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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粤籍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创新马克思主义，围绕党的建立、工农运动、统一

战线、革命新道路等积极开展革命实践活动，他们的成功做法和积累的宝贵经验，为毛泽东思想和我党新

民主义革命理论的丰富与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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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粤籍无产阶级革

命家肩负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使命，成为了革命运动

的组织者，并以“领跑者”的姿态，在新民主主义革

命中拔得头筹。
一、投身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创世伟业

中国革命要想取得成功，必须组建一个用坚强

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
粤籍无产阶级革命家杨匏安、彭湃等积极传播马克

思主义，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作出了重要的理论上

的贡献。
( 一) 传播马克思主义

粤籍无产阶级革命家中的杨匏安、彭湃等在宣

传马克思主义方面走在了时代的前列。杨匏安是

华南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他对马克思主

义的宣传主要见之于他从 1919 年 7 月至 12 月为

《广东中华新报》所撰写的文中，文章对马克思主义

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说和剩余价值学说，均进

行了详细阐述。其中，《马克斯主义( 一称科学的社

会主义) 》一文，在《广东中华新报》上连载 19 日，与

李大钊的名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差不多同时问

世。彭湃于 1921 年 5 月留日回国后，在家乡海丰创

办社会主义研究社和劳动者同情会，采用自由研究

和集体讨论的方式，传播马克思主义，探讨社会主

义问题。他相继发表《谁应当出来提倡社会主义?》
等文章，深刻地揭露了旧社会的黑暗和罪恶，论证

了进行社会改革的必要性和必然性，提出了要依靠

多数人革命的思想。此外，在宣传阵地方面，还涌

现了以《广东群报》为代表的一大批宣传马克思主

义进步报刊，助推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杨匏安、
彭湃等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为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准备。
( 二) 成立中国共产党广东支部

粤籍无产阶级革命家深谙组建革命政党的重

要性，继上海、北京等地之后，他们推动了广东共产

主义小组的成立。1921 年春，在党的创始人陈独秀

的指导下，华南地区诞生了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

导的广东共产党组织( 后人称为广州共产主义小

组) 。广州共产主义小组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之

一，初时，共有党员 9 名，先是陈独秀任书记，后改由

谭平山接替，并派代表赴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

次全国代表大会。党的一大后，广州共产主义小组

改建为中国共产党广东支部，积极发展党员，壮大

党的组织，到 1922 年 6 月，中共广东支部已经发展

党员 32 人，占全国党员总数的16．4%［1］。粤籍先进

分子阮啸仙、刘尔崧、杨匏安、周其鉴、黄学增、杨殷

等人先后入党。按照党的一大决议，中共广东支部

积极从事工人运动，组织成立工人协会或总会，以

联合的力量、经济斗争的方式，对抗资本家的剥削

和压榨，为工人群众争取更多的社会经济权益。中

国共产党诞生让粤籍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血与火的

斗争中有了牢固的组织保证和坚强的领导核心。
( 三) 培养党的后备力量

广东地区曾于 1920 年建立过广州社会主义青

年团，后解散。中国共产党诞生后，支持广东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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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团。1922 年 3 月 14 日，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

