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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论江西省第二次党代表大会

卢 诚 贾昌梅月

压了月�
�

����年 �� 月在湖口举行的中国共产党江西省第二次代表大会
，

是我省党史上一件大事
。

这次大会基本上贯彻了党的
“

六大
”
精神

，

解决了江西革命发展的一系列问题
。

因此
，

学习
、

研究

中共江西省
“
二大

” ，

对于我们了解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江西党的革命斗争和总结经验教训
，

无疑

是有必要的
。

衣

峨

中共江西省
“
二大

”
的最早酝酿

，

是 ����年 �月 �� 日《中共江西省委给中央的报告》中首

次提出
“
要求召集二次党代会

” ，

其理由是
�“�一�全党大会�指中共

“

六大
”

—作者注�在 �月间举

行 ��二�各级负责人对现在中央
‘

八七
’

会议及扩大会议的一切新策略尚未十分彻底的了解
，

省

委虽时书面指示
，

但在工作上的表现大都没有纠正
，

现可藉此会议的机会加以训练
，

况且还有

许多工农同志参加 ��三�目前各地斗争加剧
，

江西党自应召集全党大会决定党在江西的工作方

针
” 。

并认为
“

大会在南昌是不可能的
” ，“

故我们决定于 �月中旬在万安举行
” 。

①由于情况变

化和条件限制
，

中共江西省
“
二大

”

未能如期举行
。

党的
“
六大

”

闭幕后
，

为了及时贯彻执行党的
“

六大
”
的路线

、

方针
、

政策
，

中共江西省委又着

手筹备召集中共江西省
“

二大
” ，

于 �� 月 �� 日就有关问题请示了中央
，

中央同意江西省委的报

告
，

并派张金刃为代表来江西参加会议
。

会议初定于 �� 月 �� 日在德安举行
。

后因 �
、

�� 月间
，

价涤平调集反动军警向崛山游击根据地进行第四次反革命
“

围剿
” ，

德安红军 �赣北游击队�主

力被迫转移到外地
。

这样
，

召集中共江西省
“
二大

”
的会场就没有着落

，

只好
“
展期至 �� 月 � 日

在都阳湖中举行
” 。

当与会代表乘 �艘小船进入都昌
、

都阳之间的湖中时
，“
都阳湖反动军队和

民团在湖巡查甚密
” ，

不得不临时决定将会议
“

移于湖 口乡下举行
” 。

②当时
，

就客观条件看
，

湖

口也具备召开会议的条件
��一�大革命在湖 口的影响较深

，

有较好的群众基础
，

并且建立了湖

口临时区委
，

有 �� 多名党员
，

革命正处在恢复时期 ��二�湖 口的反动势力薄弱
，

仅有一个靖卫

队
，

�� 支步枪 ��三�湖 口交通方便
，

四通八达
，

地接长江
、

都阳湖
，

边境有武山山脉
，

不易封锁
，

如遇意外
，

可迅速转移
。

出席大会的代表原定 �� 人
，

后因
“

会场限制
” ，

江西省委同意将代表减至 �� 人
�

赣南 �人
，

赣西 �人
，

赣东北 �人
，

赣东 �人
，

南昌 �人
，

团省委 �人
。

由于环境恶劣
，

大会延期和几度召开

大会地址的变动
，“

各地代表均不能全数如期到会
” ，

结果参加此次大会代表只有 �
�

�人
�

赣南 �

人
，

赣西 �人
，

赣东北 �人
，

赣东 �人
，

永修 �人
，

团省委 �人
。

这些代表的产生
，“
都是由各县特

委自行指定
” 。

③此外
，

还有中央代表张世熙
，

省委常委王凤飞
、

冯任
，

中央指派的江西省委军委



书记蔡冰坚等 �人参加大会
。

这样
，

大会总计参加人数是 �� 人
。

会议开了 �天
。

����年 �� 月 �� 日《中共江西省委致中央信》说
�“
开会期间不能超过 �

天 ” 。

后来决定又增至 �天
。

由于会场迁至湖口
，“
环境恶劣不能久住

，

缩短为 �天
。 ”

