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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农民运动思想探析 

 

申金艳 

（河北工业大学，天津市，300401） 

 

摘要：大革命时期是农民运动快速发展的时期，毛泽东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农民问题思想，

在工人运动转入低潮、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共产党人各地领导农民运动的基础之上，在湖南境内考察和

发展农民运动，在广州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形成关于农民运动重要理论成果，包含组织农民、政治宣传、

建立农民武装和农民政权等农民运动思想，肯定了农民运动的革命性和正当性，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运

动进行革命进行指明了方向。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关于农民运动的思想为之后我党建立工农联盟，走农村包

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群众路线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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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毛泽东关于农民运动思想形成发展的基础 

（一）理论基础：马克思和列宁有关农民问题的思想 

毛泽东在大革命时期关于农民运动的思想是在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农民

问题思想，结合近代中国革命任务，总结革命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马克思和恩

格斯都十分关注农民问题。马克思在《致恩格斯》中提到“德国的全部问题将取决于是否有

可能由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如果那样就太好了”。
[1] 

恩格斯关于无产

阶级联合农民“毫无疑问，总有一天贫困破产的农民会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到那时无产阶

级会发展到更高的阶段，向资产阶级宣战。”
[1]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农民是中间阶级地位，承

认重视农民中蕴含的巨大力量，主张无产阶级联合革命的农民阶级同反革命的资产阶级作斗

争。列宁进一步发展了马恩关于农民问题的思想，提出“农民是无产阶级在完成争取自由的

事业中一个可能的主要的同盟者”，
[2]
毛泽东继承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农民的思想，

从中国特殊国情出发，初步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关于农民运动思想。 

（二）实践基础：工人运动转入低潮、国共两党合作及党领导农民运动的实践 

建党初期，陈独秀和李大钊等领导人虽注意到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但并未认识到

农民问题的极端重要性，
[3]
中共一大将主要精力放在建立工会组织，组织工人运动和做好宣

传工作。毛泽东此时也将主要关注点放在领导工人运动，无暇关注农村农民问题。之后，党

领导发动了一系列工人运动如上海陇海铁路大罢工，香港海员大罢工，京汉铁路大罢工等，

工人运动处于高潮时期。“二七”惨案后，第一次工人运动转入低潮。此时农村中农民的力

量开始逐步显现，毛泽东通过对中国国情的分析，更加关注到农民运动的力量。 

前期农民运动发展的基础，一大结束后，在广东海陆丰、浙江萧山和湖南衡山等地区党

领导的农民运动开始发展。我党早期领导人沈玄庐在老家浙江萧山衙前村组织农民反抗地主

压迫和剥削，建立农民协会。1922 年，彭湃回到家乡海丰县赤山约，在当地向贫苦农民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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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革命思想，秘密成立农会，海陆丰农民运动蓬勃发展，被毛泽东称为“农运大王”；湖南

衡山岳北白果地区成立了湖南第一个农运组织——岳北农工会。该农会有数万名会员，在湖

南境内造成了较大的声势，为之后农民运动提供了组织与斗争经验。 

1924 年国民党一大召开，国民党与共产党开始第一合作，得到广大农民的支持，为农

民运动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国内环境。农民运动恰逢发展契机，成为大革命的重要议题。以全

国革命的中心的广东为例，1925年就有 20多个县建立农民协会，农会会员高达 16万人。
[3]
 

