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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湘赣边秋收起义工农革命军

第 一 军 第 一 师 的 创 建

宋 俊 生

�马 列 教 研 室�

大革命时期
，
由于党犯了陈独秀投降主义的错误

，
不注意抓武装

，

放弃武装力量的领导

权
，
甚至出现了向敌人交枪的可耻行为

。

大革命失败后
，
我党接受了血的教 训

，
开 始 抓 武

装
，
指示在各地工农武装暴动的区域里组织工农革命军

。

当时
，

在湘鄂赣
、

湘赣边界集结了

一部分武装力量
。

在修水的山 口 以警卫团为中心
，
早已组织了一个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

师
。

一九二七年八月底
，
毛泽东离开长沙

，
去安源

，
奔走湘赣边界

，

致力创建工农革命军
，

毛泽东承认了修水那一个师的组建
，
师长余洒度承认了毛泽东对军队的领导

，
在毛泽东领导

下
，
湘赣边秋收起义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终于形成 了

。

一 关于组建第一师目前宣传情况的简介

不是 己经在山口会议上组建了一个师吗
，
为什么又要组建一个师呢� 二者是 不 是 矛 盾

呢�我们认为
，

二者是不矛盾的
。

这后一个师
，
即本文标题所讲的这个师

，

是指毛泽东奔走

湘赣边界所经手组建起来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
。

这个师与山口会议组建的那个师
，

既

有区别
，
又有联系

。

过去党史宣传中
，

有的地方太突出毛泽东的活动了
，

现在
，
拔乱反正

，

丛 不意 味着再

去抬高别人
，
而贬低毛泽东

。

党史科学的研究
， 一

切忌如扶醉汉
，
扶了东面

，
往西倒 � 扶了西边

，

又往东倒
。

我们要把这两个师的区别与联系找出来
，
尤其重要的是要说明湘赣边秋收起义第

一师 �后一个师 �到底是怎么建立起来的
，
它组建的经过如何

。

目前
，
全国党史界

，
对第一师如何组建的宣传

，
还是相当紊乱的

。

各地党史教材与公开

出版的书籍
，
归纳有以下四种看法

�

第一种看法
，
认为在安源会议上组建成

一

了工农革命军
。

湖南省社会科学研究所现代史组

编 《秋收起义和向井冈山进军
》一书说

�

安源会议将
“
参加这次起义的部队统一编为工农革命

军第一军第一师” 。

署名中共湖南省委员会
，

题目为
“
沿着秋收起义的革命道路胜利前进

” ，

发表在
《人民日报》 一九七七年八月三 日的文章说

� “
九月初

，
毛主席去安源张家湾召开了军

事会议
，
将在我党领导下分别集结于修水

、

铜鼓
、

安源一带的革命武装
，
编为中国革命军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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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军第一师
，
下辖三个团

，
统一由前敌委员会领导

。 ”
广东省高校编写组著 《中国共产 党 简

史讲义 》 、

中国人民大学编写出版的 《中国革命史讲义 》 、

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讲解 词 等

均持此说
。

简言之
�

在安源会议上
，
毛泽东组成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

。

第二种看法
，

认为在长沙省委会议
�

�组建成了工农革命军
。

上海高校编写组著《中 国 共

产党历史讲义》即是这种观点
。

讲义写到
� “ 毛泽东赶到长沙后

，
向改组后的湖南省委 传 达

‘
八七

’