④

根据大会的需要
，

大会设立了下列组织
�
���大会主席团

。

由 �人组成 ����秘书处
。

设秘书

长 �人
，

下设文书
、

庶务二礼���各种决议案讨论委员会
。

每一决议案
，

组织一讨论委员会
，

由

委员 �至 �人组成 ����赤色警卫军
。

大会会场在湖口乡下王隧村
，

离会场 �� 里内外有反动靖

卫团
，

为了保护大会安全
，

决定组织赤色警卫队
，

担任警戒任务
。

����年 �� 月 � 日至 �日
，

中共江西省第二次代表大会在湖口县王隧村胜利召开
。

代表们

听取了张世熙作的传达党的
“

六大
”

精神的报告
、

王凤飞作的政治报告和冯任作的省委工作报

告
，

讨论通过了政治
、

组织
、

宣传
、

军事
、

农民
、

职工
、

苏维埃
、

�� 工作等问题的 �个决议案
。

其主

要内容
，

我们认为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

第一
，

大会以中共
“

六大
”
的精神为指针

，

分析了大革命失败后的江西形势

大会指出
，

在全国新的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时期
，

江西的革命高潮不可避免地快要到来
。

大革命失败后
，

江西的形势是豪绅
、

地主
、

资产阶级的冲突一天天的厉害
，

尤其是江西的地

方实力派与外来军阀朱培德之间的冲突更加尖锐
。

在这些狗咬狗的争斗中
，

他们为了取得各自

的优势
，

就加紧
“

对民众之剥削
” ，

广大的工农群众
“

在这种反动政府残酷压迫之下已经是民穷

财尽
，

痛苦万状
” ，

加之反动势力
“
施行空前的白色恐怖以及本年的秋收歉收

” ，

一般群众认为
“

除革命以外没有别的出路
” ， “

这些都证明江西革命高潮不可避免的要随着全国的高潮而到

来
” 。

而且
，“

新的革命高潮象征江西已见
” ，

如
�

全省局部地区出现了工人群众斗争的逐渐活跃
，

苏维埃区域和地方零碎红军的存在
，

反动军队部分士兵的哗变
，

城市小商人的罢市等等
。

但我

们也必须看到
“

敌人联合的力量比我们强大的多
” 。

因此
，

我们对江西革命形势的高涨
，“

仍不可

过份估量
”
⑥

。

第二
，

大会提出了江西党的总路线

这条总路线是
�

在党的
“

六大
”

精神指引下
，“

坚苦耐劳的去夺取广大的群众
，

围绕党的周围

以及影响下
，

准备武装暴动
，

推翻豪绅资产阶级的统治
，

建立工农代表会议—苏维埃政权
。 ”

大会认为
，

要贯彻执行这一总路线
，

就
“

必须坚决无情的肃清机会主义
，

打倒盲动主义
，

就

是要坚决的无情的打破江西党的目前最普遍的和平发展及盲动以致不动的错误和观念
，

动员

同志到群众中去发展并领导群众的日常斗争
。 ”只有这样

，

才能
“

打破群众的恐怖心理及提高群

众的斗争情绪
、

勇气
” ，“

夺取成千上万的群众到党的周围及其号召之下来
”

⑥
。

第三
，

大会确定了江西党的各项政策

关于农民问题
。

大会指出
�“

江西党今后农运的工作路线
，

应该是深入农民群众中就地发动

以胜利为前提的 日常斗争
，

促进农民革命的高潮
，

创造建设全国大多数被残余封建势力剥削的

农民群众—
自雇农至中农止的统一战线

，

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准备武装暴动夺取政权
。 ”

⑦

关于职工运动
。 “

今后
，

党应将职工运动作为党的第一个主要任务
”

⑧
，

增强工人的政治意

识
，

注意罢工技术
，

建立赤色工会
，

组织全省总工会
。

关于党的组织工作
。

大会决定
�

今后党的组织要
“

坚决的有计划的将江西党的基础树立在

工人尤其是产业工人和产业性的工人群众中去
。

在农村则为佃农
、

雇农
” 。 “

加紧党的教育训练
·

��
·

东

扮



工作
，

提高党员政治的水平线……建立支部生活
”

