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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一百年大事记 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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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4日 毛泽东、朱德、
陈毅率领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
山，进军赣南。相继开辟赣南、闽
西革命根据地。后来这两块根据
地连成一片，以其为中心发展为
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央苏区）。到
1931年 11月，全国已形成中央、
湘鄂西、鄂豫皖、琼崖、赣东北（后
发展为闽浙赣）、湘鄂赣、湘赣、右
江等革命根据地。后来又建立了
川陕、陕甘、湘鄂川黔、鄂豫陕、闽
东等革命根据地。在革命根据地
的创建和发展中，形成了以坚定
信念、求真务实、一心为民、清正
廉洁、艰苦奋斗、争创一流、无私
奉献等为主要内涵的苏区精神。

◆5月—翌年2月 中共商
（城）罗（田）麻（城）特区委员会在
河南商城，中共六安县委在安徽

六安、霍山，中央代表邓小平等在
广西百色、龙州，先后领导发动武
装起义，建立红军，逐步开辟豫东
南、皖西、左右江革命根据地。

◆12月 28日—29日 红四
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古田会
议）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毛泽
东当选为中共红四军前敌委员
会书记。会议根据中央九月来
信精神，通过毛泽东起草的古田
会议决议，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
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决议案，
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
则。古田会议决议是中国共产
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是
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重要
里程碑。古田会议奠基的军队
政治工作对军队生存发展起到
了决定性作用。

◆7月15日 汪精卫召
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
大会议，以“分共”的名义，正
式同共产党决裂，对共产党
员和革命群众实行大逮捕、
大屠杀。国共合作全面破
裂，国共两党合作发动的大
革命宣告失败。据不完全统
计，从 1927 年 3 月至 1928
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共产党
员和革命群众达31万多人。

◆8月1日 在以周恩来
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前敌委员
会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
刘伯承等率领党所掌握和影
响的军队两万余人，在江西
南昌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
动派的第一枪。南昌起义标
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
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
装夺取政权的开端，开启了
中国革命新纪元。1933年 6
月 30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以
发动南昌起义的 8月 1日为
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
7月 1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
国临时中央政府予以批准。
此后，8月 1日成为人民军队
建军纪念日。

◆8 月 7日 中共中央
在湖北汉口召开紧急会议
（八七会议）。会议着重批评
了大革命后期以陈独秀为首
的中央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
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
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
针。这是由大革命失败到土
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
变。会议选出以瞿秋白为首
的中央临时政治局。

◆8月 中共中央成立

南方局，重新成立北方局。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中
央还成立了长江局、苏区中
央局、苏区中央分局、湘鄂西
中央分局、鄂豫皖中央分局、
上海中央局、西北局。

◆9 月 9日 以毛泽东
为书记的中共湖南省委前敌
委员会，领导工农革命军第
一师发动湘赣边界秋收起
义。29日，起义军到达江西
永新三湾村时进行改编，将
党的支部建在连上，从组织
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
这是建设无产阶级领导的新
型人民军队的重要开端。
10 月，起义军到达井冈山，
开始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
斗争。

◆9月19日 中央临时
政治局会议通过《关于“左派
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
决议案》，决定不再打国民党
的旗帜并成立苏维埃。

◆9月—翌年春 中共
琼崖特委在定安、琼山等地，
中共广东地方组织在海丰、
陆丰等地，中共黄麻特委在
湖北黄安、麻城，中共赣西特
委、赣南特委分别在江西吉
安、万安、赣县等地，领导发
动武装起义。

◆10月 中共中央机关
刊物《布尔塞维克》创刊。土
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中央
还创办了《红旗》、《斗争》、
《解放》等报刊。

◆11月9日—10日 中
央临时政治局在上海召开
扩大会议，提出以城市为中
心举行全国武装暴动的策
略。在实际工作中造成许
多损失。1928年 4月，停止
执行。

◆12 月 11 日 中共广
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和叶挺、
叶剑英等领导发动广州起
义，成立广州苏维埃政府。
但终因敌众我寡而失败，张
太雷等牺牲。

◆1月—7月 方志敏等在江
西弋阳、横峰，朱德、陈毅等在湘
南地区，贺龙、周逸群等在湖北洪
湖和湘西桑植地区，刘志丹等在
陕西渭南、华县，彭德怀、滕代远、
黄公略等在湖南平江，领导发动
武装起义。

◆2月 毛泽东率部打破江
西国民党军队对井冈山地区的进
攻。至此，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初
步建立。4月下旬，朱德、陈毅率
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和湘
南起义农军到达井冈山，与毛泽
东领导的部队会师，成立工农革
命军第四军（后改称工农红军第
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
代表和军委书记。在创建和发展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形
成了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
是、敢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胜
利的井冈山精神。

◆4月 毛泽东总结部队做
群众工作的经验，规定部队必须
执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以后
六项注意又发展成八项注意。

