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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谭平山缘何被开除党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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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27年 11月 ,中 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处罚了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全体委员,但 唯有谭平山受罚

最重,被 开除党籍。究其原因,这 与谭平山在大革命后期执行陈独秀的某些错误决策 ,表 现出革命意志薄弱,在 南

昌起义中与当时党内强调的暴力革命政策相左有关。谭平山对中国当时现状没有形成成熟的认识,以 后甚至倒退

到了小资产阶级阵营。在左倾盲动主义思想占统治地位的环境中,他 的行为难免受到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指

责 ,同 时共产国际为开脱自已指导中国大革命失败的责任 ,开 除其党籍也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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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平山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 ,党 史上曾有
“
南谭 (平 山)、 北李 (大钊 )、 中间陈 (独 秀 )” E1彐 (458

页)之说 ,他参与促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 ,身 兼 国府

要职 ,也曾参加领导南昌起义 ,但他在中共党史上却

是昙花一现。对谭平山在 1927年被开除党籍一事 ,

史学界多表述为 :当 时处于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统治

下 ,中 共 中央
“
不完全妥 当

”
地开除 了谭平 山的党

籍。。该表述语意模糊 ,不及要 旨。本文拟就谭平

山在大革命失败前后的主要活动及思想状态 ,分析

谭平山被开除党籍的原因。

大革命时期 ,谭平山作为中共代表之一 ,参加国

民政府工作 ,曾 积极地领导工农运动。在武汉国民

政府后期 ,反动势力紧抓农民运动
“
过火

”
问题不放 ,

谭平山此时正主持国民政府农政部工作 ,身 兼共产

党和国府要员的双重身份 ,让他左右为难 ,在处理农

民运动问题上犹豫不决 ,招致了双方的不满。共产

国际和中共党内的一些同志对谭平山颇多指责 ,并

在大革命失败之际将其撤离领导岗位。从此 ,他在

党内的影响一落千丈。

开展农民运动 ,进行土地革命 ,是 中国共产党总

结出的一条重要经验。其实 ,谭平山是中共党内较

早注意农民问题的领导人之一。19zO年 ,他在《政

衡》上曾就农民问题发表了《我之改造农村的主张》

等五篇文章 ,指 出 :“所谓实际上改造社会 ,所谓根本

上改造社会 ,和所谓最大多数之最大幸福那方面着

手改造社会 ,岂 不应该先向那现在的农村着手吗?”

E2彐 (121页 )在 国民政府任职期间 ,谭平山积极活动 ,

支持举办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 ,培养农运干部 ,谭平

山本人也是讲习所重要的授课教师之一 ,对农民运

动十分同情和关心。

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后 ,在 谭平山、毛泽东、阮

啸仙等人的领导下 ,广州、湖北等地的农民运动如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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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荼地开展起来。根据全国农民协会统计 ,到 1926

年 6月 30日 ,已 在广东、广西、河南和湖北四省成立

了省农民协会 ,全国农 民协会会员达到 931442人 ,

到 1927年 6月 ,会员已增至 9153093人②。另据汉

口《民国日报》报道 :仅湖北一省 ,“ 最近平均计算 ,每

日约增加会员二万五千人
”
E3彐 。农民运动的迅速发

展令国民党右派坐立不安 ,他们开始向农民运动发

难 ,指责农民运动
“
过火

”
。土豪劣绅则纠集民团大

肆屠杀农民协会会员。但当时中共党内对于土地革

命意见并不统一。5月 zO日 ,谭平山就职国民政府

农政部长 ,在演说中,只是迂回解释 :“现在所发生的

许多问题是农民刚脱离封建制度的束缚 ,在 青黄不

接之时所不能避免的。
”
E4彐 随后 ,表示要加强对农民

运动的组织和领导 ,“不致发生毛病
”
E5彐 (98页 )。 然

而 ,右派势力是不甘心既得利益受到威胁的,遂在长

沙发动了
“
马日事变

”
。
“
五月二十一日事变是豪绅

地主阶级向农民反攻的第一声 ,许 克祥不过是他们

的代表罢了
”
E6彐 (374页 )。 事变后 ,谭平山和陈公博

等人组成特别委员会赴湘查办 ,因许克祥挡驾 ,查办

未果。正是由于军队暴动 ,使得谭平山等人不知所

措 ,不 能及时提出更好的引导农民运动的政策。为

维护统一战线不至破裂 ,他们只好作一些让步。5

月 27日 ,农政部发出布告 :“对于农民所有一切幼稚

举动 ,应加以纠正。而对于轶出正轨妨碍大多数农

民利益者 ,更不得不加以制裁⋯⋯至于反草命分子

如何肃清 ,土豪劣绅如何惩办 ,农村附逆如何处分 ,

应按照本党政府最近所颁各种条例 ,一 概交由政府

机关办理 ,不得自由行动 ,如 有违犯 ,必定严惩。
”
E7彐

纠正农民运动中的过激行为是无可非议的,但在右

派势力别有用心地提出纠正民运
“
过火

”
的氛围下 ,

限制农民运动 ,只 会使亲者痛、仇者快 ,势 必纵容土

豪劣绅的嚣张气焰 ,工农运动的损失将会更为巨大。

6月 ,《 全国农协最近之训令》所叙述的损失正印证

了这一情况 :“在湘鄂赣三省中,土豪劣绅进攻农民 ,

非常猛烈⋯⋯总计湘鄂赣三省党员农民工人之牺牲

者不下一万数千人
”
。然而 ,《 训令》仍然说农民运动

“
组织上未能健全

”
E8彐 。农政部的这些做法使农民

运动处于更为低迷的状态。

正因为如此 ,中 共党内一些同志和共产国际对

谭平山才有如此多的指责。共产国际为开脱自己指

导中国革命失误的责任 ,也极力批评中共主要领导

人陈独秀、谭平山等人 ,而共产国际的插手无疑加重

132

了批评的份量。当时共产国际直接干涉指导中国共

产党内部事务 ,共产国际的指责 ,对 谭平山而言 ,无

疑是釜底抽薪 ,谭 平山在党内的地位一落千丈。大

革命的最终失败更无形加重 了谭平 山等人 的
“
罪

责
”
。早在 5月 3日 ,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在中共

“
五

大
”
上就比较极端地批评谭平山

“
把农民交给公开反

对任何土地改革的国民党 ,还要同反动军官去协商”