会议精神
，
同省委研究有关起义的重大间题

，
确定秋收起义的具体计划

，
成立秋收起

义的最高领 导机关一一前敌委员会
，
毛泽东任前委书记

，
将参加起义革命军队和工农武装统

一编为工题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
，
以卢德铭为总指挥

，
下辖 四个团

。 ” 上海 编 的 这 本 讲

义
，
一九八二年五月第二次印刷

，

其观点与上面一九八一年版的完全一致
，
上海的观点在这两

次出版的教科书里讲得也是很清楚的
�

在长沙
，
毛泽东组成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

。

上海《讲义》在一九八四年二月第六次印刷 �合匀本�就改变了前两次的说法
，
说

�

八月

中旬召开省委会议
， “ 会议决定成立秋收起义的最高领导机关一一党的前敌委员会

，
毛泽东

住前委书记
。

接着
，

参加起义的革命军队和工农武装统一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
，
以

卢德铭为总指挥
。 ”
这里既没有说毛泽东在安源组成的

，

也没有讲在长沙组成的
。

用了一个
“

接着
，
编了一个师 ” 的提法

，
回避了组建的具体地点

。

第三种看法
，
认为在修水组建成了工农革命军

。

江西修水纪念馆的同志是这种观点
。

他

们认为
� “ 在山 口镇万寿宫隔壁福和铺召集了驻修

、

铜一带的武汉警卫团
，

平江
、

浏阳农军

三支部队中的前敌委员会会议
，
会议决定组成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

， …… 。 ”
一

卫

第四种看法
，
认为基础是在修水奠定的

。

肖克
、

何长工主编的《秋收起义》一书说 � “
八

月下旬
，

警卫团
，
平江

、

浏阳工农军等单位的负责人在修水山口镇召开了一次会议
，
决定把

这几支武装力量合组为一个师
，
由余洒度任师长

，
余责民任副师长

。

以警卫团为一团
，
浏阳

农军为三团
，
平江农军则分别补进这两个团

，
一团团长是钟文璋

，
三团团长是苏先俊

。

到秋

收起义时
，
就以这个师为其础

，
编成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

，
一

、

三团编制未变
，
安源革

命武装为第二团
，
团长是王兴亚同志

。 ，， ②
以上四种看法

，
情况是不平衡的

。

持第二
、

第三
、

第四种看法的比较少
，
持第一种看法

的
，
在 目前是多数

。

即目前比较多的党史讲义
、

教科书及各种党史材料里均认为是在安源会

议上
，

由毛泽东组成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
。

但我们不同意这种看法
。

对第二种着法
，
我们也不同意

，
我们认为

，

第二种看法离谱似乎太远
，
持此看法的人

，

在全国似乎只此一家
，

而且他们在最近新版的《讲义介改变了看法
，
回避了具体地点

。

第三种看注
，
充分肯定山口会议是对的

，
但对安源会议在建军方面所起的作 用 没 有 讲

到
，
特别是没有谈到建军的实践过程

，
没有区分山 口组建的那个师与毛泽东后来努力所形成

的那个师的关系
，
似觉不全

。

我们基本同意第四种观点
，
肯定山口会议对组建工农革命军的作用

，
认为它为后来毛泽

东努力组建戊功了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奠定了基础
。

但是
，
我们认为

，
第四种观点也

有不足
，
即没有明确指出山口会议组建的就是

“
工农革命军

” ，
特别是没有把组成工农革命

军的全过程讲清
。

①修水县关于秋收起义 几个历 史事实的认定报告 。

②肖克 、

何长工
� 《秋收起义 》 ，

人 氏出版社一九七八牟 出版
。



二 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组建的经过

读者可能会间
�

你不同意在长沙组成的
，
不同意在安源组成的

，
不同意在修水组成的

。

你基本同意的第四种观点也没讲到底在哪里组成的
，
只讲以修水为基础

。

请你不要回避
，

要

明确回答
，
到底在哪里组建起来的

。

对这个间题
，
我们的回答是

�

是的
，
我们不同意在长沙

、

在安源
、

在修水组成的说法
。

因为
，
从 目前掌握的材料分析来看

，
的确不能说明在哪里组成的

，
我认为

，
还是那句老话

�

实事求是
。

我们不能把复杂的过程简单化了
。

我们认为
，
这个师

，

是在实践中互相支持
，

团

结一致
，

结合在一起的
，
而不是某个人或某个组织事先有个计划

，

而随吁在某一个地点组建