举行大会，“标明以马克思主义为中心思想”的广东

社会主义青年团诞生。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建立

后，吸纳了一大批五四运动中涌现出来的青年积极

分子入团，机构也日臻健全，1922 年 3 月初，仅广州

市就有团员 400 多人［2］22。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的

出色工作，促成了 1922 年 5 月 5 日的中国社会主义

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会后，刘

尔崧、阮啸仙、周其鉴受党的委托，在广州成立了社

会主义青年团两广委员会，阮啸仙任书记，刘尔崧

任执行委员，领导广东、广西、香港等地区社会主义

青年团运动。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为党组织发

展储备了大批干部。在党的教育和引导下，青年团

员积极地投身到反帝反封建革命革命洪流中。
二、组织声势浩大的工人运动

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从成立之日

起，就非常重视工人运动。广东党组织积极推动工

人运动向纵深发展，涌现出了苏兆征、林伟民、刘尔

崧、邓发等一大批杰出的工人运动领袖。
( 一) 领导香港海员大罢工

苏兆征、林伟民等领导了香港海员大罢工。为

反抗英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和资本家、包工头的残

酷剥削及种族歧视，1922 年初，香港海员发动了针

对英帝国主义残暴统治的海员大罢工。苏兆征任

罢工办事处总务部主任、谈判代表和代理香港海员

工会会长，林伟民任总干事会常务委员。中国共产

党广东支部发表了《敬告罢工海员》一文，及时对罢

工运动予以支持和引导，还组织全体党员和社会主

义青年团员积极展开各项支持声援活动。罢工历

时 56 天，罢工人数超过了 10 万人，使整个香港航运

交通完全瘫痪，港英当局“陷入殖民地生命于危险

之境”［3］。罢工以香港海员胜利宣告结束斗争。这

次罢工是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直接同帝国主义进

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全国

一系列罢工高潮的起点。
( 二) 发动省港大罢工

杨殷、杨匏安、邓发、刘尔崧等领导和参加了震

惊中外的省港大罢工。为了支援上海人民的五卅

运动①，反抗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广

东区委决定组织省港大罢工。党组织指派杨殷、杨
匏安、苏兆征等共产党人组成党团，作为罢工的指

挥机关，到香港组织罢工。与此同时，又指派刘尔

崧、林伟民等共产党人组成的党团指挥广州沙面租

界的大罢工。1925 年 6 月 19 日，规模宏大的省港

大罢工爆发，到 6 月底，罢工人数达 25 万。罢工工

人代表大会成立了省港罢工委员会，由共产党员苏

兆征担任委员长，主持罢工，还任命邓发为工人纠

察队队长。在广州革命政府的支持下，省港罢工坚

持 16 个月之久，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是空前的，在

世界工人运动史上也属罕见。它在政治上和经济

上沉重地打击了英帝国主义，对巩固广东革命根据

地和准备北伐战争发挥了积极作用。
( 三) 挑起工会重担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工会是工人阶级团结奋

斗的家园。早在 1921 年 3 月，林伟民、苏兆征就在

香港成 立 了 中 国 海 员 工 人 第 一 个 真 正 的 工 会 组

织———中华 海 员 工 业 联 合 总 会，组 织 工 人 运 动。
1922 年 7 月 2 日，由林伟民任会长的上海海员工会

成立。根据形势的发展，为了指导和推动全国工人

运动进一步发展，实现全国工人运动的统一和团

结，扩展并巩固工人阶级的力量，党决定成立一个

统一的工会组织。1924 年 5 月，在广州召开了第二

次全国劳动大会上，全国统一的工会领导组织———
中华全国总工会正式建立。林伟民勇挑重担，当选

为委员长，另一名粤籍无产阶级革命家苏兆征当选

为执行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成立，让中国工人

阶级从此有了全国统一的组织，它对于发展工会组

织，创办工人学校，培训工人干部，积极领导全国工

人阶级斗争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开展农民运动

1924 至 1927 年大革命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

导及第一次国共合作推动下，广东的现代农民运动

更是蓬勃兴起，产生了农民运动四大领袖: 彭湃、阮
啸仙、周其鉴、黄学增。他们所领导和发动的现代

农民运动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一笔。
( 一) 领导海陆丰农民运动

彭湃是广东最早发动农民、组织农会开展农民

运动的 先 驱 和 领 袖，他 领 导 了 海 陆 丰 农 民 运 动。
1922 年 7 月，彭湃和青年农民张妈安等 6 人成立了

广东省第一个农会组织“六人农会”，揭开了海陆丰

农民运动的篇章。受其影响，惠阳、紫金、惠来、五

华、普宁等县的农民都纷纷组织起来，先后打出了

“农民协会”牌子。就这样，广东农民运动从海陆丰

发源，迅速向全省各地扩展。彭湃领导的海陆丰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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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早期农民运动之一，