◆6月18日—7月11日 中
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
苏联莫斯科近郊举行。出席大会

的代表 142人，其中有选举权的
正式代表84人。大会指出，中国
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
家，中国革命现阶段的性质是资
产阶级民主革命；当前中国的政
治形势是处于两个革命高潮之
间；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大
会选举产生新的中央委员会并选
举产生中央审查委员会。

◆7月19日 中共六届一中
全会选举产生中央政治局和中
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20 日，
政治局会议选举向忠发为中央
政治局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常务
委员会主席，周恩来为常务委员
会秘书长。

◆10月5日 湘赣边界党的
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由毛泽东起
草的决议案，提出工农武装割据
的思想。1930年 1月，毛泽东在
给林彪的复信（后改为《星星之
火，可以燎原》）中，提出把党的工
作重心由城市转到农村，开始形
成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
的思想。

◆12月—翌年4月 毛泽东
先后主持制定井冈山《土地法》、
兴国《土地法》。

张太雷原名张曾让，1898年
6月生，江苏武进人。1915年考
入北京大学，同年冬转入天津北
洋大学（现天津大学）法科学习。
因立志化作“惊雷”，冲散阴霾，改
造旧社会，后将名字改为张太雷。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爆发，
张太雷积极投身其中，在运动中，
张太雷与景仰已久的李大钊建立
了联系。在李大钊影响下，张太
雷开始接触和信仰马克思主义，
并参加了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组织
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0 年
10月，张太雷和邓中夏等一起加

入李大钊等在北京发起成立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为中国共产党
最早的党员之一。

此后，他与邓中夏一起积极开展工人运动，到长辛店组建劳动
补习学校，培养了北方铁路工人运动的第一批骨干。从1921年春
开始，张太雷先后赴苏联工作、学习，并多次陪同共产国际派到中
国的代表会见李大钊、陈独秀、孙中山等，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的
活动，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

1924年回国后，张太雷负责团中央工作。1925年1月，他在中
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团中央书记，出席党
的四大并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1927年 4月至 5月，张太雷出席中共五大，尖锐地批评陈独秀
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为了挽救革命，以张太雷为书记的中共湖北省
委于6月初明确提出了武装农民“上山”和争取地方武装等策略和
建议。7月中共中央改组，张太雷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务委员
会五名常委之一；八七会议后，他被派往广东担任中共广东省委书
记兼广东省委军委书记、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兼南方局军委委员。

张太雷一到广东，立即研究制定广东全省的暴动计划，并发起
组建了广州起义指挥机构——革命军事委员会，担任委员长。正当
准备工作紧张进行时，起义消息泄露。张太雷当机立断，广州起义
的枪声于 1927年 12月 11日凌晨提前打响。在张太雷主持下，成
立广州苏维埃政府，并任代理主席、人民海陆军委员。

12月 12日，广州起义的第二天，敌军攻占了起义军的重要阵
地，并分兵直扑起义军总指挥部。张太雷闻讯，立即乘车赶赴前线
指挥战斗。车在行驶中遭到敌人伏击，张太雷身中三弹倒在插着
红旗的敞篷汽车中，壮烈牺牲。 新华社记者 邱冰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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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
共产主义战士夏明翰（1900—
1928），字桂根，出生于父亲居官
的湖北秭归。1917年春，夏明翰
违背祖父意愿，怀着“工业救国”
梦想，考入湖南省立第三甲种工
业学校。1919 年，五四运动爆
发，他和同学们开展了抵制日货
等一系列爱国运动。

1921 年，经毛泽东、何叔衡
介绍，夏明翰加入中国共产党。
入党后，夏明翰在长沙从事工人
运动，参与领导了人力车工人罢
工斗争。

1924年，夏明翰担任中共湖
南省委委员，负责农委工作。1926年 2月，他到武汉任全国农民
协会秘书长，兼任毛泽东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秘书。1927年 6
月，夏明翰回湖南任省委委员兼组织部部长。同年7月，大革命失
败后，他参与发动秋收起义。10月，湖南省委派他兼任平（江）浏
（阳）特委书记，领导发动了平江农民暴动。

1928 年 1月，党组织决定调夏明翰到湖北省委担任领导工
作。1928年 3月 18日，由于叛徒出卖，夏明翰不幸被捕。3月 20
日清晨，被押送刑场。行刑之前，敌人问夏明翰还有什么话要说，
他大声道：“有，给我拿纸笔来！”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年仅 28岁的
夏明翰写下了那首气壮山河的就义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
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夏明翰牺牲后的 3月 22日，弟弟夏明震在湘南暴动中英勇献
身。同年6月，妹妹夏明衡面对敌人的抓捕，殉身成仁。弟弟夏明
霹、外甥邬依庄也先后为革
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新华社记者 白田田

数风流人物
张太雷：

谋将来永远幸福

夏明翰：

丹心永照“后来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