起来的
。

�
，

中央
、

省委对组建工农革命军的指示与计划

中共中央在一九二七年九月的《中共中央关于两湖暴动计划决议案》里已有明确的指示 �“

军事方面
�
乡村用农民革命军

，
城 下用工人革命军名义

，

简称农军
、

工军
，
合称工农革命军

，，。 ①

省委在讨论秋收暴动的准备时
，
也比较重视武装力量

。

八月下旬
，
浏阳部队 负 责 人 之

一
、

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到了安源
，
他的目内

，
是找省委

，

到了安源后
，
没有找到省委

，

但

是
，
要到长沙找

，
因为在长沙认识他的人很多

，
不安全

，
于是安源市委派市委委员宁迪卿赴

长沙
，
向省委转告

。

省委
、

毛泽东得知浏阳县委书记到了安源
，
十分高兴

，
于是在八月三十

日决定
“ 毛泽东到平浏农军中去当师长

” ，
把平浏农军这一个师组织起来

。

他到平浏农军中

去当师长
，
把这个师组织起来

，
当然

，
要到铜鼓

、

修水去了
。

根据当时与毛泽东在一起的罗

章龙
、

易礼容回忆
，
毛泽东动身时

，
是说的他要下乡

，
到铜鼓去

。

不过
，
因为铜鼓部队的负

责人播心源 已到了安源
，

所以第一站他又不得不到安源
。

很清楚
，
省委计划的是平浏农军搞一个师

，
叫毛泽东当师长

，
省委没有把湘赣

、

湘鄂赣

地区几股力量都合在一起组建一个师的计划
，

也没有对毛泽东做过任何这种任命
。

毛泽东到

前线去的具体目标也很明确
，

是到铜鼓
，
把平浏这个师组织起来

，
他在动身的伊始没有把在

湘释
、

湘邵赣地区几股力量都 合在一起组建一个师的汁划
。

省委叫毛泽东到平
、

浏农军中去当师长的计划
，
一直到九月十二 日

，
因为情况的特殊

，

省委才略为改动了一下子
。

这从九月十二 日
，
省行委书记易礼容给苏先俊信中可以看出

�

易

孔容说
，

不知毛泽东到铜鼓否
，

如果没有到
，
就以余洒度担任师长

。

这句话的言外之意是
，

省委的卜�
一

划是以毛泽东为师长
，
组织平

、

浏农军为一个师
。

总之
，

在省委和毛泽东的计划里
，
要组织的是平

、

浏农民师
，
没有组织湘赣

、

湘鄂赣几

股力量为一个师的计划
。

�
、

毛泽东到前线组织部队所遇到的实际情况

毛泽东在组织秋收起义的过程中
，
十分重视组织武装力量

，
在实践的斗争中

，
实现了他

自己
“
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抓军事

”
的格言

，
致力组织工农革命军

，
早在八月份提出的湘南暴

渤计划中
，
就提出了组织一个师的具体计划

，

其中组织成分之一就是
“
浏平农军千人

” 。

八七会

取后
，
他述亲自到修

、

平边界一带
，
组织平江农军与警卫团部队的活动

。

当他在长沙
，
得知浏阳

卜
伽中共中央关于两湖暴动计划决议案》 ，

一 九二七年九月十二 日发表于 《中央通讯��
。



部负责人在安源时
，
安源已来人

，
他知道省委决定他到平浏部队去当师长

，
把这个师组织起

来的决定后
，
便立即动身

，
携三千元经费

，
赴前方组建军队

，
发动暴动

。

省委
、

毛泽东关于组织工农革命军都曾有很好的计划与打算
，
并 已做了 不 少 工 作

。

但

是
，
毛泽东为实现这些计划

，
亲赴第一线

，
情况又怎样了呢� 因为情况的特殊

，
原来的计划

发生
一

�很大变化
，
毛泽东面对现实

，
将原来的打算

、

计划与实际相结合
，

采取切实可行的办

法
，
组织了一个新的第一师

，
发动了秋收起义

。

毛泽东要到铜鼓去找浏阳部队
，
组织平浏农军这个师

，
但是

，

第一站不能不到安源
。

毛

泽东到前线后
，
他碰到了原来没有料想到的问题

，
即他到前线后

，

碰到了两 个 特 殊 情况
，

迫

使他不得不放弃原来组织
“
浏平农军师

”
的计划

。

第一个特殊情况
，

就是他不得不面对现实
，
处理好两股力量的关系间题

。

不管池主观意

识到与否
，
这两股力量的存在

，
是客观事实

，
早在他到安源之前

，

修水以警卫团为基础
，
早

已形成了一股武装力量
， �

且组建了一个工农革命军第一师 �对外称江西省防军第一师�
。

还

有一股力量
，
即以安源工人武装为中心

，
汇合了聚集在那一带几个县的武装力量

。

安源这个中心及在这里的武装力量
，
是在省委领导下

，
这里是没有间题的

。

那么
，
修水那

个中心
，
那股力量呢�从 目前发现的资料看

，
他们组建那个师

，
没有报告省委

，
也没有要求

省委批准
，
因为他们是直接由中央负责的

。

所以
，
省委对于他们

，
不存在一个批准不批准的

问题
。

为什么省委还要把已包括在修水那个师里面的平浏部队