为其它地区的农民运动提供了示范作用，它创造出

来的重要经验，成为大革命时期的重要经验。毛泽

东盛赞彭湃是“农民运动大王”。
( 二) 推动广东农民运动走向纵深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广东农民运动走向纵

深。1924 年 8 月，中共广州地委成立了由阮啸仙为

书记的农民运动委员会，专门负责有关农民运动事

宜。1925 月，广东省农民协会成立，并设干事局作

为常设机构，共产党人阮啸仙、彭湃、周其鉴等人为

常务委员，指导各地农民运动开展，广东的农民运

动由此进入了大发展时期，尤其是 1926 年广东全境

实现统一后，在全省 90 多个县中，有 66 个县建立了

农会，会员达 62 万余人，还有农民自卫军 3 万人。
广东 农 民 运 动 成 为 了 全 国 农 民 运 动 的 向 导 和

楷模［2］28。
( 三) 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

粤籍无产阶级革命家还走向讲台，言传身教，

培养农民运动干部、推动农民运动走向全国。1924
年 7 月由共产党具体创办、彭湃任主任的广州农民

运动讲习所开学。广州农讲所一共举办了六届，在

办学上注重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和重视调查研

究，培养干部近 800 名。学员毕业后奔赴全国各地，

领导农民运动。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

( 担任第六届农讲所所长) 、周恩来、彭湃、阮啸仙等

担任教员。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播撒了革命火种，

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
四、践行统一战线

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夺取胜利的三大法宝

之一。粤籍无产阶级革命家杨匏安、刘尔崧、阮啸

仙、叶剑英等为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付出了大量的心

血和精力，成绩斐然。
( 一) 参加中共三大

1923 年 6 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

全国代表大会，是迄今为止，中国共产党唯一一次

在广州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它以决定共产党和国

民党实行合作的方针而闻名于世。早在 1922 年 10
月，杨匏安发表的《无产阶级与民治主义》一文中，

就论述了统一战线问题，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党内

较早探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合作的文章。阮啸

仙、刘尔崧等粤籍共产党人参加了中共三大并作会

议记录。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担任广东社会主义青

年团的书记和执行委员阮啸仙、刘尔崧还分别还参

加了中共三大的筹备工作［4］。中共三大正式确立

了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有力地推动了党和革

命力量的壮大，成为党建设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

的新起点，也为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了必要的准备。
( 二) 改组国民党

中共三大后，杨殷、阮啸仙、刘尔崧、潘兆銮等

人，积极支持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

战线的方针、政策，他们按党组织要求以个人身份

参加国民党，协助广州地区国民党改组工作。尤其

是杨匏安因能力突出，深受孙中山的信任，担任了

国民党的重要职务，在国民党二大上还被选为国民

党中央 9 个常务委员之一。他为帮助孙中山改组国

民党、建立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

线，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使国民党在广东

的各级党组织换发了革命精神，在人民群众中树立

了威信。
( 三) 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与参加北伐

粤籍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

与北伐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面对广东商团的叛

乱，杨匏安、阮啸仙、刘尔崧等亲临一线，参加了平

叛的军事指挥工作。在东征中，彭湃根据中共广东

区委的指示，派人通知在海丰坚持秘密斗争的领导

人，发动农民群众支援和接应东征军，彭湃也亲赴

东征前线，负责恢复农会，组织农民支援东征军作

战。在北伐中，叶挺独立团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

的第一支正规革命武装，以作战勇敢，屡克强敌，攻

城拔寨而享誉天下，被称为“铁军”。北伐军胜利进

军之时，省港罢工委员会组织了 3000 人的运输队、
宣传队、卫生队随军北上，中国共产党动员广东韶

关等地的农民也积极支援北伐军。
( 四) 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

党先后有过两次合作。在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叶剑

英在坚持和发展党统一战线政策方面做出了重大

成就。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叶剑英亲自做东北军

与西北军的工作，打开了西北地区抗战的新局面。
西安事变爆发后，叶剑英协助周恩来，圆满地完成

了中央部署的任务，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

成。尤其是抗战期间，叶剑英贯彻党的统战政策，

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在国统区同形形色色的人打交

道四年之久，既孤立了顽固分子，又争取了中间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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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还团结了进步力量，为贯彻党的全面抗战路线，

