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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1

国内农民运动的报道更加注重南方农民运动工作，

宣传中共的农村革命成果，贯彻实施土地革命的政策，

总结革命经验并即时更正错误，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党

内理论思想学习；北方农民运动的报道更加注重鼓动农

民群众投身阶级斗争的洪流，唤起北方农民的阶级意识，

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对中共农村政策的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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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布尔塞维克》与农民运动

《布尔塞维克》所载农民运动的报道按地域可划分为

北方农民运动、南方农民运动、国外农民运动。北方农

民运动详见《山东直隶之大灾荒》《如火如荼的奉天农民

暴动》《河南工农的反冯战争》《东昌农民的暴动及其发

展的趋势》等文。北方农民运动的领导力量主要为自发

的民间组织，且带有一定程度的宗教迷信色彩。中国共

产党在北方势力薄弱，支部组织数量少，土地革命等相

关政策宣传乏力。此类文章重在号召农民群众接受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开展有组织、有纪律的科学斗争。

《布尔塞维克》关于南方农民运动的言论众多，广

泛报道了中共重点开展农民运动的区域，如广东、湖南、

湖北、江苏、江西等的农民斗争。北伐战争时期，北伐

军所到之处便宣传共产主义，组织农民起义，实行土地

革命。大革命失败后，农民运动转入低潮，但在地域上

仍呈现出多点爆发的状态。《布尔塞维克》关注“朱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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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布尔塞维克》作为中共理论性机关刊物，广泛记载了全国各地的工农运动，尤其是瞿秋白与蔡和森担任主

编期间，格外重视农民运动的发展情况。瞿秋白担任《布尔塞维克》主编的时间为1927年10月至1928年6月，共主

编23期，蔡和森担任《布尔塞维克》主编的时间为1928年7月至1928年10月，共主编5期。瞿蔡主编下的《布尔塞

维克》时代风格鲜明，农民运动的报道范围覆盖全国，报道采取具体情况与政策理论相结合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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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四军在湘赣边境的苏维埃武装割据情况，以政策解读

