且处于消极防御的各地农

民武装，虽然号称有十万人，可是短短几天都被打散。武汉国民

政府主席汪精卫看到这个情况还幸灾乐祸，嘲笑当时的中共总书

记陈独秀说：“你们在湖南的十万大军还打不过许克祥一个

团。”



事件影响

“马日事变”之后，白色恐怖遍及湖南。反动派一边杀人，

一边嫁祸于共产党。造谣说：“此次事变，全是共产党发号施令

的结果，是‘军民冲突’，是‘工农围攻 33 团团部，抢劫枪支’

所引起的。”武汉国民党反动分子，也大肆造谣说：“假若没有

工农运动，夏斗寅、许克祥是不会叛变的。”“马日事变”后不

到一个月的时间里，长沙附近就有一万多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杀

害，革命事业受到了严重危害。此后，长沙等地的共产党员和工

农群众，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革命，同反动派开展了不屈

不挠的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