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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the failure of the Great Revolution, on the August 7th Meeting in Wuhan, because of the es-
tablishment of the new temporary Central Political Bureau, CPC started to reorganize, renew and 
rebuild party organization of all levels which had been destroyed seriously, and shaped their 
course to revolutionary arms against counterrevolutionary arms. As a result, CPC not only suc-
cessfully defused the crisis for the first time, but also started to explore and cope with the mode of 
crisis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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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革命失败后，在武汉召开的八七会议上，由于成立了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开始整顿、恢复和重建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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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严重破坏的各级地方党组织，并制定了以革命的武装来反抗反革命的武装的斗争方针。由此，中共不

仅成功地化解了党面临的第一次重大危机，而且还成为中共探索和应对危机管理模式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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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八七会议前中共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危机 

危机，是指事物在发展的过程中，由于若干矛盾发生了突变或者激化，使得事物处于打破常规的恶

性状态。危机一般具有突发性、威胁性、紧迫性、不确定性及可控性。危机管理，是指组织在对所有危

机发生因素的预测和分析的基础上，所采取的化解和防范行为，从而使得组织继续朝着预定的目标前进。 
现代政党建立的目的是参与、影响、控制和巩固政权。在达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政党往往会面临

着各种各样的危机挑战，甚至是关系到政党生死存亡的考验。这就要求政党必须具备一定的危机应对能

力。即在遇到突如其来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和组织危机打击下，政党能够制定并且采取适当的方针

和政策来化解这些危机，以维持政党的存在并且能够持续发展的能力。虽然中国自辛亥革命以后，曾出

现过政党林立的局面。但是能够长期存在并且影响中国政局的政党却很少，其原因就在于：在突如其来

的危机面前，这些政党往往缺乏应对和化解危机的能力。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仅有 57 人，与其他政党比较、特别是与国民党相比较，算不上是一个大党。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前期和中期(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前)，从总体上来看，发展是相对平稳的。然而

大革命进行到 1927 年的时候，随着国民党内的两大主流派领袖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发动了四一二和七一

五反革命政变，使得中共生存的政治生态骤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第一，国共两党由昔日的同盟者变成了死对头。叛变了革命的国民党，以江浙金融买办势力为中心，

以地主买办资产阶级为基础，在南京建立了新的反革命政权——国民政府。这个反革命政权是大地主大

资产阶级的联合专政，以镇压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为目的。由于它和旧的反革命政权在

阶级本质上没有差别，并较之旧军阀的统治更加残暴和凶恶，因而也就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后的也是最黑

暗的反动王朝。 
第二，中共处于极度的敌强我弱趋势之下。随着统一战线的破裂，民族资产阶级附和了国民党的背

叛革命、上层小资产阶级则脱离了国共合作的大革命，因此围绕着中共继续坚持斗争的只有工人阶级、

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在整个大革命时期，由于中共处于年幼时期，对中国

革命的规律认识不深刻，再加上陈独秀右倾错误的影响，导致了中共在军队和政权问题上的无所作为。

这一切都使得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力量的对比十分悬殊。 
第三，中共党组织及其领导的革命力量遭到了极大的摧残。在 1926 年 5 月 15 日的整理党务案中，

由于中共对组织上领导权的不重视，将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党员、团员花名册都交给了国民党，这就极其

有利于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对中共党人的抓捕，导致了此时党组织遭到了极大的破坏。与此同时，由

于中共的活动被迫由于公开转入地下，所以中共和革命群众之间的联系受到极大的限制，一度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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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农革命运动也遭到了白色恐怖的严重摧残。再加上大批党的优秀领导人和群众领袖先后被国民党杀

害、一批本来革命意志就不坚决现在又被白色恐怖吓破了胆者的纷纷脱离革命，使得全国党员人数的骤

然减少，由中共五大的近 6 万减少到 1 万余人。 
上述这些都表明，随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和大革命的失败，中国革命开始由高潮走向低谷，使