实际情况。此类文章重在宣传中共的土地革命政策，加

强党内思想教育。此外还有较为特殊的朝鲜农民在东三

省发起运动的报道，详见《走头无路之朝鲜农民》《今日

之朝鲜》等文。当时作为共产国际支部之一的中国共产

党号召被压迫的民族、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反抗压迫，

宣扬共产主义思想。

二、《布尔塞维克》北方农民运动的宣传鼓动

北方农民运动整体呈现出组织松散，缺乏系统性领

导，且多数带有封建迷信色彩的特征。北方各地农村的

农民组织包含红枪会、大刀会、天门会等，这些自发的

民间组织除了自身带有宗教迷信色彩之外，还受到来自

国民党、军阀的利诱，其革命性与进步性有限。由于中

国共产党党组织在北方发展迟缓，势力较为弱小，无法

在大范围之内公开地领导农民进行反封建革命。中共理

论性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整合报道了直隶、山东、

冀豫、满洲（东北）等地的农民斗争，呼吁有阶级意识

的群众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指导中共北方局开展组织农

民运动工作。

1. 北方农民运动的发展形势

北方农民运动的发展有别于南方，整体发展相对南

方落后。北方农村中的剥削阶级除了军阀买办、工商业

资产阶级和地主外，出现了帝国主义的直接干预，导致

北方农民群众的痛苦日甚，在多重阶级的强大压迫下农

民运动发展迟滞。

（1）北方农村中各阶级矛盾分析

割据地方的军阀是北方农民解放的最大阻力。广大

北方地区长期受制于新旧军阀的高压统治，往往仅在一

省之中政治局面就表现得四分五裂，大小军阀明争暗斗，

这种政治斗争使得扩军备战之势更甚。军阀主要通过对

农民苛捐杂税来补足军费，通过强制性征兵补足军队队

伍。但在面对农民暴动时，他们又倾向于通力合作镇压

暴动。冯玉祥统治下的河南，阎锡山统治下的山西，张

作霖统治下的东北和直隶金融崩溃、纸币跌价，导致城

市资产阶级与军阀沆瀣一气，加紧收买土地，开始农业

大资本经营。

地主豪绅对农民群众的剥削最甚也最直接。地主豪

绅将军阀下达的多种名目税捐转嫁给农民，尤其是贫农，

他们往往需要为地主富农买单。为保障地主豪绅的利益，

土豪劣绅组织了武力团防，雇佣地痞流氓、雇佣军、军

队士兵以武力胁迫的方式收捐、征兵，从而完成军阀在

一地农村中的统治。买办、重利盘剥者也是地主豪绅的

同伙，与地主共同盘算剥削方式，分派剥削款项。

农村中广大自耕农破产。农民通过售卖农产品的收

入已无力购买工业产品，艰难的生活迫使他们其中一部

分成为城市苦力、工人。受灾荒影响的直隶山东，农民

更是走投无路，一部分作了士兵，一部分成为流寇土匪。

有革命意识的农民自发加入反抗军阀、地主的民间团体

大刀会、红枪会等，但由于自发的民间团体自身没有组

织性，缺乏科学的领导，在面对国民党与军阀的诱惑时，

容易脱离革命性质转而投入反革命队伍中；具有阶级意

识的民众革命势力弱，缺乏正确的政治领导。

日本帝国主义在关东州的农业经营使得自给自足的

小农经济转为农业资本经营。日本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军

阀、地主、资产阶级相互勾结，从而获得中国农村的土

地经营权，使自耕农被迫破产而成为美国式奴隶。

（2）北方农民运动组织分析

①自发民间农民组织

《布尔塞维克》记载中，直隶、山东、河北、奉天

（今辽宁省）、河南都广泛出现民间农民组织，如大刀

会、红枪会、天门会等。这些组织的革命性主要体现在

军事斗争上，组织会众众多，他们的作战方式属于游击

作战与正面冲突暴动相结合，军事技术具有“行动迅速

而有统一性”，“团结力坚固，尤不怕死”，“严守秘密”，

“有最新式武器”四类优点，但同时也具有“不摧灭地

主豪绅，仍留着军阀的孽种”，组织形式大多松散这两

类不利革命的特性。焦作农民群众通过开代表会的方式

来讨论具体斗争方法，虽然也喊出了“打倒劣绅土豪地

主”的口号，但这种组织形式没有形成系统性和稳固性。

奉天、安东、宽甸等县的大刀会宣传共产，积极吸纳各

县自卫团力量，发表打倒张作霖的宣言，提出建设农民

自己的政权，但这个政权的性质并不科学，大多“迷信

神权”，也“没有很明确的颁布革命的政纲”。经济上

“不提出土地革命而只以乡村自治为建设目标”，没有从

根本上打破农村封建剥削制度。[1]

②共产党领导的豫南农民暴动

中共所领导的北方农民运动力量弱，涉及范围小。

豫南农民成立农民革命军，接受中共领导，实行土地革

命，确立建设农村苏维埃的旗帜，并带动确山、信阳等

周边数县农军加入革命潮流。但由于豫南的革命力量无

法与外界形成联络，其影响力也无法冲破地域的限制。

2.《布尔塞维克》对北方农民运动宣传鼓动的具体

形式

列宁曾对“宣传”与“鼓动”进行清晰的区分。他

认为，“宣传”是运用文字性的工作对知识分子进行说服

行为，主要介绍党内的理论体系；“鼓动”是针对普通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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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的煽动行为，基层组织的宣传人员运用口语媒介，以

