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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江西曾经是一块风云际会的革命热土。
中国共产党人在这里既开创了中国革命的崭新局面，预演了治国安邦的文韬武略，同时又经受了反“
围剿”战争胜利与失败和极为复杂的党内斗争的考验。
《1927—1937：中共中央机关在江西》从一个侧面铺开了这段不同寻常的历史画卷，集中展现了中央
苏区时期的江西在中共中央走向独立、成熟和坚强的过程中所发挥的极为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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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一苏大”的延期和会址的确定 由于战争环境的残酷和多种因素的影响，全国苏维埃代表大
会在酝酿 筹建的过程中几次变更会议的时间，会议地点的选择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第一次定于1930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纪念日）召开。
这是在1930年5月 召开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上首次作出的决定，会议地点定在上海。
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会议准备时间只有半年，显然过于仓促，地点设 在白色恐怖包围的上海更是
不适宜。
对此，1930年7月23日，共产国际在《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中提醒中共中央：一是必须将苏维埃中
央政府建 立在较为巩固的苏维埃区域，而不是在大城市；二是必须建立一支真正的 红军，使其成为
苏维埃政府的支柱。
第二次改期为1930年12月11日（广州暴动纪念日）召开。
由于“一苏大”的准备工作尚未就绪，同时也为纪念广州暴动3周年，在1930年9月12日 “中准会”成
立大会上，决定将“一苏大”推迟到12月11日召开，同时会 议还决定将“中准会”转移到苏区工作，
在白色区域设立中央办事处，负 责中央指定区域的各项准备工作。
由此，“一苏大”会址的选定从城市转 入农村。
第三次改期为1931年2月7日（二七惨案纪念日）召开。
这一期间，由于 蒋介石结束中原大战，重新部署兵力，准备对江西苏区进行新的“围剿”。
鉴于形势的突变，1930年10月18日，“中准会”再次将大会推迟到1931 年2月7日举行。
为此，中共中央还提出把湘鄂赣和赣西南两块根据地连接 起来，发展成为中央苏区，并确定中共苏区
中央局和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 就设在中央苏区内。
由于远在江西苏区的毛泽东、朱德等红一方面军的领 导人自1930年10月起就与中共中央失去了联络。
正集中精力应对国民党10 万大军对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更无从知晓中共中央的这一决策，因 此
，在江西中央苏区召开“一苏大”的准备工作也就无从做起。
第一次反“围剿”战争胜利后，毛泽东、朱德率红一方面军总部回到 宁都小布。
这时，由中共中央派到中央苏区组建中共苏区中央局的项英从 上海来到小布。
此时，毛泽东、朱德才从项英处得知1931年2月7日要在中 央苏区召开“一苏大”的消息。
就在他们急切盼望“中准会”秘书长林育 南早日赶到苏区时，却传来了林育南前往苏区途中受阻。
被迫返回上海，并于1931年2月7日被害的消息。
“一苏大”只得再次延期。
这一期间，中 共中央政治局于1931年1月20日通过的《关于军阀进攻苏维埃区域的决议案》也提出：
在中央苏区召开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不应机械的一定要在二 月七日来开，再延期与否应由苏区中央
局去决定”，并明确“委托苏区中 央局领导召集”。
第四次改期为1931年8月1日（八一起义纪念日）。
由于“一苏大”的一 再延期，共产国际代表对此极为不满。
为贯彻共产国际的指示，1931年2月 6日和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两次召开会议，专门研究召开“一苏
大”和成 立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问题。
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派周恩来、王明 参加苏区委员会的工作，并责成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
赴江西中央苏区 尽快筹备召开“一苏大”的相关事宜。
但任弼时等人于4月中旬到达中央苏 区后。
正值国民党20万大军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二次“围剿”，中共苏区 中央局面临的当务之急是全力以赴
领导苏区军民粉碎国民党军的“围剿”，这样，“一苏大”的筹备工作再次被迫中断。
直到6月1日，也就是第二 次反“围剿”战争胜利的第二天，在永丰龙岗发布了《苏区中央局为第一 次
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宣言》，宣布：“决定在今年8月1号召集全国苏维 埃代表大会及产生中华苏维埃
临时中央政府，来领导全国的革命斗争，来 对抗反革命的中央政府——南京政府——来统一各苏区及
全国红军的革命 行动，来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来建立全国的苏维埃政权。
”然而，就在中共苏区中央局发布“八一”召开“一苏大”宣言后的第六天，蒋 介石又对中央苏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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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了第三次“围剿”，大战爆发在即，会议无法如期 举行。
第五次改期为1931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纪念日）。
1931年6月20日，中 共苏区中央局以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发出第14号通令，由 于第三
次反“围剿”战争即将爆发，通告决定“将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
改在十月革命纪念节（即公历十一月七日）举行”。
1931年7月至9月中旬，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朱德的领导下，粉碎了 国民党30万大军对中央苏区的第
三次“围剿”。
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赣南、闽西根据地连成一片，为“一苏大”的召开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定
都瑞金创造了极为有利的环境和条件。
为使会议能在11月7日如期举行。
中共苏区中央局加快了工作步伐。
9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和红一方面军总部 进驻瑞金叶坪，通过时任瑞金县委书记邓小平的介绍，使中
共苏区中央局 和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领导人对瑞金及其周边各县的情况有 了更多的了
解。
第一，定都瑞金，有地理位置上的优势。
瑞金位于江西省东南端，坐 落在赣闽粤三省接壤要冲，山岭虽多，但不十分险要，运输方便。
东出长 汀、龙岩，可达闽南出海口；往南顺绵江水道，可与赣南各县和赣州、吉 安、南昌沟通联系
。
此外，距瑞金只有40公里的长汀又是闽西的政治、经 济、文化中心。
定都瑞金，还有利于赣、闽两省革命斗争的开展，优越的 地理位置有利于红军战略行动的展开和新生
政权的巩固。
况且，以瑞金为 中心的赣南闽西地区气候温和，土地肥沃，资源丰富，经济条件较好。
P6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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