坚持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立下了不朽功劳。
五、探索革命新道路

革命新道路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

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中逐步摸索出来的，粤籍

无产阶级革命家杨殷、彭湃、叶挺、叶剑英、张云逸

等在此方面做了卓越的实践探索。
( 一) 缔造人民军队

大革命的失败使得中国共产党认识到掌握军

队的重要性，于是党开始创建自己的武装，爆发了

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南昌起义时，叶

挺任前敌总指挥; 广州起义时叶挺任工农红军总指

挥，叶剑英任副总指挥、杨殷继任广州苏维埃政府

代主席，邓发任第 5 区副指挥兼 5 区工人赤卫队队

长。由此可见，粤籍无产阶级革命家在缔造人民军

队的三大起义中发挥了领导作用。不仅如此，粤籍

无产阶级革命家还在人民军队中担任重要职务。
杨殷在中共六大上当选为中央军事部长、负责中共

中央军事工作。北伐名将叶挺抗日战争爆发后，出

任新四军军长，在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中战功显赫。
叶剑英自参加革命以来长期担任军队重要领导职

务，他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的坚定信念令人敬仰。
( 二) 创建革命根据地

革命根据地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战略阵地。粤

籍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创建了多块根据地: 彭湃在

海陆丰策动武装起义胜利后，创建了我党领导的第

一块革命根据地———海陆丰革命根据地; 邓小平和

粤籍无产阶级革命家张云逸领导百色起义胜利后，

创建了左右江革命根据地; 而王文明、冯白驹创建

的琼崖革命根据地，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武装斗争

长达 23 年，直至迎来海南解放; 古大存等建立的东

江革命根据地，面积达 3 万多平方公里，人口 200 多

万。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不但让中国革命有了巩固

的后方，也激发了各地工农群众夺取革命在全国的

胜利的信心。
( 三) 建立苏维埃政权

建立苏维埃政权是党在革命过程中从政治、经
济和社会地位上保证工农兵真正当家作主的重要

尝试。粤籍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此方面也做了开拓

性的探索。1927 年 11 月，中共东江特委书记彭湃

按照中共广东区委的指示，分别在陆丰、惠阳高潭

区、海丰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中国第一

个县级苏维埃政权。海丰县苏维埃政府成立后，通

过了《没收土地案》等八项决议案，拉开了中国共产

党领导下新的土地革命运动的序幕。1928 年 8 月

12 日，海南 60 多名工农兵代表在乐会县第四区高

朗村举办了全琼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宣布成立

琼崖苏维埃政府，选举王文明为主席。琼崖苏维埃

政权建立后，充分借其他地区革命经验，开展土地

革命，使得人民生活得到改善，红军战争获得支援。
综上，粤籍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

时期，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

会的国情相结合，对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展开了丰

富的实践活动，他们的做法和积累的宝贵经验为新

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提供了实践依据，为毛泽东思想

的丰富与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注 释:
①五卅运动: 指 1925 年 5 月 30 日爆发的反帝爱国运动。上海

内外棉第七厂日本资本家在 5 月 15 日枪杀了工人顾正红，

并伤工人十余人。5 月 30 日，上海二千余学生分头在公共租

界各马路进行宣传讲演，一百余名遭巡捕( 租界内的警察) 逮

捕，被拘押在南京路老间巡捕房内，引起了学生和市民的极

大愤慨，有近万人聚集在巡捕房门口，要求释放被捕学生。
英帝国主义的巡捕向群众开枪，打死打伤许多人。这就是震

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屠杀事件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公愤。广

大的工人、学生和部分工商业者，在许多城市和县镇举行游

行示威和罢工、罢课、罢市，形成了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

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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