得中国共产党遇到了自成立以来的最严重的全局性的危机。 

2. 整顿和重建党组织以化解危机 

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是敌人的力量大大超过了革命的力量；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共

的不成熟，中共一成立就投入到紧张的革命斗争中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准备不足，对中国历史和社会

状况缺乏深刻的了解，对中国革命的规律缺乏研究，不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

合；但最主要的原因，则是“1927 年中国大资产阶级战败了无产阶级，是通过中国无产阶级内部的(中国

共产党内部)机会主义而起作用的”[1]。即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错误，并在 1927 年春逐步贯彻到了全

党，最终使得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了惨重的失败。但是大革命失败后，面对国民党新军阀的屠杀政策，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

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他们高举起革命的大旗帜，举行了武装的抵抗”[2]。开始了对化

解危机模式的初步探索，八七会议就是这一探索的初始。 
其实早在八七会议之前，瞿秋白、毛泽东、任弼时、蔡和森、邓中夏等人就开始了对陈独秀的右倾

错误的反对。瞿秋白曾经回忆道：“我们那时开始是反对彭述之，在武汉，最后是反对陈独秀。独秀怕

革命，阻止土地革命。我们与他争论，每次开会总是闹一顿散场。”[3]在大革命失败之际召开的中共五

大上，尽管陈独秀在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的政治报告中，并没有对以他为代表的右倾错误进行认真的检讨，

对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共没有很好地应对这次严重危机的原因作出解释，但由于陈独秀在党内的地

位和威望，所以中共五大继续选举他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从而说明了这些反对和斗争的不彻底性。七一

五反革命政变前夕，汪精卫集团的叛变已经既成事实，陈独秀还要向汪精卫让步。6 月 30 日，中共中央

在武昌举行扩大会议，陈独秀在报告中坚持退让方针，仍旧寻求方法与汪精卫集团合作下去。这些都给

大革命带来了巨大的损失。这些都说明，不改组党中央，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就不能够彻底地得到纠正。 
根据 1927 年 6 月 1 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中的规定：“党的最高机关为全国

代表大会”。“全国代表大会改选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选举正式中央委员 1 人为总书记及中

央正式委员若干人组织中央政治局。全体中央委员会议得改组中央政治局”[4]。即只有全国代表大会选

出的中央委员会才能改选党中央总书记。然而在危机紧迫的情况下，党断然采取了紧急措施：在汪精卫

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的前夕的 1927 年 7 月 12 日，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在鲍罗廷的主持

下，中共中央进行了改组，组成了新的五人临时中央政治局，即“五人临时中央常委会”。由于停止了

陈独秀的职务，这就在实际上开始了对党中央组织进行改组的工作。 
新成立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公开宣布与国民党反动势力决裂，向全党和全国人民

表明中国共产党的严正革命立场。做的第二件事，就是明确新形势下中共党人的主要任务。7 月 16 日至

18 日，临时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会议，决定立即实行土地革命和秋收暴动，组织农民武装反抗武装的反

革命。做的第三件事，就是筹备召开八七会议，把党的政策和策略的转变以中央会议决议形式固化下来。

并为此讨论了八七会议的各项准备工作，确定了八七会议拟讨论的议程。 
1927 年 8 月 7 日，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八七会议在武汉汉口正式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党中央委员、

候补中央委员、团中央委员、地方党组织的代表共 20 余人。会议明确指出：“党的指导执行了很深的机

会主义的错误方针”，为了纠正这些错误，就必须“批评过去党的领导”。如果“工人阶级的革命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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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纠正自己的错误，只有公开的批评这些错误，而且要使全党党员都参加这种批评。无产阶级的政党不

