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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the failure of the great revolution, in order to reverse the situation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decided tha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must hold an emergency 
meeting.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not only held a series of preparatory work for the meeting, 
but also send Romy Naz to preside over the meeting, so as to supervise and carry out the instruc-
tions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and the spirit of a series of resolutions. This implied that the 
result and the insufficiency of August 7th meeting had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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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中国革命的严重危机下，共产国际指导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八七会议。八七会议纠正了中国共产党的右

倾错误，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形势，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方针。八七会议是中国革命历史上

的一次具有转折意义的会议，为中国共产党继续进行革命制定了正确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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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共产国际决定召开八七会议召开的历史背景 

大革命失败后，怎样继续进行革命，就成为摆在中共党人面前一个十分紧迫的问题。根据当时中共

党内的政治思想状况和组织状况，迫切需要立即召开一次党中央会议，以坚决纠正陈独秀的右倾错误，

并制定新的行动路线和方针。 
关于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共产国际不但不承认自己犯了右倾指导错误，反倒一味指责中共没有执行

来自共产国际的一系列“正确”指示，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因此，共产国际认为如果“不召集此

会来纠正，则 C.P.将不成其为 C.P.了”。“因非召集此会不能改正过去的错误，所以仍坚决的召集一些

与群众比较接近的领导者来开此会”[1]。 
八七会议的召开也是与联共(布)党内斗争的需要分不开的。大革命的失败使共产国际的对华政策遭到

了空前严重的挫折和失败。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为了彻底赢得同反对派斗争的胜利，迅速改变当时的被动

局面，在实践上开始了对中国革命指导方针的转变。共产国际此时认为，由于“武汉政府成了反革命势

力的帮凶”，“那么现在，支持武汉政府的方针就会是对中国共产党有害的了，会使它陷入机会主义的

泥潭”[2]。并对中国共产党提出了 7 条具体的任务。这实际上正式宣布了国共两党“合作的策略”的改

变。与此同时，共产国际又派遣新的代表罗米那兹赴华，来贯彻共产国际第七次执委会的精神。 

2. 共产国际召开八七会议指示的下达及其准备工作 

2.1. 共产国际希望解决中共不“服从”组织纪律的错误 

实事求是地说，大革命时期，中共党内确实是右倾错误领导占据着统治地位，但这并不等于说，中

共党内没有出现反对的声音，甚至陈独秀本人、派驻中国的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和罗易都多次抵制过共

产国际的右倾指导，其典型行为就是他们对共产国际《五月来信》的婉拒。但是，远离中国革命实际的

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对他们的这些行为深表不满。1927 年 7 月 9 日，斯大林在给莫洛托夫和布哈林的信中

严厉地批评了中共：“我们不想苛求中共中央。我知道，不能对中共中央要求过高。但是一个简单的要

求，那就是执行共产国际执委的指示。中共中央是否执行了这些指示呢？没有，没有，因为它不理解这

些指示，或者是不想执行这些指示并欺骗共产国际执委会，或者是不善于执行主席指示。中共中央不理

解革命阶段的涵义。中央没有一个能理解所发生的事件的内情(社会内情)的马克思主义头脑。中共中央喜

欢在与国民党领导人和将领的幕后交谈中消磨时光。中共中央有时也奢谈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但是，

它对领导权一窍不通(真正意义上的一窍不通)”[3]。 
根据斯大林的指示，共产国际东方部主任拉斯科尔尼科夫提出了《关于对中国共产党采取政治措施

的建议》。这个建议共有 8 条，其主要内容为：“向中国派遣一批能够阐明我们的观点并能与中共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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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机会主义作斗争的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和中山大学的学生。必须召集上述两所大学中的中国共

产党党员并向他们说明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方针。建议中共中央政治局立即召开中共中央全会，讨论共产

国际的指示。在中共所有地方组织中广泛开展一场揭露前领导机会主义错误和说明共产国际执委会方针

正确性的运动。根据这些指示责成中央全会立即着手筹备党的代表会议。立即向中国派遣一名有影响的

俄国工作人员(后来派的是罗米那兹——笔者注)，取代被召回的鲍罗廷”[3]。 
上述这些都说明，共产国际决定召开八七会议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们认为大革命正陷

入严重的危机之中，而产生这些危机的根本原因则在于中共对共产国际的“正确指示”不理解、不贯彻

和不执行，即中共领导层中存在着严重的右倾错误，必须开一次会议来“纠正”中共的这些右倾错误。 

2.2. 共产国际召开八七会议指示的下达 

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认为必须“结束国共合作的局面，确立武装反对国民党的方针，实现党对

军队的领导”[4]。认为中共目前必须“通过‘平民’的方式，即工农和城市贫民在无产阶级领导下采取

革命行动，来继续争取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斗争，并有步骤地把工农武装起来”[5]。在这种形势下，

1927 年 7 月 8 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召开了紧急会议。这次会议通过了并送交共产国际批准给中共的

