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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湘南起义

○ 刘学民 刘克明

[ 摘 要 ]1927 年 8 月初，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湘南运动大纲》，为后来的湘南起义作了思想和

组织准备；1928 年 3、4 月间，毛泽东在位于湘南的桂东县沙田圩领导建立中共桂东县委和县工农兵政府，

支援了湘南起义；当湘南起义军处于危难时刻，毛泽东带领部队掩护和帮助了湘南起义部队转移。历史事

实表明，毛泽东为湘南起义作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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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陈毅与中共湘南特委共同发动的湘

南起义，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继南昌起义、秋

收起义和广州起义之后我党领导的又一次重要

的武装起义。湘南起义距今已经 90 余年了，截

至目前，学术界对湘南起义的研究取得了许多

成果，但也存在一些不足，比如，对毛泽东在

湘南起义中的作用和贡献的研究就还不够充分。

历史事实表明，毛泽东为湘南起义作出了重要

贡献。

起草《湘南运动大纲》，                          

为后来的湘南起义作思想和组织准备

1927 年 8 月初，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湘

南运动大纲》。大纲提出：“湘南特别运动以

汝城县为中心，由此中心进而占领桂东、宜章、

郴州等四五县，成一政治形势，组织一政府模

样的革命指挥机关，实行土地革命，与长沙之

唐政府对抗，与湘西之反唐部队取联络。”［1］

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通过了《湘南运动大纲》。

8 月 3 日，中共中央发出融入了《湘南运动

大纲》主要思想的《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

收暴动大纲》。大纲对湖南省提出的具体要求是：

“准备于不久时期内在湘南计划一湘南政府，

建设革命政权及一切革命团体，在广东革命委

［1］《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4 册，中央文献出版

社 2011 年版，第 456 页。　

员会指挥之下。现即须组织湘南特别委员会受

省委指挥，于交通不灵通时得有权独立指挥此

委员会所能活动的地方工作。”［2］湘南特委以

夏曦、郭亮、毛泽东、任卓宣为委员，毛泽东

为书记。

8 月 8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抽调部队到

湘南组织秋收暴动给前敌委员会（即领导南昌

起义之前委）的指示信》，指出：“决定由前

敌分兵一团或二团交由郭亮处，希率领到湘南

占据郴、宜、汝一带，组织湘南革命政府。”［3］

8 月 9 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第

一次会议上发言指出：“前不久我起草经常委

通过的一个计划，要在湘南形成一师的武装，

占据五六县，形成一政治基础，发展全省的土

地革命，纵然失败也不用去广东而应上山。”［4］

但是，当毛泽东回到湖南时，湘南局势逆转，

国民党军大量涌入湘南，突然袭击了汝城的自

卫军，镇压了农民运动，革命力量遭到严重破坏。

8 月 19 日，中共湖南省委向中共中央报告，

改变原湘南暴动计划，决定以长沙暴动为起点，

［2］《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4 册，第 383-384 页。　

［3］朱惠芳主编《〈红旗漫卷诸广山〉丛书：从工农革

命运动到引发湘南起义》，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

第 32 页。　

［4］《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20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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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南、湘西等亦同时暴动，坚决夺取整个湖南，