简单和通俗易懂的方式传达给普通群众。从中可以看出，

“宣传”与“鼓动”的主体不同，“宣传”的主体是党内

知识分子，“鼓动”的主体是有革命性质的普通群众；使

用的媒介不同，“宣传”以运用文字为主，“鼓动”以运

用口头号召为主；传达的信息不同，“宣传”以介绍复杂

的理论体系为主，“鼓动”所涉及的多数是简单化、具体

化后的理论实际。

《布尔塞维克》以通信体裁刊载关于北方农民运动的

文章，按照地域整合农运事件，以报道与言论相结合的

论述形式阐明作者观点，对北方农民运动的宣传鼓动起

到了很大的作用。

《布尔塞维克》所刊载的文章和言论是为中共的方

针政策所服务的。在 1927 年 11 月中国共产党中央临时政

治局扩大会议中，党中央提出争取在一县或数县取得革

命政权，进而在一省率先成功，最后形成总暴动的局面。

守愚在《河南工农的反冯战争》中明确阐述了其写作文

章的目的就是将河南农民的斗争经历“介绍给各地的革

命民众，知道河南境内，还有一枝土地革命军，与广东

及长江流域的各地工农兵暴动，互相呼应”[2]。

论述中共在北方农民运动中的角色。绮园在《如火

如荼的奉天农民暴动》中作了如下言论，“中国共产党的

任务，只是努力将各处自发的农民暴动，加以缜密的组

织周详的计划和英勇的领导”[3]。中共在北方农民运动中

的角色应当是农民暴动的领导者，他的目的就是领导农

民通过施行土地革命，推翻封建私有制度，建立工农的

苏维埃政权。

使群众认识中共领导下的苏维埃政权前途。立夫在

《山东直隶之大灾荒》中介绍了苏联政府强有力的预防

与救济灾害的方式，加强了工农群众、党内同志对苏维

埃政权的理解与信心。

三、《布尔塞维克》南方农民运动的宣传鼓动

国共合作北伐使得共产党在南方的群众基础更坚实，

广东、湖北、湖南、江西是中共开展农民运动的主要区

域。在北伐的过程中，中共就强调在农民群众中宣传土

地革命和建立工农政权的重要性，鼓动群众暴动推翻地

主豪绅的农村经济剥削制度。北伐失败后，中共作出了

以游击作战发展为群众暴动的革命路线转变，多数农民

政权也转入地下活动状态。广州起义失败后，南方的农

民运动初步形成了工农武装割据的雏形，其中以湘赣边

境的农村苏维埃政权最为典型。

1. 南方农民运动的发展趋势

南方农村中的阶级矛盾与北方基本一致，但南方农

民运动又有异于北方农民运动。南方农民运动的领导力

量归农民政权，如农民协会，从一开始这样的农民运动

就在科学的政纲领导之下有组织地进行。中共早在北伐

过程中就广泛地对农民群众施以影响力、阶级意识和土

地革命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一有机会农民就会主动起

来推翻封建经济制度。南方的农民运动是中共登上革命

历史舞台的重要一环。

2.《布尔塞维克》与江苏农民运动

江苏的农民运动早在北伐战争时就受到共产主义影

响，农民领袖及中共积极组织农民政权，积累了丰富的

对军阀地主斗争经验。虽然在蒋介石入主江苏后农民政

权被迫转入秘密状态，但也发展出了新的革命路线——

以游击作战的策略来发动更广大的群众参与革命斗争。

（1）北伐前的江苏农民运动发展形势（1926 年秋

收 -1927 年 4 月）

北伐之前的农民暴动由中共及农民领袖牵头，鼓动

农民群众参与各种形式的农民协会，组织农民自卫军游

行示威，向地主豪绅发起进攻。岳威在《革命的江苏农

民》中整合了江苏各地的农民运动情况。江苏各地蜂拥

出现多种形式的农民政权。松江、漕柘两乡成立农民自

救会，等同于区农协，各码头又组织码头会，等同于村

农协，二者共同选出执行委员组织执行委员会；丹阳、

吕城在北伐军到来后，农民主动要求组织农协，遂成立

农民促进会；崇明农民在 1926 年秋收时租织农民协会抗

租减租；江阴农民组织裁判委员会和农民协会。

农民政权对农民暴动起到很大的宣传鼓动作用。江

阴码头张贴“拥护农民自救会”，“反对剥削农民的惠民

公司”等标语；宜兴农民 1926 年双十节当日组织群众大

会，提出“打倒县长施方白”的口号；崇明农民请愿并

喊出“对折交租”的口号。此外，江阴农民协会为改进

社会风气特派宣传员和调查员做禁烟禁赌的宣传。

农民政权的军事暴动力量尚弱，以农民为主体，成

分单一，还未成军事体系，停留在反抗地主豪绅而不是

彻底进行土地革命的阶段。如皋农民协会公开办公，革

命委员会设立大本营，指挥农民自卫军作战；丹阳县农

协召集代表大会，讨论斗争计划，并提出农民斗争总要

求；江阴组织农民自卫军。这些斗争的方式都未能打破

封建剥削关系。

（2）北伐失败后的江苏农民运动发展形势（1927 年

4 月 -1927 年 12 月）

北伐失败后，中共开始转变农民暴动路线。瞿秋白

在《武装暴动的问题》一文中对农民运动的斗争方向和

目标作出阐释，即游击战争是暴动的初期现象，是武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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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争的策略和方式之一，通过游击战争发动群众斗争，

