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泽东——统一战线的早期实践 

 

毛泽东是在大革命时期少数能够深刻领悟国共合作重要性并积极加

以维护的领导人。国共合作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发展和从事革命实践的主

要路线、政策和策略，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特殊形式下的第一次尝试。 

国共合作及共产党员是否参加国民党的问题是中共三大的中心议题。

马林和陈独秀等人主张全体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但忽视加入国民党后

的独立性问题。毛泽东在中共三大上多次发言，赞成党内合作的形式，

并“提出主张国共合作的种种理由”，但不赞成陈独秀忽视中国共产党独

立性的观点。他强调中共党员参加国民党后必须保持独立性，工人农民

必须大量加入国民党，但共产党必须独立领导工人农民进行阶级斗争。

毛泽东代表了中共党内的正确意见。 

中共三大后，毛泽东积极贯彻中共三大各项决议，多方促成国共合

作。他与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先后两次前往东山双清楼，和廖仲恺商谈

国共合作事宜。毛泽东重点开展了对谭延闿的工作，劝告谭延闿不要用

“联省自治主义”为口号，配合中共湘区委员会为即将开展的“联谭倒

赵”运动作准备。通过谭延闿的关系，毛泽东加强对国民党内部情况的

了解和联系，为中共湘区委员会开展群众运动和统战工作创造了条件。 

1924 年 1 月，国共两党精英在广东高等师范学院礼堂召开国民党第

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被指定为章程审查委员之一，多次就组织国

民政府、出版及宣传、设立研究会等问题发表意见。他善于运用孙中山

的说法表达自己的意见，发言积极，见解深刻，给与会者留下深刻印象。

在党章问题、选举方式等问题上，他巧妙驳斥国民党右派的提案，积极

推动国共合作，表现出共产党人勇猛进取、踏实奋斗的革命精神，受到

孙中山和国民党左派人士的赏识，获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 



1925 年 9 月，毛泽东第三次来到广州，他坚持国民党一大的正确路

线，排除西山会议派的干扰，为国民党二大的顺利召开做了大量具体工

作。在国民党二大上，他继续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会后，毛泽东

作为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和中央宣传部的实际负责人，反对西山会议派

及其召集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维护国民党的团结和统一。他

组织并亲自撰文批判戴季陶主义，讲究策略，善于利用矛盾，在反对孙

文主义学会上做了大量工作。毛泽东是最早识破蒋介石借中山舰事件夺

权的阴谋，并主张坚决回击的中共领导人之一，但是他的正确建议没有

得到采纳。之后，他还坚决反对《整理党务案》，但是他的正确意见未得

到认可，最终未能改变该案通过的结局。 

在探索同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经过了从反对

合作到同意合作、从主张“党外联合”到接受“党内合作”的曲折过程，

中国共产党的策略思想得到深化和提高，毛泽东在其中发挥了的重要贡

献。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