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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的

　　事变后3天中，上海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害300多人，被捕者500多人，失踪者5000多人。

记者｜吴　雪

1927年，是中国革命的分水岭，从年初到年尾，发

生了许多影响中国未来的大事件。这一年，北

伐军势如破竹，战果赫赫；这一年，蒋介石掀起血雨腥风；这

一年，共产党人奋起反抗，武装起义；这一年，毛泽东勇闯新路，

引兵井冈。

1927 年 4 月 12 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在上海

发动反对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武装政变“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及革命群众，使得第一次国共

合作成果，在一片白色恐怖中付诸东流。诞生不久的中国共产党，

满怀着热忱和希望，与国民党合作开启了大革命的大幕。然而，

反帝反封建的北伐战争烽火未息，国民党反动派就背叛革命，

对共产党人举起了屠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成果在一片白色恐

怖中付诸东流，共产党人的鲜血染红中国。

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这时的党终究还是幼年的党，是

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个基本问题上都没有经验

的党，是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

中国革命的规律都懂得不多的党，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

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完整的、统一的了解的党。”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使中国大革命受到严重的摧残，标志

着大革命的部分失败。党员人数从大革命高潮时的近6万人锐减

到1万多人，中国共产党经受着自成立以来最为严峻的考验。

一场灾难 国共合作破裂

1927 年时，有“东方巴黎”之称的上海已是中国最大的城

市，同时也是最大的工业城市。这里有300万人口，80万工人。

中共中央长期驻在这里，就是想以这里为中心开展工人运动。

在上海，周恩来连续组织了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终于在

1927 年 3 月的第三次起义取得成功，两千多人的工人纠察队迎

接北伐军东路军入城。

蒋介石随后也到了上海。

蒋介石的反共立场，此时也已是“司马昭之心”。赴上海之前，

在蒋介石的指挥或授意下，江西爆发了一连串针对共产党的暴

力事件。国民党右派破坏国共合作，到了图穷匕见的紧要关头。

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对蒋介石的某些阴谋活动有所觉察，

但想努力加强工人纠察队，力图稳固革命成果。3 月下旬，陈

独秀致信中共上海区委，提出“要缓和反蒋”。4 月 5 日，由

陈独秀起草的《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在《申报》上发表，

称国民党将驱逐共产党是谣言，“两党同志果能开诚合作，如

弟兄般亲密，反间之言，自不获乘机而入也。”

宣言一出，许多人紧绷的神经松懈下来。蒋介石也假意表

示允许上海工人组织保留武装，并派人赠给上海总工会一面写

有“共同奋斗”字样的锦旗。当时部分共产党员误以为局势已

经缓和，慢慢放松了警惕，陈独秀安心地离沪赴汉，蒋介石则

去了南京。

4月12日，蒋介石突然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当天凌晨，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最严峻的考验

1927年年底，白色恐怖之下，党员张人亚（左图）冒着生命危险将珍贵的党的资

料（右图）带回宁波老家，他的父亲假编了儿子亡故的消息，将资料藏进儿子的“衣

冠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