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方的巴黎公社”——广州起义的故事 

 

广州起义与南昌起义、秋收起义齐名，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

义革命时期领导的三大武装起义之一，是中国共产党以武装反抗国民

党统治、建立工农民主政权的伟大尝试。 

1927 年 11 月 26 日，中共广东省委根据八七会议的精神，做出

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的决定，成立起义的总指挥部——革命军事委员

会。革命军事委员会依托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团为起义的主力部队；

秘密派遣大批军事干部和省港罢工工人加入警卫团；组织工人赤卫队；

发动郊区农民武装。革命军事委员会秘密召集广东工农兵代表会议，

选出广州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决定 12 月 13 日起义。在准备起义的过

程中，一些秘密机关被敌人破坏，教导团出现叛徒告密。形势危急，

广东省委决定将起义时间提前到 12 月 11 日凌晨 3时 30 分。 

12 月 11 日，由中共广东省委领导发动，张太雷与叶挺、黄平、

周文雍、恽代英、杨殷、叶剑英、聂荣臻等具体组织指挥，教导团、

警卫团、广州工人赤卫队、黄埔军校特务营以及南海、花县、清远、

广州市郊的农民武装等共 6000 多人，联合举行起义。在广州的苏联、

朝鲜、越南的部分革命者和广州工人共约 2 万人也参加了起义。3 时

左右，广州起义爆发。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战，起义军在天亮前占领

了珠江北岸的大部分市区。上午 6 时，广州苏维埃政府在公安局原址

宣布成立。7 时，广州苏维埃政府举行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一切政权

归工农兵、消灭反革命、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人工资、没收大



资本家和地主财产、工业国有化、组织工农红军等决议和法规。 

12 日 12 时，广州苏维埃政府在西瓜园（现人民中路、同乐路一

带）举行工农兵群众大会，到会者 1 万余人，张太雷到会发表演说。

大会颁布了《苏维埃政府对内对外政纲》，宣布一切政权归苏维埃，

对内打倒国民党、军阀、豪绅、地主、大资产阶级；对外联合苏联，

打倒帝国主义。演说后，张太雷赶往前线指挥作战，途中遇袭，中弹

牺牲。傍晚，敌军已包围广州，起义指挥部鉴于敌强我弱的形势，决

定撤退。当晚，起义军民匆忙撤出广州。 

撤出广州的起义军，分别向东江、北江转移。向东江方向转移的

在花县改编为工农红军第四师，后与彭湃领导的东江农民起义武装会

师；撤到北江地区的则加入朱德、陈毅同志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后

来上了井冈山。少数起义者到了香港，后参加了邓小平、张云逸同志

领导的左右江起义。来不及撤退的起义军民坚守阵地，浴血奋战，终

因寡不敌众而失败。敌军入城后大举屠杀，遇难军民达 5700 多人，

城内尸骸遍地。 

广州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是这次伟大尝试具有不容忽视的历史地

位和意义。广州苏维埃政府是第一个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城市政

权，也是东方民族解放运动中建立的第一个城市红色政权，被称为“东

方的巴黎公社”。广州起义和南昌起义、秋收起义成为中国共产党独

立领导革命战争和创立人民军队的开始，也成为中国革命从城市转入

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胜利

起点。 



 

 

1927年 12月，广州起义总司令部旧址（今广州市起义路 200号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