，

还要单独编为一个师呢� 一

是省委不甚了解情况
，
二是因为修水那个师本身就是比较松散的

。

所以
，
即使他们己编到修

水那个师里了
，

但是还要向省委汇报工作
。

因为他们是湖南的部队
，
所以省委还 要 直接管理

，

领导他们
。

八月三十 日省委决定编平浏师
，
直到九月十二 日易礼容给苏先俊信

，
可以从信里看

出
，
省委还是没有承认余洒度那个师

。

易礼容在信中嘱苏先俊
“
将所定计划

，
通知洒度

、

责民

等一同行动
” 。

因为原计划毛泽东到铜鼓苏先俊处
，
毛泽东 己离开长沙

，
到底到没到铜鼓

，

易礼容并不知道
。

所以
，
他给苏先俊的信最后说

� “
革命委员会委员

，

此间决定责民加入
，

请告润之等
，
毛润之

，
己到兄处否�如尚未到

，
即以洒度任师长

。 ” ①请看 ，
一直到九月十

二 日
，
长沙郊区 已暴动

，
铁路已被破坏的情况下

，
省委还没有承认修水这个中心与余洒度为师

长
，
只是在毛泽东 �平浏农军师长�没有到的情况下

，
才叫

“
洒度任师长

” 。

毛泽东主持的安源会议
，
从 目前掌握的资料看

，
也没有涉及到余洒度的间题

。

在安源会

议关于计划的结论里
，
只讲到

“
余洒度团

” ，
如 何调到铜 鼓与浏 阳部队合到一处攻浏阳的

问题
。

在大革命失败的紧急情况下
，
这个不统一

，
多中心的情况

，
不是人为造成的

，

不是省委

的过错
，

也不是余洒度的过错
。

这是因为情况紧急
，
驻地分散

，
交通不便

，
隶属关系不一造

成的
。

后人更不应责备哪一方
。

可是
，
湖南省委个别人

，
指责余洒度是自封 师 长

、

自立 中

心
，
这种指责

，
是毫无道理的

。

当然
，
情况允许

，
完全可以把隶属关系理顺

，
把各路武装统一好了再起义

。

间题是条件

不允许这样
，
时局不但不允许这样办

，
而且还发生了第二个特殊情况

。

第二个特殊情况
，
即毛泽东在致力组织平浏农民师时

，
被捕了

。

因此
，
他担搁了去铜鼓

的时间
，
他十

一

号到铜鼓
，
规定的十一号暴动的时间己迫在眉睫

，
这样

，
省委 的

“
平 浏 农 民

①反 面 文件， 《 大可 乐观之湘局前途 》 ，
原载《汉 口 民国 日报 》一九二七年九 月三十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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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
夕，
就根本不可能组织起来

。

组织
“
平浏农民师

” ，

不但时间来不及
，
而且实际上也确实没有搞

。

毛泽东就任了师长职吗�

没 有
。

谁 是副师长呢�没有
。

有过一个命令吗�没有
。

在整个秋收起义的过程中
，
毛泽东以师长

的
一

名义下过一个命令吗�没有
。

所 以我们说
，

省委计划的
、

毛泽东努力的
“
平浏农民师

” ，
并没

有建立起来
。

毛泽东面对现实
，
在实践中

，

放弃组织平
、

浏农民师的计划
，
把各路武装统一在一起

，

形成了一股新的武装力量
，
即后来人们称之为的毛泽东创建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工农革命军

第一军第一师
。

�
、

毛泽东创建的第一师到底如何形成的
。

这个师省委没有计划
，

毛泽东事先没有计划
，

是后来在实践中形成的
，
是后人给起的名

字 一个历史事件
，
先有其内涵

，
后人给起了名字

，
这在党史上屡见不鲜

，
如国民党

“
一

大
” ，

先有三大政策的内容
，
后人概括为

“
三大政策

” 。

又如八七会议先有总方针方面的内

容
，
后人把这些内容概括为 “ 总方针

” 。

所以
，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这个师

，
尽管开始没有

计划
�

是 后来形成的
。

后人取名
，
这种历史学的方法

，
是允许的

。

如是看来
，
既然是实际上形成的

，
凑到一起的

，
那么毛泽东还有什么功劳呢� 说毛泽东

组建 �第一师
，
不是不符合历史事实吗� 其实不然

，
正因为原来没有这个计划

，

才说明了毛

泽东独特的贡献
。

毛泽东到底进行了哪些努力� 主要表现如下两点
�

���毛泽东在安源主持召开的安源会议
，

决定
“
首先由工人暴动

，

夺取矿警武装
，

枪

决反动长官
” 。

接着
“
阴历十 日晚上

，
下令暴动

，
由王兴亚指挥工农军分头捕杀反动长官

，

改编军队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三团
。 ”

