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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七会议

学党史·悟思想

前 言

八七会议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在关系党和革命

事业前途和命运的关键时刻，中共中央政治局于 1927 年 8 月 7

日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会议批判和纠正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

义错误，撤消了他在党内的职务，选出了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

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毛泽东出席了这次会议，

并提出了著名的“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论断，八七会议后，毛泽

东受中共中央委派，以中共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前往长沙，领导湘

赣边界的秋收起义。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

全党党员书》等议案。

八七会议在中国革命紧急关头及时地向党和全国人民指明

了斗争方向，反对政治上的右倾机会主义，使党在革命中前进了

一大步。

会议背景



1927 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第一次国内革命

战争失败，中国革命处在一个十分紧急的关头。

为了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

义错误，确定党在新时期的斗争方针和任务，在共产国际的帮助

下，1927 年 8 月 7 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原俄租界三教街 41 号(今

鄱阳街 139 号)召开了中央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

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确定今

后革命斗争的方针。出席会议的有部分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

及中央机关、共青团中央、地方代表共 21 人。共产国际驻中国

代表罗明纳兹等参加了会议。会议由瞿秋白、李维汉主持；由于

当时环境极其险恶，会议只开了一天。

会议内容



首先，由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作了关于《党的过去错误及

新的路线》的报告和结论。然后，他就《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

员会告全党党员书》草案的主要内容作了发言。毛泽东、邓中夏、

蔡和森、罗亦农、任弼时等先后发言，尖锐地批判了陈独秀的右

倾投降主义。毛泽东在发言中批评了陈独秀在农民、军事等问题

上的错误，强调军事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毛泽东说：“以后要非

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明确指出枪杆子

取政权，第一次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接着，瞿秋白

代表中央常委就党的任务和工作方向问题作了报告。

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坚决纠正和结束了陈独

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撤销了他的总书记职务。会议确定以土

地革命和以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为党在新时期的



总方针，就国共两党关系、土地革命、武装斗争等问题进行了讨

论，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党在当时的最主要任务。

会议目的

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确定今

后革命斗争的方针。出席会议的有部分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

及中央机关、共青团中央、地方代表共 22 人。共产国际驻中国

代表罗明纳兹等参加了会议。会议由瞿秋白、李维汉主持。由于

当时环境极其险恶，会议只开了一天。会上，罗明纳兹作党的过

去错误及新的路线的报告和结论，瞿秋白代表中央常委会作将来

工作方针的报告。

在会议讨论中，许多同志批评中央在处理国民党问题、农民

土地问题、武装斗争问题等方面的右倾错误。有的同志还批评了

苏联顾问、共产国际代表的一些错误。毛泽东在发言中，从国共

合作时不坚持政治上独立性、党中央不倾听下级和群众意见、抑

制农民革命、放弃军事领导权等四个方面批评陈独秀的右倾错误。



关于军事工作，毛泽东尖锐地指出：“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

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他

着重强调：“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

的。”这是一个对中国革命有着极其重要意义的论断。这个论断

是从大革命失败的血的教训中取得的，它指出了中国革命的特点，

实际上提出了以军事斗争作为党的工作重心的问题。他建议“此

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

题”。

会议意义

八七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中国革命遭

受严重挫折后，总结失败的经验教训，结束了陈独秀在党中央的

右倾投降主义统治，确定了党领导武装暴乱、在农村进行土地革

命的斗争方针。这次会议对于挽救大革命失败带来的危机，实现

党的战略转型，发挥了重要作用。



八七会议是我们党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它为中国共产党在

思想混乱、组织涣散中指明了一条新的出路，为挽救党和革命作

出了巨大贡献。这是从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

转变，党的工作重心从城市转移到农村。

秋收起义是毛泽东在湖南东部和江西西部领导的工农革命

军（即红军）举行的一次武装起义。1927 年 8 月 7 日在汉口召

开紧急会议，决定在群众基础较好的湘鄂粤赣四省发动农民举行

秋收起义。

起义经过

1927 年 8 月 7 日

8 月 7 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纠

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确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