进而建立革命根据地才是农民运动的出路。

岳威在《江苏农民大暴动之过去与将来》中总结了

1927 年 11 月的江苏农民运动形势。农民暴动的口号更

加突出农民对土地的需求，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宜兴农

民群众喊出了“农民革命胜利万岁”，“没收地主土地”，

“共产党万岁”的口号，成立工农革命委员会，并派宣

传员向农民群众解释暴动的意义。江苏各地的暴动在中

共组织下有纪律地发动，游击作战越来越富有经验，甚

至出现了占领县城，建立县级苏维埃的局面。

《布尔塞维克》借国民党、帝国主义的报刊言论实

事求是地宣传农民斗争成果。典琦在《旬日以来南方之

革命潮》中记载各日报报道江苏的农民运动情况，发现

“中国共产青年团苏州市委员会之印刷品”，“崇明县革

命军农工联合军总司令部之印”，江阴“黏贴打倒土豪劣

绅等标语及布告，下署总司令高大鹏革命委员会宣传部

等字样”。这是党报党刊党性原则的早期体现。[4]

但这一阶段的农民斗争还没有深入发动群众，宣传

和执行土地革命，占领县城后急于占领城市，使得革命

成果终被颠覆。

3.《布尔塞维克》与海陆丰农民运动

东江革命委员会在多地发动革命，希望建成工农割

据局面，其中以海陆丰暴动影响最为深远。

（1）海陆丰农民运动发展形势

海陆丰苏维埃作为中共领导成立的最早的农村苏维

埃政权，虽然在广州暴动失败后遭到国民党与帝国主义

的联合打击，并走向失败，但其为农民运动提供了宝贵

的斗争经验，为开展土地革命与践行苏维埃割据树立了

榜样。

①走向高潮的海陆丰农民运动（1927 年 4 月 -1927

年 11 月）

大革命失败后的农民运动还停留在反抗地主剥削的

阶段，海陆丰农民利用军阀冲突和纪念十月革命的时间

节点发动武装暴动，建立县级苏维埃政权。

海陆丰起义具备军事上的组织性。在暴动前农协就

武装农民群众攻打农村反动势力；制定作战步骤为先区

乡后县城；工农革命军第四团以协作力量加入暴动，充

分发挥了农民群众自身的力量。从海陆丰出发，与碣石、

捷城各处连接形成革命区域。

暴动成功后采取了一系列工作。首要的是解决农民

土地问题。县苏维埃没收一切地主甚至自耕农土地归苏

维埃政府所有，再重新分配给自耕农和佃农，并由政府

发放土地使用证给农民，打破了几千年“租从佃出”的

传统观念；焚烧了一切与地主、重利盘剥者的契约债务

关系，从根本上推翻了封建经济制度。为巩固苏维埃政

权作军事力量的加强。东江革命委员会组织各乡成立赤

卫军，编练工农革命军以巩固苏维埃政权，肃清地主豪

绅及反动势力。取消过去雇佣军队的方法，代以团体的

义务兵役。海陆丰正式成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遂组织

全县代表大会，各区按照工农兵人数占比具体分配代表

名额，各区农民代表由代表大会互选产生，工人兵士代

表直接选举产生。代表大会使群众的意见得以充分发表。

②广州起义失败后的存蓄武装力量割据（1927 年 12

月后）

广州暴动失败后为保存革命力量，海陆丰苏维埃为

保存革命力量采取扩大暴动区域，做成割据局面的策略，

将广州与东江、北江的武装力量整合，在一定程度上对

农民暴动起到鼓舞启发的作用。由于受到“左”倾思想

的影响，中共中央做出“由东江北江琼崖的割据局面，

将汇合成全省总的暴动，夺取全省政权”[5] 的错误进攻

指示，而不是保存并转移革命力量到敌人势力较为薄弱

的湘赣边境，导致革命力量遭受打击。

（2）《布尔塞维克》对海陆丰农民运动的宣传鼓动

作用

《布尔塞维克》详细地刊载了海陆丰起义的整个过

程，罗浮《中国第一个苏维埃》《广东暴动前的准备》

《海陆丰苏维埃的外交》以通信载体介绍海陆丰的情况。

第 13 期特出广州暴动特刊二，指出“海陆丰苏维埃

的政权之丰富的材料。他的胜利，他的经验，应当充分

的运用到一切农民暴动中去”，广东省委应当“公布这些

暴动的一切材料和文件。立即散布关于广州暴动和海陆

丰暴动及苏维埃政权的口号。中央及地方都应当在自己

的机关报杂志传单宣言通告之中运用广州及海陆丰暴动

的材料。”这种号召党内思想学习的动员作用，充分发挥

了理论性党刊宣传思想、指导实践的功能。[6]