两项指示： 
一是“尽管我们一再提出忠告，但是国民政府实际上不仅不支持土地革命，而且还放开了敌人的手

脚。解除工人武装、讨伐农民、进攻武汉工人组织，唐生智在长沙枪杀革命者，这些行动都是反革命的

公开表演。这样她们就转到工农的敌人的营垒里去了。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人不能留在政府里”。但

是，“共产党人必须示威性地退出国民政府，并要发表声明，说明国民政府对待土地革命和工人运动的

上述态度是采取这一步骤的原因。退出国民政府并不意味着退出国民党。共产党人必须留在国民党内，

并在国民党的一切组织中和在拥护它的群众中，为改变国民党的政策和改组其领导机关人员进行坚决的

斗争”。 
二是“中国共产党应该召开(最好是秘密召开)紧急代表会议，以便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纠正党

的领导所犯的根本性错误”[3]。 

2.3. 共产国际为召开八七会议的前期准备工作 

由于共产国际认为是中共领导层犯了右倾指导错误，而中共领导层的领袖是陈独秀，所以必须首先

换掉陈独秀。为此，1927 年 7 月 12 日，根据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在鲍罗廷的主持下，召开了排

除陈独秀在内的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撤销陈独秀的领导职务，成立了张国焘、周恩来、张太雷、李维

汉、李立三五人组成的中央临时常务委员会(亦称五人小组)，“代表中央政治局职权”[1]。 
1927 年 7 月 14 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作出了《关于中国革命目前形势的决议》。《决议》认为，虽

然“共产国际向中国同志提出了当前的各项指示”，但是在“最近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现领导犯了一系

列重大的政治性错误。中国共产党本应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来指导中国革命。然而中共中央和中央政

治局并“没有执行这些指示”。“共产国际曾提出警告，如果党的中央委员会不纠正自己的错误，共产

国际将进行公开的批评。现在，党的中央委员会已经拒绝共产国际的指示，共产国际执委会认为，公开

号召中国共产党党员同中央委员会的机会主义作斗争是自己的革命职责。必须立即纠正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错误”。并作出了 7 条决定，强调要“采取措施，纠正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机会主义错误，并从

政治上纯洁党的领导成分”。号召“全体党员同党的领导的机会主义倾向作坚决斗争，拒绝承认那些违

反共产国际纪律的领袖”[5]。这个《决议》对召开八七会议具有重大影响。所以，1927 年 8 月 27 日中

共中央发出的《共产党中央通告第一号》中说：“8 月 7 日中央紧急会议是国际代表根据国际电令所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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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的”[1]。 
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1927 年 7 月 19 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致中国国

民党同志书》，提出了 9 条革命的国民党政纲，呼吁“一切国民党的革命同盟，都应当团结起来，努力

救党”。并表示中国共产党“决心和这种中山先生的真正忠实的信徒，共同工作，同生同死决一死战”

[6]。 

3. 共产国际指导下召开的八七会议的主要内容 

3.1. 批评了中共的右倾错误并提出重建党中央 

八七会议认为，1) 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央中央过去最大的错误，是没有把共产国际的决议和指示传达

到群众中去。2) 认为中共所犯的严重错误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党内民主生活状况不正常，“党里面完全是

宗法社会的制度，一切问题只有党的上层领袖决定，而‘首领’的意见不但应当认为是必须服从的，而

且总以为是无置议的可能，无论如何都是对的”[6]。3) 明确提出要重建党中央领导机构，“党的指导要

集体化，不要族长化”。“应实行改组指导机关”。此会虽无权改组中央，但有权可以选举临时中央政

治局”[1]。会议认为，由于工农下层领袖的理论水平和斗争能力要比现在的中央正确得多，所以应提拔

一部分工农分子到中央领导机关中来。 

3.2. 继续推卸国民革命失败的责任 

共产国际始终强调其对指导中国革命的路线和策略方针的正确性，一味指责“中国共产党的现领导

犯了一系列严重的政治性错误”，“拒绝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2]，所以他们认为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应

由中共来负。罗米那兹在会议结论报告中继续将国民革命失败的责任推给中共：“只要我们是革命的机

关，纵然国际代表有错也是不十分严重的。最重要的还是我们如何能实行国际的指导”[1]。对于罗米那

兹坚持为共产国际的错误开脱责任的做法，与会的中国同志并没有完全赞同和接受。罗亦农发言说：“国

际的政治指导不成问题，是对的，但在技术工作问题非常之坏。既认中国革命非常重要，但同时又派维

经斯基、罗易来指导，他们都是无俄国革命经验的”，“这是国际要负责任的”[1]。但罗米那兹对于这

种正确的批评，却以种种借口搪塞过去，没有认真考虑和采纳。 

3.3. 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关系 

罗米那兹在报告中，正确地强调了只有无产阶级才能领导革命取得胜利，着重分析了中国资产阶级

的政治态度和中共的斗争策略。但他又强调“只有资产阶级打倒后帝国主义才能打倒”，“民族解放斗

争还要继续下去，此重担仍是无产阶级担负。‘取消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等口号仍要存在，这