屠杀政策和开展土地革命的总方针。毛泽东在会上提出“须知政

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会议决定派毛泽东去湖南改组中共湖

南省委和领导秋收起义。

1927 年 9 月 9 日

9 月 9 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参加起义的铁路工人和农

民，首先破坏了岳阳至黄沙街，长沙至株洲两段铁路，切断了敌

人的交通运输。

1927 年 9 月 14 日



9 月 14 日，敌人兵分两路包围第三团，该团被迫向上坪撤

退。毛泽东在浏阳东乡上坪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改变攻打长沙的

计划，命令第一、三团与第二团余部迅速到浏阳文家市集中。

1927 年 9 月 29 日

1927 年 9 月 29 日部队到达江西省永新县的三湾村时进行了

改编（即三湾改编）：由原来的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将党的支

部建立在连上；成立各级士兵委员会，实行民主管理制度，在政

治上官兵平等。

1927 年 10 月 3 日

1927 年 10 月 3 日，起义部队离开三湾村，开始向井冈山进

军。10 月 27 日，起义部队到达罗霄山脉中段井冈山的茨坪，开

创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起义结果

起义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攻占老关、醴陵、浏

阳等地方，但由于敌强我弱，部队缺乏作战经验，队伍中的某些

领导者在指挥策略上也出现了错误，使得起义开始连连受到挫折，

后来又遇到敌人的伏击，起义最后以失败告终。



三大亮点

一是打出了一面党旗；

二是闯出了一条新路；

三是走出了一个伟人。

时势造英雄。毛泽东是领导秋收起义的核心领袖和最高统帅，

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评价历史人物的功绩不能“”以成败论英雄

“，”而要看是否推动了历史前进。毛泽东在秋收起义失败后经

历了曲折的人生际遇，给后人留下了有益的历史启示。



起义意义

第一，秋收起义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坚定的革命信念和崇高

追求。共产党提出的主张，“打倒列强、打倒军阀”的口号，开

展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决策为人民群众所拥护。

第二，秋收起义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主要形式是

武装斗争的崭新认识。在革命遭受严重挫折之后，通过八七会议，

中国共产党纠正了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错误，把土地革命和武装

斗争提上了工作日程。

第三，秋收起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翻身求解放、探求革

命新道路的伟大实践。在八一南昌起义爆发以后，中国共产党开



始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斗争，中共中央要求这次暴动要“以农会为

中心”，要“夺取一切政权于农民协会”。

第四，秋收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勇于改正错误的重大举措。在

农村，限制农民革命，反对农民建立和掌握政权。中国共产党善

于总结经验教训，勇于承认和改正错误。秋收起义等武装起义就

是典型的例子。

三湾改编

1927.9.29~ 1927.10.3



1927 年 9 月 29 日至 10 月 3 日，毛泽东在江西省永新县三

湾村，领导了举世闻名的“三湾改编”。从政治上、组织上保证

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党建设新型人民军队最早的一次成

功探索和实践，标志着毛泽东建设人民军队思想的开始形成。

三湾改编初步解决了如何把以农民及旧军人为主要成分的

革命军队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保证了党

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奠定了政治建军的基础。同时，三湾改编的

三项重要内容之一即实行民主主义也对团结广大士兵群众、瓦解

敌军起到了巨大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三湾改编又丰富了我党

早期的统一战线思想，从理论和实践上对统一战线工作做出了很

大贡献。



毛泽东创造性地确立了“支部建在连上” 、“官兵平等”

等一整套崭新的治军方略。三湾改编是中国共产党建设新型人民

军队最早的一次成功探索和实践。

历史背景

三湾改编之前，已经诞生达六年之久的中国共产党人还没有

拥有一支独立的军事武装。我们党整合和影响了一些国民党军队，

并在军队中建立了党的组织，但党组织（支部）都是设在团一级，

团政治指导员办公室直接管连队政治指导员，政治指导员只做宣

传教育工作，因而政治工作没有群众基础。连一级没有党的组织，

就难以直接掌握士兵，团一级即使设了党的组织也难以掌握部队。

可以说，我们党掌握或影响的叶挺部队、贺龙部队等之所以在三

大起义中被逐次击溃，缺乏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一个主要原因。



这些问题不仅存在于南昌起义的部队中，在毛泽东直接领导

的秋收起义中也普遍存在。

三路起义部队均受挫后，毛泽东改变了攻打长沙的计划，并

以前委书记的名义通知起义各部队到浏阳县文家市集结。9 月 19

日，各路起义部队到达湖南省浏阳县文家市。当晚前敌委员会召

开了会议。根据敌强我弱的形势，会议改变了攻打长沙的计划，

决定保存实力，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中去坚持武装斗争，

发展革命力量。9 月 20 日上午，起义部队 1500 余人离开文家市

向南进发。9 月 23 日，起义部队在芦溪镇遭反动军队伏击，损

失数百人，总指挥卢德铭牺牲。9 月 25 日，起义部队冒雨攻克

莲花县城。9 月 29 日，起义部队到达永新县三湾村时不足千人，

而且官多兵少，部队思想混乱，组织纪律性差。当天晚上，毛泽

东召开了前敌委员会，决定对部队进行整编，这就是著名的“三

湾改编”。

概述

三湾村地处湘赣边区的九陇山区，是茶陵、莲花、永新、宁

冈四县的交界地，有 50 多户人家，在山区算是较大的村庄。



1927 年 9 月 29 日，毛泽东率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到达

江西永新县三湾村。起义部队到达三湾的时候，减员较大，人员

不足 1000 人，组织很不健全，思想相当混乱。当时，部队没有

建立基层党组织，党不能切实掌握部队；雇佣军队的影响还严重

存在；加之作战失利，连续行军，斗争艰苦，一些意志不坚定的

人开始动摇。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改进部队存在的问题，不加

强党对军队的领导，不仅难以适应艰苦的环境，而且无法完成艰

巨的革命任务。

为了巩固这支新生的革命军队，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毛泽

东在到达三湾的当天晚上，就主持召开了前敌委员会议，决定对

起义部队进行整顿和改编。主要内容是：第一，资遣一部分不愿

留队的人员，部队缩编为 1 个团，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



一团；第二，在部队中建立党的组织，做到连有支部，营团有党

委，连以上设党代表；第三，规定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

建立士兵委员会，参加部队的管理，协助进行政治工作和群众工

作。士兵委员会由全体士兵民主选举产生，在党支部指导下进行

宣传、组织群众的工作，组织领导士兵的文化娱乐生活，监督部

队的经济开支和伙食管理。

历史意义

三湾改编确定了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保证了我军

的无产阶级性质，从政治上、组织上奠定了新型人民军队的基础，

在人民军队的建军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