怕公开的承认自己的错误。如果共产主义者不能无所畏惧无所忌讳的批评党的错误，疏忽，和缺点，那

么，共产主义者也就完了。我们党公开承认并纠正错误，不含混不隐瞒，这并不是示弱，而正是证明中

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力量。”而且坚信党“能够在自己错误经验里学习出来，绝无畏惧的披露自己的错误

并且有力量来坚决的纠正”[4]。 
八七会议坚决地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错误，撤销了陈独秀的领导职务，选举了瞿秋白、

李维汉、苏兆征等人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毛泽东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决定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

国代表大会选出新的中央委员会以前，先代替执行中共五大中央委员会的所有职能。这不仅在组织上彻

底的和公开的纠正了陈独秀右倾错误，而且还开始了摆脱共产国际的控制、转而依靠中共自身的力量、

来纠正自己所犯错误模式的初步探索。 
八七会议组成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在整顿和重建党组织方面作了许多重要的工作：建立中央派出机关：

设立了北方局、南方局和长江局，整顿了顺直、山西、山东、东北 3 省及内蒙古等地的党组织。临时中

央政治局在建立中央派出机关的同时，还建立了巡视员制度，由临时中央政治局向各地派遣巡视员到

各地视察党组织被破坏的状况，并指导各地的党组织尽快转入安全和秘密状态。鉴于中共已经不能公

开活动的事实，临时中央政治局还决定在全党建立地下秘密工作制度，以最大限度地保证党员的人身

安全。 
在临时中央政治局的有力指导下，在各地党组织的积极努力下，大革命失败后，遭到国民党严重摧

残的各地党组织较快地恢复了生机和得到了重建。到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全国的地

方党组织已经建立起 12 个正式省委、2 个临时省委、400 多个县、市委之多。这就表明，遭受严重挫折

的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对大革命失败严重危机的摆脱，并在组织建设上迈开了一大步，从而为胜利地进入

土地革命战争新时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 严格实行民主集中制以化解危机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全力投身复杂的革命斗争之中，党更注重如何发展和壮大党的队伍，

却较少考虑党内民主建设问题。虽然中共五大修改的党章中第一次明确规定了“党部的指导原则为民主

集中制”[4]，但由于并没有制定出落实这一原则的行之有效的具体措施，所以导致了民主集中制组织原

则的难以贯彻和落实，从而给陈独秀的党内个人专断创造了条件。其正如蔡和森所指出的那样：“我们

本是民主集中制。然而八年以来，只有从下至上的民主。”“这样的组织状况，形式上是很整齐严肃的，

真是铁的组织，铁的纪律一般。可是伏在里面的危机是很大的。党员群众及下级党部始终不能自发自动发

展其创发能力，始终只是命令一下，动作一下的士兵，而不是很自觉很自动的作战单位和战斗员。”[5] 
在吸取陈独秀实行党内个人专断、从而给革命事业带来严重损失教训的基础上，八七会议重点讨论

了实行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虽然政治压迫非常之严重，也必须实际上实现党的民

权主义，使党的政策在党员群众之中讨论，在下级党部讨论。建立各级党部集体的工作，以促成集体的

指导”[6]。这就不仅强调了必须实行在集中下的民主，而且也反对了无民主的集中。八七会议提出的这

一健全和完善“民主集中制”的重要思想，为全党随后怎样更好地贯彻落实民主集中制原则夯实了基础。 
作为临时中央政治局的总负责，瞿秋白更是高度重视党内民主建设问题。1927 年 11 月 26 日，瞿秋

白收到一封署名“志益”的来信，其对中共以前实行的“布尔什维克党之民主集权制”问题提出了尖锐

的批评意见，认为中共以前所实行的“民主化纪律化难免流于机械，因为党内没有真正的民主，则集权

的结果，自然仍滞于封建式的集权。因为过去党内既不能民主化，再加上机械式纪律‘东大’式的批评，

将党内一般同志，束缚得像小媳妇一样。”[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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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瞿秋白认为这封来信中，有关党内民主建设问题的意见是十分中肯的，是切中了党内民主建设