些口号也是用来反资产阶级的”[1]。他的这种观点的错误之处在于：由于把反帝反封建与反资产阶级并

列，把民族资产阶级甚至小资产阶级当作革命对象，从而混淆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原则界限。

罗米那兹的这些观点并不是他个人的独创，而是根据斯大林的“三阶段论”提出来的。 

3.4. 提出了中共今后的任务 

罗米那兹批评了中共在农民土地问题上的右倾错误，认为中共应马上实行土地革命，因为“目前中

国已进到土地革命时期。土地革命可以引中国革命到另一新的阶段”[1]。会议在通过的《最近农民斗争

的议决案》中，明确规定了要没收大、中地主和一切公产的祠族庙宇等土地，分给佃农和无地的农民耕

种的正确主张，但又强调了土地国有是中国革命新阶段的主要的社会经济内容这一不适合中国国情的主

张。会议还初步提出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会议指出中共在国民革命时期所犯的一个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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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就是“始终没有认真想到武装工农的问题，没有想着武装工农的必要，没有想着造成真正革命的工

农军队”。今后，党必须“要整顿改编自己的队伍，纠正过去严重的错误”[1]。 

4. 对共产国际指导八七会议召开作用的简短评价 

4.1. 八七会议是共产国际对华政策转变的转折点 

共产国际此时对华政策的转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从依靠武汉国民政府领导革命转变为反对武

汉国民政府。随着宁汉合流及其大革命的失败，共产国际认识到，由于“武汉政府已经成了反革命势力

的帮凶”，使得国共合作出现了“发展条件发生变化、阶级力量重新改组”的新情况，所以现在“必须

中断这种合作的关系，并要同这个过去的盟友作坚决的斗争”[5]。即必须结束同资产阶级的联合与妥协，

转而进行反对已经成为武汉反革命政府的资产阶级的斗争。2) 从武装国民党军队转变为武装工农群众，

并提出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方针。“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共产国际转变了武装国民党军队的政

策，转而提出要“采取一切可能措施武装工农，以奠定真正革命工农军队的基础”[5]，并确立了武装反

抗国民党的方针，实现中共对军队的绝对领导。3) 从反对建立苏维埃转变为赞同建立苏维埃。1927 年 7
月 28 日，苏联《真理报》上发表了斯大林的《时事问题简评》，文章指出：“当前革命发展阶段上，在

新的革命高潮条件下，成立苏维埃将是一个完全成熟的问题”。在这之后，共产国际开始同意在中国建

立苏维埃，并于 8 月 9 日发出了指示。9 月 19 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

案》，表示同意共产国际这一指示，指出：“现在的任务不仅宣传苏维埃的思想，并且在革命斗争新的

高潮中应成立苏维埃”[6]。从此，中国革命进入建立和发展苏维埃政权的时期。 

4.2. 帮助了中共由大革命的失败向土地革命战争的转变 

在中国革命处于严重危机的情况下，八七会议的及时召开，并制定出继续进行革命斗争的正确方针，

使全党没有为极其严重的白色恐怖而惊慌失措，重新鼓起同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的勇气。会议批评了陈

独秀的右倾错误，指出了陈独秀在统一战线中对资产阶级无原则的妥协退让，放弃革命领导权的表现和

危害，提出了要加强党内民主生活和集体领导等，这些都是正确的。 
中共根据共产国际上述指示的精神，成立了新的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从而在组织上结束了陈独秀

右倾错误的领导。会议首次把实行土地革命确定为党的总方针，把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直接联系起来，

并且确定了党的武装暴动的总政策。这些都重新鼓起了全党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勇气，为挽救党和革

命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革命开始了由国民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 
然而，罗米那兹在八七会议上没有承担共产国际对陈独秀右倾错误应负的责任。这种推脱责任的做

法，不但不公道，而且也不利于共产国际接受应有的经验教训，致使后来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的过

程中又继续犯了一系列错误。而且会议还提出了一些“左”的错误观点：不加分析地要求各地普遍发动

武装暴动，从而助长了冒险主义、命令主义(特别是强迫工人罢工)的错误倾向。把反帝反封和反对资产阶

级相提并论，把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划分出无产阶级同盟军之外。过分强调了领导干部的单纯工

人成分的意义，从而造成了领导机关的混乱和宗派主义，等等。这些都成为随后中共连续三次犯“左”

倾错误的重要根源。 
上述共产国际在指导八七会议中的所有成绩和不足之处的原因在于：一方面是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

指导中，存在着严重的“左”倾思想，以及其党内弥漫着的浓厚的向敌人复仇的“左”倾情绪；另一方

面则是由于年幼的中共，对于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革命的国情相结合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导致了对中

国革命的规律认识不深。这种情况一直到遵义会议后才逐渐得到了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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