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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一百年大事记 之二

责编 谭文国 编辑 陈茜 校对 宋利 2021年7月1日 星期四

1922年

1923年

◆3月 毛泽东发表《湖南农
民运动考察报告》。

◆4月6日 李大钊在北京被
奉系军阀逮捕。28日，英勇就义。

◆4月12日 蒋介石在上海发
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这是大革
命从高潮走向失败的转折点。在
此前后，四川、江苏、浙江、安徽、福
建、广西、广东等省相继以“清党”
为名，大规模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
群众。杨闇公、陈延年、赵世炎、萧
楚女、熊雄等共产党人被杀害。

◆4月27日—5月9日 中国

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
汉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 82人，
代表全国 57967 名党员。大会选
举产生中央委员会和党的历史上
第一个中央纪律检查监督机构
——中央监察委员会。根据大会
要求，会后，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
修改党章的决议，正式提出党内实
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

◆5月 10日 中共五届一中
全会选举产生中央政治局和中央
政治局常务委员会，陈独秀为中央
委员会总书记。

◆7月16日—23日 中
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
会在上海举行。出席大会的
代表 12人，代表全国 195名
党员。大会第一次提出明确
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
领，区分了最高纲领和最低
纲领。大会通过第一个党
章，并通过决议案，决定中国
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大会
选举产生中央执行委员会，
中央执行委员会推选陈独秀

为委员长。
◆9月13日 中共中央

机关报《向导》周报创刊。党
的创建和大革命时期，中共中
央还创办了《新青年》《前锋》
《中国共产党党报》等刊物。

◆9月14日—18日 安
源路矿工人在毛泽东、李立
三、刘少奇等组织领导下，举
行罢工斗争，取得胜利。罢
工之前成立的安源路矿工人
俱乐部得到巩固和发展。

◆2月4日—9日 在中
国共产党领导下，京汉铁路
工人 2万余人举行总罢工，
成为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的
顶点。7 日，反动军阀进行
血腥镇压，造成二七惨案。

◆6月12日—20日 中
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
会在广州举行。出席大会的
代表 30多人，代表全国 420
名党员。大会决定共产党员
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

实现国共合作。大会规定共
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时，党必
须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
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大会选
举产生中央执行委员会，中
央执行委员会选举组成中央
局，陈独秀为委员长。大会
以后，国共合作步伐大大加
快。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动员
党员和革命青年加入国民
党，在全国范围内积极推进
国民革命运动。

◆1月20日—30日 在
孙中山主持下，中国国民党
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
大会，通过共产党人参加起
草的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
容的宣言，事实上确立了联
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
命政策。大会选举产生中国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共

产党员李大钊、谭平
山、毛泽东等 10人当

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或候补执行委员。

大会的召开标志
着第一次国共合

作正式形成。
◆5 月

为造就革命
武装的骨干
力量，国共

合作创办的国民党陆军军官
学校（黄埔军校）开学。6月
16 日，军校举行开学典礼。
孙中山任军校总理，蒋介石
任校长，廖仲恺任党代表。
中国共产党从各地选派许多
党、团员和革命青年到军校
学习。11月，周恩来出任军
校政治部主任，健全政治工
作制度。周恩来主持的中共
广东区委从军校第一期毕业
生中抽调部分党、团员作为
骨干，把大元帅大本营的铁
甲车队改组为一支实际受共
产党指挥的革命武装。

◆7 月 3日 国共合作
举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在广
州正式开学。到 1926 年 9
月，在共产党人彭湃、毛泽东
等相继主持下，广州农民运
动讲习所连续举办六届，培
训700多名农民运动骨干。

◆1月 11日—22日 中国共
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
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 20人，代
表全国 994名党员。大会提出无
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
题和工农联盟问题，对民主革命
的内容作了更加完整的规定。这
是中国共产党在总结建党以来尤
其是国共合作一年来实践经验基
础上，对中国革命问题认识的重
大进展。大会决定在全国范围内
加强党的组织建设，规定以支部
作为党的基本组织。大会选举产
生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
员会选举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
总书记。

◆5月 1日—7日 第二次全
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中华全国
总工会成立。

◆5月 30日 中国共产党领
导的反对帝国主义暴行的五卅运
动在上海爆发，并迅速席卷全国，

约1700万各阶层群众直接参加斗
争，标志着大革命高潮的到来。6
月至 1926 年 10 月，广州、香港爆
发省港大罢工。这是中国工人运
动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政治
大罢工。

◆7月1日 中华民国国民政
府在广州成立。其所属部队随后
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六个军。周恩
来等共产党员分别在第一、第二、
第三、第四、第六军中担任副党代
表兼政治部主任等职务。

◆10月 中央执行委员会扩
大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发布告
农民书，提出解除农民困苦的根本
办法是实行“耕地农有”。会议强
调北方地区工作的重要性，决定加
强对北方革命的领导。会后，中共
北方区执行委员会成立，李大钊任
书记。