⑨
。

此外
，

大会还提出
�“

将党与苏维埃分开
，

党员作苏维埃的政治指导
。 ”
⑩

第四
，

选举产生了新的江西省委

新省委有执委 �� 人�张世熙
、

王凤飞
、

沈建华
、

冯任
、

胡子寿
、

曹策
、

贺俊
、

方志敏
、

华闰阳
、

蔡冰坚
、

李兴保
、

孙树荣
，

空一名额由中央指派�
、

候补执委 �人�江建民
、

刘士奇
、

刘启勋
、

邵式

平
、

张野火
、

徐金尹
、

徐少保�
、

审查委员会委员 �人�肖韶
、

曾文甫
、

杨九兴�� 随后
，

执委会议推

选张世熙
、

王凤飞
、

胡子寿
、

沈建华
、

曹策
、

贺俊等 �人 �留一名额待中央安排
，

在中央未派人之

前由冯任补上，组成常委会
，

李兴保
、

孙树荣
、

冯任为候补常委
，

李兴保为候补书记
。

常委分工

是
�

书记张世熙
，

组织部长王凤飞
，

宣传部长冯任�����年 �月由中央派来的阮啸仙任此职
，

并

增补冯任为常委�
，

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胡子寿
，

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沈建华
，

秘书长贺俊
。

衍 ��诬��

本

中共江西省
“

二大
” ，

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白区江西省所举行的唯一一次党代会
。

她对江西

革命运动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

首先
，

中共江西省
“

二大
”

基本上贯彻了党的六大精神
，

大会所制订的一系方针
、

政策
，

都是
“

全国党六次大会决议案运用到江西的具体结晶
”
⑩

回溯历史
，

党的
“
六大

”
闭幕后

，

江西省委开始迟缓地贯彻
“

六大
”
精神

。

据历史文献记载
�

“

直到六次大会结束
，

省委书记跑到中央
，

吸收了点新的精神去
” ， “

可惜六次大会的决议案
，

因

省委没有油印机
，

而只是用复写纸抄了几份下去
” ，

一些接到
“
六大

”
决议的地方

，

又因对
“
六大

”

反对盲动主义认识不正确
，“

走向和平发展的道路
，

即是不动
” ，“

几个没有接到六大决议案的
，

依然是空想暴动
” 。

⑩直到 ����年 �� 月
，

中共江西省
“
二大

”
召开

，

江西党的组织
，

才较为全面
、

较为正确地贯彻了党的
“
六大

”
精神

。

其次
，

中共江西省
“

二大
”

正确地提出了争取群众的总任务
，

并据此制定了一些具体的方针

政策
，

从而推动了江西革命运动的发展
“

自全省二次大会后
，

江西革命形势
，

日益进展
，

城市工人斗争
，

继续活跃
，

农村斗争亦比前

澡入
。 ”

⑩至 ����年 �月
，

全省已有党员 ����余人
，

红军有 �个独立团�信江的江西红军独立

第一团和赣西南的红军独立第二
、

四
、

五团�和 �个游击队�赣西游击第一
、

二大队和馈北游击

队�
，
�月份又成立了赣东北第一游击队

。

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尤为迅速
，

为后来在江西边界

形成几个重要的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

在赣西南
�

除东固革命根据地外
，

又开辟了以兴国
、

宁

都
、

于都等县为中心的赣南革命根据地
，

赣西吉安
、

吉水及峡江
、

分宜
、

永丰
、

乐安等县也出现了

小块赤色区域 �在赣东北
�

信江流域的苏维埃区域由弋横扩大到贵溪
、

德兴等县
，

于 �� 月 �日

成立了信江苏维埃政府
，

与景德镇工人运动相呼应
，

赣东北第一游击队在湖口
、

都昌一带也开

辟了一块割据区
。

第三
，

中共江西省
“

二大
”

选举的新的领导班子
，

由于接受了党的
“
六大

”
精神

，

改变了工作

作风
，

使省委的工作出现了新起色
����年 �月 �日

，

冯任在《三个时代的江西省委》的报告中
，

对省
“
二大

”