二、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关于农民运动的实践活动 

（一）在湖南开展和考察农民运动 

1925 年 2 月，毛泽东借机返乡养病，回到韶山开始发展农民运动。毛泽东组织秘密农

协发展会员；通过召开农协骨干会议，领导农民反抗地主阶级斗争；向农民讲述土豪劣绅作

为地主阶级是如何压迫、剥削农民，农民要如何开展斗争。通过杨开慧等人组织发动进步教

师，作为革命宣传力量，利用当地学校、祠堂等地，创办农民夜校，向他们讲述三民主义等

革命理论。1925年韶山一带遇大旱，农田内青黄不接，民粮奇缺，当地地主趁机囤积居奇，

借机获利。毛泽东召开农协会议，发动农民运动，迫使开仓平粜，韶山永义亭、瓦子坪、如

意亭等地“平粜”斗争均获胜利。韶山农民运动的开展，毛泽东意识到:中国的革命仅仅只

依靠工人阶级的力量是很难取得革命胜利的，农民也是取得革命胜利的重要力量。正是这一

次长时间深入农村地区的考察，使毛泽东对中国农村问题、农民问题以及中国革命问题有了

更深入的了解。 

国民革命期间，农村内部分地主劣绅和国民党右派痛恨农民运动带来的影响，甚至攻击

农民运动，蔑称为“痞子运动”。针对党内外对农民运动蓬勃发展的批评，毛泽东对当时运

动最为激烈的湖南省五县的农民运动进行了实地调查。在湘江县考察，与当地农会领导人召

开调查会，邀请县工会、商协会、学校联合会、妇联、青年等其他群众组织在湘乡饭店进行

讨论，了解农民运动的情况，听取对农民运动的意见。在衡山县，与中共衡山地方执行委员

会书记向钧和县农协、工会等负责人讨论了农民运动情况，详细询问农民武装情况。此次考

察 32天，行程 1400 多里，毛泽东总结了农民运动的“十四件大事”成就，同时为农民运动

正确开展提供了方向指导。 

（二）在广州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 

在 1926 年，毛泽东在广州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向学生讲授中国农民问题。毛泽东总

结以往中国农民斗争的历史，认为辛亥革命和五卅运动失败的原因，在于“完全未得三万万

二千万之农民来帮助和拥护”。此外，毛泽东阐明农民问题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
[4]
指出“可

以说中国国民革命是农民革命”。毛泽东还为农讲所学生讲解农村的教育问题。提到当代农

村教育是现社会一个很大的问题。今后我们在农村的教育要切合农民的需要，农村经济发展

需要，农民运动解放的需要。
[5]
1926 年 8月 14 日毛泽东在中华农学会第九届年会开幕大会

时，鼓励学员深入农村，组织农民，启发农民，唤醒他们守旧的劣根性，发动农民运动。 

三、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关于农民运动的理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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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大革命期间，毛泽东在湖南考察和开展农民运动，在广州开办农民运动的实践活动

基础之上，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总结农民运动经验，形成了关于农民问题和农民运动的重

要理论成果。 

1926 年 1 月，《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对革命的态度》进一步阐发了《中国社会

各阶级的分析》的基本观点，初步形成了关于农村阶级分析的理论。毛泽东在文章中指出“我

们组织农民，乃系组织自耕农、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雇农及手工业工人五种农民于一

个组织之下。”从对全国各阶级的分析到针对性地对农村地区做阶级分析，毛泽东在对农村

阶级分析的基础上，明确了农民运动组织的对象和斗争的对象，认识到中国农村中蕴含的革

命力量，推动之后农民运动大规模展开。 

1926 年 9 月，毛泽东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明确地指出了：“农民问题乃国民革

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革命要成功的关键

就是从农民问题入手，从农民运动入手。研究农民问题要到农村中去，到农民中去，组织农

民，引导农民，反抗压迫与剥削，推翻地主阶级的政权，获得农民的地位和经济利益。 

1927 年 3 月，《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正面肯定了农民在民主革命中的伟大作用，

肯定贫农是农民协会的“中坚”，是农民运动的“革命先锋”。总结了农民运动所做的 14

件大事，组织农民、建立农民武装、普及政治宣传等等。其中包含着丰富的农民运动思想，

涵盖农民政治斗争、经济打击、推翻土豪、政治宣传等方面。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它进一步

指明了农民运动的方向，促进了农村革命运动的继续发展。 

四、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农民运动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重视农民力量 

毛泽东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中指出：多年来，土豪劣绅大地主等阶层一直拥

有对农民进行压迫的政权，农民想要拥有自己的地位，就必须通过农民运动对这一政权进行

彻底消除。他通过在湖南、广东等地区的调查，深刻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地位及对待革命

的态度，毛泽东认识到国民革命要取得最终的胜利必须依靠农民的力量，贫农、中农是我党

在农村进行农民运动的主要力量，《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有力地反击了当时对农运的批

评之声，肯定了农民运动革命性和正当性。“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

路上迅跑。
[8]
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孙中山多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这是“好得很”的运

