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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战争，是由中国国民党领导下的国民政府以国民革命军

为主 力， 蒋介石 为总 司令于 1926 年至 1928 年间 发动 的统一 战

争。1926 年 7 月 9 日，国民政府成立国民革 命军从广东起兵，

在连克长沙、武汉、南京、上海等地以后，国民政府内部因对中

国共产党的不同态度而一度分裂，汪精卫和蒋介石决裂，北伐陷

于停顿。

宁汉合流后，国民革命军继续北伐，并在西北的冯玉祥和山

西的阎锡山加入下，于 1928 年攻克北京，致使北洋奉系的张作

霖撤往东北并被日本刺杀于皇姑屯，其子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

至此北伐完成，中国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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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背景



1924 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实现后，经过两年多的斗争，广东

革命政权得到统一和巩固，全国工农革命运动空前高涨，为北

伐战争奠定了政治、经济、军事和群众基础。在全国人民迫切

要求和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与推动下，广东革命政府决定出师北

伐。



1926 年 1 月，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

会议提出“对内当打倒一切帝国主义之工具，首为军阀”的口

号。2 月的北京，中国共产党召开特别会议，提出进行北伐推

翻军阀的政治主张。

5 月 21 日，中国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召开，通过北伐战争

决议案，任命唐生智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筹建总司令部、

推举国民革命军北伐总司令等具体计划阶段。至 5 月底，叶挺

独立团进抵湖南安仁、渌田一带，陈铭枢部与张发奎部分别由

高州和琼崖两地开拔援湘。

1926 年 7 月 9 日，蒋中正就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并誓师北

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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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经过

1926 年 5 月，以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为骨干的国民革命军

第四军叶挺独立团及第七军一部作为北伐先锋，开赴湖南，揭

开了北伐战争的序幕。

7 月 1 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颁布北伐动员令及《告将

士书》《告士兵书》《告广东人民书》《告海外侨胞书》。9

日，国民革命军北伐誓师大会在广州东校场举行，党政军负责

人和各界民众 5 万余人参加大会。国民革命军共有 8 个军，约

10 万人。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宣告北伐战争正式开始。



北伐的主要对象是北洋军阀三派力量：一是占据河南、湖

南、湖北的直系军阀吴佩孚，约有兵力 20 万人；二是占据东

北各省和京、津等地的奉系军阀张作霖，连同受他节制、统治

山东的张宗昌的军队在内，约有兵力 30 多万人；三是占领苏、

皖、浙、闽、赣 5 省的直系军阀孙传芳，有兵力 20 万人左右。

在苏联顾问帮助下，国民革命军决定采取各个击破的战略

方针。1926 年 5 月，国民革命军第七军一部和第四军所辖叶挺

独立团等部作为先头部队，出兵援助被吴佩孚军队击败而退衡

阳的第八军唐生智所部，拉开了北伐进军的序幕。

在两湖战场，1926 年 7 月北伐军迅速攻占长沙后，国民政

府召开军事会议，采纳中共中央和苏联顾问的建议，决定集中

力量进军武汉。10 月 10 日，北伐军第四、第八军再次对武昌

发起总攻，占领武昌城，俘敌军 1 万余人。至此，吴佩孚的主

力基本上被消灭。第四军特别是叶挺独立团在两湖战场上英勇

杀敌，屡建奇功，为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立下了不朽功勋，赢

得“铁军”的光荣称号。

到 1927 年 6 月，武汉政府的北伐军与北方国民军会师中

原，革命势力便发展到黄河流域，席卷大半个中国，给帝国主

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以沉重打击。

北伐战争是国共两党共同进行的一场革命的、正义的战争。

在北伐过程中，国共两党之间虽存在矛盾，但基本上是团结的，

能够集中力量对敌。但是，北伐的胜利进军，并未能扼制革命



阵营的危机。1927 年 4 月 12 日和 7 月 15 日，蒋介石、汪精

卫先后在上海和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北伐战争所取得的胜利

果实被以蒋介石、汪精卫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窃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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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意义