选举产生的新省

委和新省委所做的工作都给予了较高的评价
。

他说 ，自中共江西省
“
二大

”
以后

，“

省委工作虽因

个人意见关系
，

以致月余来没有建立
，

然到最近
，

各负责同志
，

互相公开批评
，

大家站在布尔什

维克党的精神上
，

故省委工作
，

已开始建立起来了
。 ”“
省委会议精神

，

非常之好
，

每个同志都能
’

·

��
·



积极发言
。

政治问题
、

中央通告
、

工作问题都能在会议中详细的讨论
。

并且实行集体的指导
，

除

常委会每周一次外
，

并每隔日常委轮班值日
，

处理一切 日常工作
。

全省交通网
，

已将完成
，

技术

工作
，

亦开始整顿
。

现在为推动全省工作计划
，

实行西南
、

东北
、

南浮线重要党部的巡视
，

并改造

特委及县委
，

以建立中心工作
。 ”“

由此观之江西省委
，

大有厚望焉
。 ”

⑩

毋庸讳言
，

党的
“

六大
”
的缺点和错误

，

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中共江西省
“

二大
” 。

譬如
�

�一�大会不适当地强调了城市的领导作用和无产阶级群众运动的高涨是决定胜负的力量
。

没

有认识到如何有计划
、

有秩序的把党的工作重点
，

由敌人力量比较强大的城市
，

转移到敌人力

量比较薄弱的农村
，

不了解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
。

因此
，

在省
“
二大

”

通过的决议草案

中
，

就强调指出
�“

关于全省工作的布置
，

依然城市领导农村
，

工人领导农民的中心路线
，

相当的

集中人力
、

财力
，

格外努力建设城市土业路线军事政治经济等中心区域工作
”

⑩
，

即使在农村也
“

特别应首先注意沿交通城厢近郊和乡村政治区域中心工作
”
⑩

。

并认为
，

只有这样
，“

才能保证

工人阶级领导作用
，

工农兵斗争才能互相呼应的起来
，

才能保障将来的胜利
” 。

⑩这仍然是城市

中心论
，

是与当时的革命斗争实际不相符合的
。

�二�在江西党的自身建设方面
，

省
“
二大

”
过分

强调工人成份在党的组织队伍中的比例
。

大会认为
，“

在
‘

八
·

一
’

革命失败后
，

江西党的组织

……全为知识分子所包办
” ，“

江西党的成分
，

工人数量占极度的少
，

尤其是产业工人
，

农民占百

分之九十
” ，

同时
，“

农村党部的基础
，

也不是建筑在乡村无产阶级—雇农及半无产阶级—佃农
、

贫农上
”
⑩

。

因此
，

大会提出
“

首先就要改造党的组织成分
，

实现无产阶级化
” 。

在城市
，

“

要尽量吸收广大的积极的觉悟的先进的工人
，

尤其是铁路
、

纺纱厂等产业工人入党
，

尽量的提

拔工人干部参加各级指导机关
” ，“

同时农村党部亦必须由乡村无产阶级�雇农�
、

半无产阶级

�手工业工人及贫农�构成
”
⑩

。

正是由于中共江西省
“
二大

”
把工人成份视为金字招牌

，

也就限

制了一些有实际工作能力
、

有丰富革命经验的德才兼备的知识分子
，

参加到党的各级领导班子

中来
。

�三�在争取群众方面
，

中共江西省
“

二大
”
对中间阶级的两面性和反动势力的内部矛盾缺

乏正确的估计和政策
。

对民族资产阶级
、

富农等
，

省
“
二大

”没有作出正确的决议
，

对其他党派
，

也都是不加区别的看成是
“

统治阶级的走狗
” ，

如
，

第三党是反动营垒内部的反蒋势力
，

在反对

蒋介石独裁统治问题上是可以合作的
，

但是
，

江西省
“
二大

”没有这样的认识
，

它沿袭了党的
“六

大
”
的错误

，

号召
“
全赣同志实行第六次大会推翻国民党各派的政策

，

揭破第三党和陈公博的 口

头革命
”
⑩

。

这样
，

就不利于当时江西党组织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

和利用敌人内部的矛

盾
，

去打击最主要的敌人
，

反而使自己处于孤立的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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