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兵苏维埃的政权。［1］

尽管由于客观形势的变化，毛泽东未能

如期赴汝城领导湘南武装起义，而改在湘赣边

举行秋收起义，由他起草的《湘南运动大纲》

未能如期实施，但《湘南运动大纲》对湘南地

区的党组织、农民协会以及农军影响深远，与

1928 年的湘南起义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可以

说为湘南起义作了一定的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

领导建立中共桂东县委和县工农兵政府，              

支援湘南起义

湘南起义，从 1928 年 1 月 12 日智取宜章

拉开序幕。

起义爆发后，势如破竹，发展迅速，很快

席卷湘南大地。到了3月初，已建立了宜章、郴州、

永兴、耒阳、资兴五县工农兵政府。3 月 16 日—

20 日，中共湘南特委在永兴太平寺召开湘南工

农兵代表大会，会上成立湘南苏维埃政府。

3 月上旬，中共湘南特委派代表周鲁上井冈

山，传达贯彻中央 1927 年 11 月在上海召开的

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和 12 月 31 日给

湖南省委的指示。周鲁“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

议决定给毛泽东以‘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

委员’和‘撤销现任省委委员’的处分，错误

地传达为‘开除党籍’；取消中共前敌委员会，

成立单管军中党的机关、不能过问地方党的师

委，以何挺颖为书记，毛泽东改任师长；命令

工农革命军离开井冈山根据地，去支援湘南暴

动”［2］。

3 月中旬，毛泽东率部下山。3 月底，毛泽

东率工农革命军第一团到达桂东县沙田圩。在

沙田万寿宫召开军队干部会，决定深入农村，

发动群众，打土豪，搞分田试点。4 月初，帮助

成立中共桂东县委和县工农兵政府。

针对部队中存在的乱拿乱要群众财物等不

良风气，毛泽东在桂东沙田圩对部队进行纪律

［1］ 参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

第 208 页。　

［2］《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

第 234 页。　

教育，宣布和解释了工农革命军的“三大纪律，

六项注意”。

从地理位置上看，桂东县位于湖南省东南

边陲，郴州市东部。桂东建立的中共桂东县委

和县工农兵政府位于桂东县沙田圩，在地点上，

中共桂东县委和县工农兵政府完全位于湘南。

毛泽东领导桂东县军民打土豪、分田地和开展

桂东县苏维埃政权建设给了湘南起义部队极大

支持和配合。从这个角度上讲，毛泽东也是湘

南起义的参与者。

掩护和帮助湘南起义部队转移

毛泽东同湘南起义部队有着深厚的阶级感

情和战斗情谊。当湘南起义军处于危难时刻，

毛泽东义无反顾，带领部队掩护和帮助湘南起

义部队转移。

1928 年 3 月间，刚刚结束混战的粤、湘、

桂军阀便立刻勾结起来，对湘南起义的主力军

和农军南北夹击，进行“协剿”。湘南起义部

队面临战略转移。3 月下旬，毛泽东得知朱德、

陈毅率领的湘南起义部队遭到广东、湖南国民

党军夹击，在湘南难以立足的情况后，便决定

兵分两路赶往湘南，接应和掩护起义军撤退。

一路由毛泽东亲自率领，向桂东、汝城方向前进；

另一路由袁文才、何长工率领，向彭公庙和资

兴方向前进。［3］

4 月 24 日前后，毛泽东率领担任后卫的工

农革命军第一团在掩护湘南起义部队转移后返

回宁冈砻市，同先期到达这里的朱德、陈毅率

领的湘南起义一部分直属部队会合，毛泽东见

到朱德时说：“这次湘赣两省国民党军竟没有

整倒你们！”朱德感激地说：“我们转移得快，

也全靠你们的掩护。”［4］两军在井冈山胜利会

师后，根据中共湘南特委决定，两支部队编为

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改称红军第四军）。朱

德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改编为第二十八团；

湘南宜章农军，改编为第二十九团。

［3］ 参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

第 235 页。　

［4］《毛泽东传》（一），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 年版，

第 17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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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30 日，毛泽东在永新主持召开湘赣边

界特委、红四军军委和永新县委联席会议，讨

论巩固和发展根据地的各项工作。会上，湖南

省委巡视员杜修经宣读了湖南省委给边界特委

和红四军军委的指示信。指示信强调：“四军

须集中力量向湘南发展”；“先解决永新之敌军，

然后再杀出一条血路，向湘南资兴、耒阳、永兴、

郴州发展”；还要求“毫不犹疑地立即执行”。［1］

会议经过讨论决定，红四军当时不宜去湘南，

应继续留在湘赣边界，建设巩固的根据地，请

求湖南省委重新考虑，把红四军留在井冈山。

7 月，红四军分兵两路，迎击敌人对井冈山

的第一次“会剿”。第二十八团和第二十九团

打下酃县后，杜修经不顾永新联席会议决议，

同第二十九团党代表龚楚在下面鼓动士兵群众

闹着要回湘南。四军军委担心第二十九团单独

回去孤军奋斗为敌所算，乃决定第二十八团同

去湘南。陈毅将第二十九团出现的情况写信给

毛泽东，毛泽东回信要求断然停止去湘南的行

动。朱德召集士兵讲演，反复说服不要到湘南

去。但杜修经乘力持异议的毛泽东、宛希先等

远在永新工作的机会，以省委的名义，挑动第

二十九团往湘南冒进。

7 月 24 日，开往湘南的红军大队攻打郴

州，先胜后败。遭到敌人反击后，第二十九团

溃不成军。队伍一部分跑到广东乐昌被土匪胡

凤璋消灭，一部分在郴宜失散，不知所终。第

二十九团仅剩的百人并入第二十八团。

8 月上旬，由于红四军远征湘南，赣敌乘虚

攻占井冈山根据地边界的县城和平原地区。红

［1］《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

第 245 页。　

四军第二十九团在湘南溃散和井冈山根据地遭

受严重损失，史称“八月失败”。

8 月 13 日，朱德、陈毅等率领第二十八团

进抵桂东县沙田。于 8 月 16 日前后召开党员代

表大会，认真总结了教训，严肃批评了把部队

拉到湘南的错误，并请求湖南省委给杜修经处

分。接着，召开士兵代表大会，朱德、陈毅在

讲话中指出，此前不顾永新联席会议的决议，

把部队拉到湘南是错误的。朱德宣布：只有重

上井冈山才能保存和发展这支部队，才能扭转

目前存在的被动局面。［2］

8 月中旬，毛泽东得知红军主力在湘南失败

的消息后，立即率第三十一团第三营去湘南迎

接红军大队回井冈山。在这次“八月失败”中，

又是毛泽东出手，率部援助了湘南起义部队。

综上可见，从起草《湘南运动大纲》，为

后来的湘南起义进行思想、组织上的准备和酝

酿；到去湘南领导桂东县军民打土豪、分田地

和开展桂东县苏维埃政权建设，并提出“三大

纪律，六项注意”，后来演变成为中国人民解

放军铁的纪律；再到掩护和帮助湘南起义部队

转移，坚定不移地同“左”倾盲动主义做斗争，

这几个方面足以表明，毛泽东为湘南起义作出

了重要历史贡献。

﹝作者刘学民，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

究员，北京 100017；刘克明，原航天科工集团

二院 207 所工程师，北京 100044 ﹞

（责任编辑：程莹莹）

［2］参见《朱德年谱》（新编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

社 2016 年版，第 124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