北伐战争基本消灭了吴佩孚、孙传芳等军阀部队，重创了

张作霖，沉重地打击了北洋军阀的统治，加速了中国革命历史

的进程。国民革命军能以少胜多，原因是多方面的。

就军事指挥而言，主要是采取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战略方

针，首先向北洋军阀实力较为薄弱的湖南、湖北进军，消灭吴

佩孚军，再引兵东向，消灭孙传芳军，最后北上解决实力最雄

厚的张作霖军；发扬长驱直入，运动歼敌，穷追猛打，速战速

决，英勇顽强，连续作战的作风；审时度势，灵活运用兵力，

适时转变战法，保持战争的主动权；分化瓦解敌军，补充扩大

自己。

这次战争中途共产党被抛弃、被屠杀的教训，使共产党深

刻认识到建立以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军队，独立开展武装斗

争的极端重要性，从而开始走上创建中国工农红军，进行土地

革命，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国民党政权的另一条革命道

路。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毛泽东 1927 年 3 月所写。

《考察报告》是毛泽东为了回答当时党内外对于农民革命斗争

的责难而写。

《考察报告》认为“所有各种反对农民运动的议论，都必

须迅速矫正。革命当局对农民运动的各种错误处置，必须迅速



变更。这样，才于革命前途有所补益”。全文用大量的事例就

八个问题进行了阐述：农民问题的严重性；组织起来；打倒土

豪劣绅，一切权力归农会；“糟得很”和“好得很”；所谓“过

分”的问题；所谓“痞子运动”；革命先锋；十四件大事。

只有经历调研才有发言权

毛泽东青年时期就开始接触社会、了解社会。1920年 3

月，毛泽东在致周世钊的信中指出：“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

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

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施的调查，及研究。”

为此专程到湖南做了 32 天的考察。对湖南湘潭、湘乡、

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农民运动进行考察。每到一地，“召

集有经验的农民和农运工作同志开调查会，仔细听他们的报告，

所得材料不少”。

正是基于实地调查，毛泽东在《报告》中，对湖南农民运

动有了自己的认识和看法，澄清了关于农民运动的不实之词。



针对农民运动“糟得很”，农会的举动“太过分”、有一点“乱

来”，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惰农运动”等说法，毛泽东

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在他看来，农民运动“好得很”，成

就了“奇勋”；农会的所谓“过分”举动具有“革命的意义”；

农民是“革命先锋”。

充分重视农民的力量

在《报告》中，毛泽东依据自己的观察，断言“农民成就

了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事业，农民做了国民革命的重要工作”，

这是对农民运动革命性、正义性的总体肯定，彰显了农民在国

民革命中的作用。在《报告》中，毛泽东对农民的革命态度进

行了具体分析，将农民分为富农、中农、贫农三种。



经过这次农民运动调查，毛泽东认定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

力，为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选择提供了支撑。

农村建设任重道远

毛泽东不仅重视农村革命，也非常关注农村建设和发展。

“农村教育是现在社会很大的问题”，对当时农村盛行的封建教

育表示了极大忧虑。在《报告》中，毛泽东所关注的 14 件大

事，既是农民革命的内容，也是农村建设的重点。如通过农会

将农民组织起来，建立农民武装，建设廉洁政府，破除迷信与

神权，普及政治宣传，严禁牌、赌、鸦片，办农民学校，建立

消费、贩卖、信用三种合作社，修道路、修塘坝，实际上已涉

及农村的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



毛泽东期待通过农民革命改造农村权力框架，实现农村制

度变革，改良农村社会风气，提升农民文化素养，促进农村政

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

现实意义

1927 年 3 月，毛泽东的经典著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问世后，引起广泛关注。这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农民革命

斗争的纲领性文献，在历史的紧要关头，为革命进一步指明了

方向，推动了农村大革命运动的继续发展。追溯《报告》形成

的过程，我们不难发现，毛泽东调查湖南农民运动不单是为了

回应党内外对于农民运动的责难，还有其认识、实践、心理基

础；毛泽东调查研究的方法、对农民作用的肯定、对农村建设

的关注，仍不失其当代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