◆12月1日 毛泽东发表《中
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3月 20日 蒋介石制造中
山舰事件。从此加紧限制共产党
的活动。5月，在国民党二届二中
全会上提出《整理党务案》，从国民
党领导机构中排挤共产党人，由此
逐步控制了国民党、国民政府和国
民革命军的大权。

◆7月9日 国民革命军在广
州誓师北伐。到 11月，基本消灭
军阀吴佩孚、孙传芳的势力。在北
伐战争中，以共产党员、共青团员
为骨干的叶挺独立团屡破强敌。
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共产党领导

的湘鄂赣等省工农运动蓬勃发展。
◆8月4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

于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
告。这是党的历史上第一个惩治
贪污腐败的文件。

◆10月—翌年3月 中共中
央和上海区委组织上海工人连续
举行三次武装起义。1927年 3月
21日，第三次武装起义在陈独秀、
罗亦农、赵世炎、周恩来等组成的
特别委员会直接领导下（周恩来任
起义总指挥）取得胜利。22日，成
立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

1924年

陈延年又名遐延，陈独秀长
子，是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活动
家、卓越领导人和杰出的无产阶级
革命家。1898年生于安徽怀宁，
1917年考入震旦大学攻读法科。

1919 年 12 月，21 岁的陈延
年赴法国勤工俭学。在法国期
间，他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学
习，摒弃了原先信仰的无政府主
义，转而信仰马克思主义。他与
赵世炎、周恩来一起创建旅欧共
产主义组织——中国少年共产
党，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负责
《少年》月刊编辑工作。1922 年

秋，他加入法国共产党，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4年夏，陈延年回国，于秋天被派赴广州工作，先后任社会

主义青年团中央驻粤特派员、中共广东区委秘书兼组织部部长。
不久，他又被任命为中共广东区委书记。他极为重视加强党的建
设，到 1927年 3月，广东党组织已拥有 9000多名党员，是当时全
国党员人数最多、组织机构最健全，具有高度凝聚力和战斗力的地
方党组织之一。

1925年 6月，陈延年和邓中夏、苏兆征等人领导了震惊中外
的省港大罢工。

1927年春，陈延年赴武汉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
会时，被任命为中共江浙区委书记，他当即转赴上海，途中上海发
生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1927年6月，中共中央撤销江浙区委，分别成立江苏省委和浙江
省委，陈延年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陈延
年和赵世炎等不顾危险，寻找失散的同志，恢复和重建党组织，积极
开展斗争。6月26日，陈延年遭国民党军警逮捕。敌人为了得到上
海中共党组织的秘密，对陈延年用尽酷刑，将他折磨得体无完肤。但
陈延年以钢铁般的意志，严守党的机密，宁死不屈。

1927年 7月 4日晚，陈延年被国民党反动军警押赴刑场。刽
子手喝令他跪下，他却高声回应：革命者光明磊落、视死如归，只有
站着死，决不跪下！几个执刑士兵用暴力将其按下，松手挥刀时，
不意陈延年又一跃而起，这一刀未砍着颈项，刽子手也差点吓得摔
倒。最后，他竟被凶手们按在地上以乱刀残忍地杀害。

新华社记者 张紫赟

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 新华社记者 黄国保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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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延年：

面向屠刀 决不跪下

王尽美，中国共产党的创始
人之一、山东党组织早期的组织
者和领导者，是中共一大代表中
最早辞世的一位。

1918 年，刚满 20 岁的王尽
美，在家乡考取了山东省立第一
师范学校。王尽美在济南求学期
间，积极投身五四爱国运动，被推
举为山东学生联合会负责人之
一。1920年 3月，北京大学马克
思学说研究会成立后，他被发展
为外埠会员。同年 11月，他与邓
恩铭等发起成立励新学会，创办
《励新》半月刊。

“贫富阶级见疆场，尽善尽美唯解放。潍水泥沙统入海，乔有
麓下看沧桑。”这是王尽美最为著名的《肇在造化——赠友人》。王
尽美，原名王瑞俊。1921年在写下这首短诗后，他便将“尽美”变
作自己的名字，来彰显自己的志向与主义。那就是为全人类实现
尽善尽美的社会理想。

也是在这一年，他与邓恩铭作为济南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
代表，赴上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沪上归来的王尽美，转身投入了波澜壮阔的革命运动。1922
年 1月，他赴莫斯科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
表大会。同年 7月，他再赴上海出席党的二大。他所参与起草的
《劳动法大纲》，成为这一时期党指导工人运动的纲领。

长期的忘我工作与艰苦生活，让他患上了严重的结核病。即
便如此，他依然抱病组织领导胶
济铁路全线、四方机厂工人大罢
工等，直至在工作的最前线溘然
而逝。
新华社记者 张志龙萧海川

王尽美：

壮美青春光和热
尽善尽美唯解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