毛泽东正是在安源这一带武装力量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到来的
。

他的到来
，
使安源这股武

装力量
，
立即有了政治中心

。

毛泽东早期在安源从事工人运动
，
在安源人民心 目中有很高的威

望
。

这次来
，
他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

省委委员
、

前委书记
，
从职务上看

，
自然是安源方面武装

力世的领导人
。

他将八七会议
、

省委会议精神贯彻下来
，
把广大群众的行动用党的方针

、

策

武 装 起来
。

安源方面的武装力量接受了毛泽东的领导
，
不但改编军队为第三团

，
而且接受了毛

泽东在安源主持制定的计划
，

紧接着参加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
。

后来
，

安源部队在浏阳被打

散后
，
不管是团级干部

、

营连干部
、

还是战士
，
都知道到浏阳东乡找毛泽东

，
到铜鼓找毛泽东

。

���虽然原来修水这个师内部已建立了党的组织一一师委会
，
但是

，

省委任命毛泽东

为前委书记
，
负责到前方抓军队

。

他到前线后
，
给修水的武装力量带去省委秋收 暴 动 的 纲

领
、

带去了省委关于秋收暴动的计划
。

这样
，
毛泽东到达前线

，

与修水方面的武装力量取得联

系后
，

就使他们获得了政治上的领导
。

他承认了余洒度师长
、

师部的事实
，

为了斗争的需要
，
他

役有
，

哲时也不可能推翻过去的组织
，
另立新的组织

。

�

事实上
，
修水方面的武装力量

，
是接受了毛泽东的领导

，
接受了秋收起义的计划

，

接受

毛泽东的指挥
，
按时参加了暴动

，
一直到秋暴发生后的转折过程

，

都是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

省委领导下面行动的
。

特别是在起义受挫折文家市会师后
，
整个起 义部队紧跟在毛泽东的领导

下走上新的征程
。

� 就是这样
，

湘赣
、

湘鄂赣边界地区的武装力量
，
在党的领导下

，
为准备暴动而进行了一

��幕列工作
，
特别是毛泽东到前线

、

到部队后
，
这些武装力量

，
在斗争实践中先后与毛泽东取

得联系
，
接受了毛泽东的领导

，
实际上形成了一个以毛泽东为中心的新的师

。

毛泽东做了这



个师的攻治领导 �前委书记�
，
他承认了师长

，
师长也承认与接受了他的领导

。

吠这个角空说
，

秋收起义的工农革命军
，
是经过双方的努力与合作

，
在毛泽东同恋到韶

队后
，
双方取得联系

，
并互相承认后

，

在斗争实践中最后形成的
。

综主
，
关子工农革命军组建的经过

，

我们的观点是三句话
�

修水的
“
基础

” � 省委
、

毛

泽东的领导与努力 � 双方团结的结果
。

�

振然是双方互相承认与结合的结果
，

是在实践中形成的
，
那就很难说

，
到底是在修水

、

还是在安源组成的
，
还是在别的地方组成的

。

事物是复杂的
，
历史是复杂的

， ，
下要把问题简

单化
。

但是
，
以修水为 “ 基础

”
的观点

，
在 目前尤其应突出宣传

。

在这里
，
我仁刃次引证军

大同志的观点
�

在
“ 山 口镇召开了一次会议

，

决定把这几支武装力量合组为一个师
， … … ，

到秋收起义时
，
就以这个师为基础

，
编成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

， … … 。 ”

如是看来
，
一个新的军队是否最后形成

，

其标志
，
可能有三种情况

�

第一种情次
，
即人

们通常理解的
，
也是比较理想的办法

，
即召开一个合作大会

，
正式宣布成立第一师

，
这抚是

以开那个大会为标志
� 第二种情况

，，
是几部分领导人在一起研究

、

决定
，

并宣布成又一个师
，

标志就是开个干部会� 第三种情况
，
是情况特殊

，
以上两种情况都达不到

，
那么就以最后在

实践中实际形成为标志
。

浅们认为
，
湘赣边秋收起义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

，

就是属于第

三种类型
。

声小小�令火
令 简 示凡 老
气 ，� 一， 一、 一

声

华尔交灭
一

言次颁发共技成

为了鼓励我校在推动科学技术进步
、

促进国民经济发展中做出贡

献的集体和个人
，

充分调动和发挥我校教学
、

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和创

造性
，

在第三个教师节中
，

开展了首次评选优秀科技成果的活动
。

经

校专家会议对 � � � �年 � �月 � �日以前完成并经实践证明断应用

科研成果进行评审
，

评选出《 强夯法加固地基应用研究 》 、 《 厂六一

�电脑数字扣率计 》 两项优 秀成 果 为三 等奖
� 《 只��一 � � �盒

式电路实验器 》 、 《 塔机力矩显示限制装置 》 、 《 单极机反汇编程序 》

等项优秀成果为四等奖
。

九月十 日
，

校领导在庆祝教师节逻开学典礼

大会上
，

宣读了首次须发科技成果奖的决定并向项 目的主持人或主要

研制者颁发了科技成果奖证书和奖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