4.《布尔塞维克》与湘赣农民运动

过去中共中央所设想的由游击战争发展武装斗争，

由几县割据发展到几省割据，从而形成总暴动的局面。

湘赣农民运动在 1927 年 10 月至 1928 年 4 月仅形成了零星

的政权割据，直到“朱毛”会师进军井冈山建立革命根

据地，探索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的革

命道路。湘赣作为中共农民运动的重要区域，群众斗争

经验丰富。

（1）马日事变前的湖南农民运动（1927 年 5 月 21

日前）

马日事变前湖南农民在农民协会的组织下实行战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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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的食粮分配方式。农民协会以省县区乡划分级

别，并对各自区域内的食粮流通进行严格管理，如有跨

级别的流通需有上一级的同意批准和护照；以乡为单位

调查人口，农协通过分配食粮便可得知食粮多少的情况；

对于特别赤贫的贫农，农协会发放执照以最低价格售予

贫农；以法令条例将粮食集中于农民协会之下，专办战

时粮食供给，省农协具有最高执法权。

（2）湘赣武装割据力量积蓄期（1927 年 10 月 -1928

年 4 月）

从 1927 年 10 月开始毛泽东开展湘赣边界工作，逐

步在宁冈、遂川、莲花、永新、茶陵等地区建立党组织，

初步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1928 年 1 月，朱德率起义

军开展湘南暴动，4 月失败后，与毛泽东所率部队会合，

湘赣农民运动是工农红军的起源，在暴动过程中由毛泽

东朱德将正规军队与农军正式编队整合形成红军。

据《南昌暴动后的江西农民运动》载，自 1927 年

9 月至 12 月，江西各县农民群众斗争日趋激烈。典琦在

《湘鄂赣川四省农民暴动之新发展》中汇总了关于湘赣

的革命情况，其呈现出了以下特点：共产党占领县城后

便组织劳农政府；不重占领县城而采取游击作战的形式

巩固和扩大革命区域；重视军队力量的整合与利用，如

湘东工农革命军在占领茶陵县城时，会合第二师与独立

团共同作战；湘赣形成农村割据局面。

江西农民群众组织纪律严明，各级农协之执委都由

农民担任，大小事务由农民自由发表意见，农协实际成

为农村中的政治机关；中共的土地革命宣传增强农民的

阶级意识；农民群众积极要求扩大新式武装。

湘南苏维埃没收土地后，交由乡苏维埃分配，得到

土地的农民革命斗争日盛。醴陵苏维埃分配土地有两种

方式，一是农民平均分耕土地，一是共同耕种，耕种由

乡村耕作委员会指挥；扩大工农武装队伍，“组织有工农

革命军，农民勇敢队，工人赤卫队，暴动队，少年先锋

队，都归苏维埃军事委员会指挥”[7]。

（3）朱德、毛泽东会师建立革命根据地（1928 年 4

月后）

1928 年 4 月 30 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发布

第 44 号通告，提出要把“争取群众的工作，建立城市乡

村的群众组织，以及巩固并健全党的组织”作为“最重

要的工作”。[8]

湘赣革命“从前不免躁进，现在是有计划的进攻；

从前不免浮嚣，现在是力谋深入”。工农红军第四军集合

各县赤卫军活动于赣西南，后自卫军游击队又由赣边境

进入湖南，湘赣方面已经呈现工农武装割据且割据区域

逐渐扩大的局面。“红军不注重攻城，务求革命深入各地

民众”，从根本的社会生产关系入手，尤其是注重贯彻落

实土地革命。[9]

湘赣农民运动多是转载国民党报道，《布尔塞维克》

以言论整合报道，以共产党的政策理论指导实际工作。

由于受到“左”的错误的影响，中共的部分政策与湘赣

实际的斗争情况不相符合，对革命力量造成了损伤。

此外，《布尔塞维克》还介绍《十月革命怎样解决了

俄国的土地问题》，为党内解决土地问题提供经验。

四、总结

《布尔塞维克》刊载的农民运动篇幅众多，涉及地

域范围广，时间跨度大，主要目的是团结农民群众于中

共领导之下。按照地域可以划分为北方与南方农民运动，

其中刊载的北方农民运动虽然落后且带有封建迷信色彩，

但在解放北方农民思想，号召北方农民参与阶级斗争方

面，《布尔塞维克》起到了中共党刊的鼓动作用；其中刊

载的南方农民运动过程详实，《布尔塞维克》起到了宣传

土地革命、总结过去失败经验、指导开展工作的作用。

按照时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北伐战争失

败前土地革命宣传期；第二阶段为北伐失败后至 1927 年

底土地革命深入期；第三阶段为 1927 年底开辟工农武装

割据道路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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