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 

 

1924 年 7 月，全国第一所农民运动讲习所在广州创立，共举办

了六届，它以推动中国农民运动发展为宗旨。1926 年 5 月 3 日，第

六届农讲所在惠爱东路番禺学宫（今中山四路 42 号）举行开学仪式 。

毛泽东任所长，萧楚女任教务长，周恩来、瞿秋白、吴玉章、彭湃、

张太雷、彭公达、熊锐、黄平、邓中夏、高语罕、张伯简、谭植棠、

阮啸仙等担任本届教员。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具体工作都是由共产党人

主持，包括开设各类相关课程、讲授知识、实施军事训练、指导实习

等。这个机构教授学生超过 800 名，为中国革命培育了一批重要骨干，

他们对广东乃至全国农民运动的巨大促进作用难以估量。 

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最初只招收广东省内的学员，人数比较少。

毛泽东考虑到需要适应全国农民运动的发展，决定扩大招生范围。这

一届农讲所颇具特色：首先，生源广泛，学员人数最多。有来自全国

20 个省区的 327 名学员，远至绥远、察哈尔、热河、贵州等地，是

农讲所规模最大的一届。其次科目设置全面，学员们不仅要学习理论

知识，还要接受军事训练，按照军队管理进行日常作息。开设的课程

有：毛泽东讲《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地理》；周恩来讲《军

事运动与农民运动》；萧楚女讲《帝国主义》《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

《社会问题与社会主义》；恽代英讲《中国史纲概要》；李立三讲《中

国职工运动史》；彭湃讲《海丰及东江农民运动状况》。赵自选担任军

事训练总队队长，军训时间共计 128 小时。再次，尤其重视课余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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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调研，远赴海丰和韶关实习三周。农讲所将学员分成 13 个农民问

题研究会，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拟定 30 多个研究专题让学生讨论，

并加以指导。农讲所编印了 50 多种 《农民问题丛刊》，毛泽东撰写

序言《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对农民运动理论作出了开拓性探索。 

农讲所学员毕业后大多被派遣到各地农村，将星星之火撒向全中

国，点燃农民运动的燎原。在他们的策动下，各省的农协会纷纷组织

起来。1925 年 5 月，广东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

宣布广东农民协会成立，广东的农民运动进入了规范和有序的新阶段。

一年后，广东省已经有 66 个农协会，会员达到 63 万人，占全国会员

总数的三分之二，农讲所功不可没。 

广州农讲所是全国农民运动干部的培训基地，是农民运动骨干的

摇篮，称得上是各地农民运动的指导中心，在中国农民运动史和中国

革命史上有不可取代的地位。此后，以广州农讲所为榜样举办的讲习

所或农训班在全国有数十个，许多是广州农讲所教员或学生创办的。

不仅如此，农讲所还是广州一处重要的革命活动基地，许多中国共产

党干部、近代史上重要人物、共产国际代表，如孙中山、廖仲恺、鲍

罗廷、毛泽东、周恩来、张太雷、恽代英、陈延年等在此作过精彩讲

演，留下他们活动的足迹。许多重要集会和活动也在这里举行。中共

广东区委还定期在农讲所举行党组织活动，每周都有工会、农会、青

运和黄埔师生在此聚会，或听报告，或参加讨论社会问题，或在这里

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6 年，在当年农讲所旧址上正式成立毛泽东同志主办农民运动



讲习所旧址纪念馆。1957 年，纪念馆对外开放。时至今日，农讲所

保留了当年的陈设，成为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基地。 

 

 

1926 年 5 月，第六届农讲所在惠爱东路番禺学宫（今中山四路

42 号）举行开学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