动，是真正能够改变中国现状的运动。 

（二）组织农民协会 

毛泽东十分注重组织农民和建立农民协会。在《湖南农民运动调查报告》中，毛泽东提

到把农民组织在农会里，是农民所做的第一件大事。通过农民协会的扩大发展，孤立一切土

豪劣绅贪官污吏，农民有了组织，便行动起来，从政治地位、经济基础、武装力量、文化舆

论等各方面去组织起来反抗腐败的封建统治阶级，发挥出农民运动“暴风骤雨”般的力量。

据资料显示，在中共中央农委的指导下，农民运动发展到 1926 年 5 月，在全国已经建立 4

个省农协，37 个县农协，294 个区农协，5023 个乡农协，981442 人的农会成员。
[6]
正是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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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农民的策略使中国基层农村由“一盘散沙”到“拧沙为绳”，发动农村地区的大革命。 

（三）开展政治宣传 

毛泽东十分重视在农村地区教育广大农民，通过广泛的政治宣传启发农民阶级觉悟。在

毛泽东同谭平山等人向各省农协发出的五项规定中“加紧宣传工作。切实将贫苦农民受土豪

劣绅压迫摧残之事实，充分宣传，以解除土豪劣绅进攻农民最大之武器。”
[5]
例如在湖南，

反英游行、纪念十月革命和庆祝北伐胜利三次群众集会期间，农民协会的政治宣传非常受欢

迎，引动了整个农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农村地区，政治宣传要采用合适的方法，“很

简单的一些政治标语、图画和讲稿，使得农民如同每个都进过一下子政治学校一样，收效非

常之广而速。”
[7]
重视宣传的在工作方法，运用当地农民通俗易懂的方式，站在农民的角度，

唤醒他们的革命性，同时把政治宣传融入到关系农民利益的问题中，特别是土地问题，重视

物质利益问题，从而有效发动农民力量。 

（四）建立农民武装 

毛泽东在湘江县域考察，谈到武装问题时说“农民要组织自己的武装，在全县组织农民

自卫队。”在衡山县，同中共衡山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向钧和县农协、工会等负责人座谈农

运情况，详细询问农民武装情况，提出“要加强对农民自卫军的领导”。要搞联合，搞团结，

团结才有力量，大团结就是大力量。
[5]
之后毛泽东在《对农民宣言》表示要使推翻封建势力

斗争的胜利得到保障，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农民得到武装，拥有自卫的武装组织。毛泽东不断

地强调武装农民对于打到封建势力的重要性，通过夺取地主阶级武装、建立在农会领导下的

农民自卫队、农民自卫军在农村地区打击消灭反动势力，保障农民运动向前推进，掀起革命

的急风暴雨。 

（五）确立农民政权 

毛泽东曾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提到农民一旦有了自己的组织，第一个行动就

是在政治上打倒土豪劣绅地主阶级的威风。要做到一切权力归农会，特别强调了建立农民政

权的重要性。之后，毛泽东在《对农民宣言》指出：“在乡村中建设农民领导的民主的乡村

自治机关”。
[5]
农民协会是创造农民政权的机关。农民有了组织，建立农村革命政权之后，

做成许许多多的大事，在政治上推翻了地主阶级土豪劣绅的反动统治，推翻了祠堂族长的封

建族权，在经济上展开一系列废苛捐、减租减押减息的斗争，农民成就了多年未曾成就的革

命事业，是当之无愧的“革命先锋”。 

毛泽东在大革命时期关于农民运动的思想，重视发动农民、组织农民、宣传农民、武装

农民，是农民运动的“革命先锋”。为提出农民是近代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是无产阶级革命

的同盟军，建立工农联盟提供了实践基础；同时毛泽东对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农村农民在

中国的特殊地位，为形成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思想提供了思想基础；

为群众路线的形成奠定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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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Mao Zedong's Thought of Peasant Movement during National 

R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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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ational Revolution was a period of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peasant movement. Mao 

Zedong inherited and developed Marxism-Leninism on the issue of farmers.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the low tide of the workers' movement, the first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Kuomintang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leadership of the peasant movement by Communists everywhere, he inspected the 

peasant movement, opened a peasant movement workshop, and formed ideas about the peasant 

movement, including organizing farmers, political propaganda The establishment of peasant movement 

ideas such as peasant armed forces and peasant political power affirms the revolutionary and legitimate 

nature of the peasant movement, and points out the direction for the CPC to lead the peasant movement 

to carry out r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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