问题的要害的，所以他在收到来信后马上给志益回了信。在回信中，他结合党内民主建设的理论和实践，

以及自己领导党内民主建设工作的实践，对志益提出的问题逐一进行了解答。首先，他全面的、集中的、

详细的阐述了马列主义的民主集中制思想。其次，他分析了中共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的思想来源及其现

实状况，总结了经验和教训。再次，他谈了今后党怎样更好地实行民主集中制的一些设想。 
与此同时，瞿秋白还以临时中央政治局的名义，发布了一系列有利于贯彻和落实党内民主集中制的

通告。如 1927 年 12 月发布的《关于党团关系》第 19 号通告中指出：“只有彻底实行党内民主主义，令

一般党员群众(团部工作的党员当然在内)，尤其是工农党员，都能对于党的组织及政策表示意见，使他们

的意见能够战胜机会主义的倾向。如此，才能真正解决团与党之关系问题。”[7]随后，在《关于组织工

作》的第 20 号通告中又指出：“扩大党的民主化至最高限度，激发党员群众对党内问题的讨论，一切实

际斗争的策略上的决定，尽可能经过党员群众的讨论, 务必打破党员群众对党之政策不敢讨论或不懂得

怎样讨论的成习。”[7] 
上述这些由于是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后，中共主要领导人第一次对党的民主集中

制原则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的较为详细的论述，所以它表明。由于八七会议后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在民

主集中制问题上的率先垂范，从而为随后党内民主集中制的更好贯彻和落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对在

大革命失败后，党怎样加强和完善党的组织建设，以有利于党的重整旗鼓，继续战斗具有重要的意义。 

4. 制定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方针以化解危机 

临时中央政治局在决定召开八七紧急会议的同时，还决定了化解危机的另外 2 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是同意并且举行了南昌起义。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疯狂屠杀中国共产党人和革

命群众，企图用血腥的屠杀来消灭革命。为了以武装反抗国民党的屠杀政策，挽救中国革命，临时中央

政治局决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并为此成立了中共前敌委员会，周恩来任这个委员会的书记。1927 年

8 月 1 日，伟大的南昌起义爆发，从而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

树立了一面鲜明的武装斗争的旗帜，标志着中共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开始。它以实际行

动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给国民党新军阀的屠杀政策予以了英勇的回击，表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

人民不畏强敌、前仆后继的革命精神。 
第二件大事是决定发动秋收起义。临时中央政治局在汪精卫公开叛变以后就作出了发动秋收起义的

决定，八七会议上又决定在湖南、湖北、江西、广东这 4 个革命基础较好的省份，发动农民，举行秋收

起义。八七会议后，毛泽东作为中央特派员到湖南江西交界地区领导秋收起义。9 月 9 日秋收起义正式

开始，原计划兵分三路暴动，各路得手后，以长沙工农暴动为内应，相机攻占长沙。后因夏斗寅残部(四
团)突然叛变及缺乏作战经验等原因，起义部队遭到严重挫折。9 月 29 日，秋收起义失利的队伍抵达江西

永新县的三湾村。随后部队进行了改编，确定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使之成为在党的领导下的忠实于

人民的、能够执行土地革命路线的新型部队。随后毛泽东率领这支部队于 10 月间胜利抵达井冈山，开创

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新局面。建立了中国农村第一个革命根据地。由此，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对中国民主

革命新道路开辟的艰辛历程。 
综上所述，在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并没有就此消沉下去，而是通过对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改组，整顿、

恢复和重建遭到严重破坏的各级地方党组织，并根据当时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的实际情况，制定和实施了

以革命的武装来反抗反革命的武装的斗争方针。这样，中共不仅成功地化解了大革命失败后党面临的第

一次重大危机，开始了向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而且还成为中共初步探索应对危机管理模式

的起点，这就为以后的革命斗争中，党更好的解决危机提供了有利的成功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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