E9彐 (248页 )。 7月 10日 ,尼 ·布哈林批评谭平山请

假声明
“
是一份可怜的、胆小鬼的虚张声势的声明

”
。

并说 :“对那些认为党应当受国民党中资产阶级上层

分子支配的人进行坚决斗争 ,直 至将他们开除出

党。
”
E10彐 (255页 )中 共

“
八七

”
会议指出,谭平山的行

为
“
是如此之可耻 ,农政部坚决的拒绝赞助土地革

命 ,想使农民运动就范 ,走 上资产阶级式改良主义的

道路
”
匚11彐 (99页 )。 不谈以上文件内容的正确与否 ,

但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 ,共产国际与改组后的中共

中央对谭平山是很有意见的,认为其错误不可饶恕。

大革命失败后 ,陈独秀和谭平山等人被撤离领

导岗位。他们有自己的错误 ,同 时也是共产国际错

误政策的替罪羊。1929年 ,陈独秀被开除出党 ,而

谭平山则更早就受到党内最严厉的开除党籍的处

罚。这与他参加领导的南昌起义的最终失败有关。

大革命失败后 ,谭平山并不像陈独秀那样消沉 ,

他重振斗志 ,继续投入中国民主革命。根据中共中

央发动民众暴动的计划 ,1927年 7月 19日 ,谭平山

来到九江 ,参与南昌起义的准备。当时无论是中共

或是国民党左派都急欲发动一场武装斗争 ,以 重振

革命士气 ,反抗国民党右派的疯狂屠杀 ,并决定
“
名

义上使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以
‘
继承国民党正

统
’
来号召 ,反对宁、汉政府

”
E12彐 (34页 )。 然而 ,“ 前

委的组织原照中央命令 ,没有平山同志
”
,只 是因为

“
当时平山在政治上负了很大的责任 ,中 央并未将他

撤换 ,所 以前委商量的结果 ,只好要平山参加前委会

议
”
匚12彐 (44页 )。 可见 ,当 时在组织上 ,谭平山并不

受欢迎 ,但 由于左派领袖宋庆龄和邓演达均驻足莫

斯科 ,而谭平山在国民党左派中还有相当影响 ,因 此

才将他吸收进来 ,但这并不意味着党内原谅了他的

错误。

起义一事进行得并不顺利。在联合谁的问题



肖高林 王 钰 试析谭平山缘何被开除党籍

上 ,李立三、谭平山和邓中夏等认为张发奎态度不明

确 ,犹豫不决 ,主张联合贺龙领导的二十军。这与中

央派去的张国焘意见相左 ,张 国焘力主联合张发奎

起事。张国焘未到南昌之前 ,连续拍发两封电报 ,希

望他到南昌后再作定夺。7月 30日 ,张 国焘赶到南

昌 ,召 开前委会 ,会上周恩来、李立三、谭平山等与张

国焘意见完全相反 ,双方争论不休 ,会议延至 31日 ,

终以少数服从多数定下起义大计。但稍后又生波

折 ,张 国焘又欲修改起义宣言 ,与谭平山有一段较为

激烈的争议 ,以 致谭平山气愤地说如张国焘再反对 ,

就把张国焘杀掉。张国焘事后在与中共中央临时政

治局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 :“ 平山说 :为 什么宣言非

你改不可 ,难道你想操纵这次暴动吗?我说 :这是什

么话。我当时即气愤愤说 :我 不管这宣言了 ,你们哪

位去改吧。
”
E13彐 (55页 )张 国焘《我的回忆》曾有这样

的表述 :“他所提出的暴动宣言有许多不妥之处 ,须

我代他修改 ,他 曾横加阻止 ,并很不客气的指责我企

图包办。
”
E14彐 (攻69页 )从 中可知 ,当 时气氛之紧张。

后来 ,周 恩来曾说过 :“他被开除党籍的原因,是张国

焘反对南昌起义 ,谭平山对一位师长说 ,张 国焘若反

对起义就把他杀掉。
”
E15彐 (173页 )笔者认为 ,这不是

谭平山被开除出党的主要原因,因 为在讨论会上 ,周

恩来也曾怒斥过张国焘。但从中共中央为叶、贺失

败事件所发的第十三号通告和李立三所做的总结报

告来看 ,这是谭平山所以受到严厉处分的又一个重

要原因。

在第十三号通告所列举的六条主观错误中,其

中有四项明显涉及到谭平山。错误之一 :“关于土地

问题提出
‘
没收二百亩以上的地主土地’

的主张
”

E16彐 (⒛ 页)。 李立三的报告谈到
“
中夏、平山反对

提出没收大地主土地的政纲
”
匚12彐 (36页 )。 错误之

二 :“卩十贺南征军所到的地方 ,对 于豪绅资产阶级所

采取的策略 ,并不是猛力摧毁他们的组织和政权 ,都

大半偏于犹豫妥协的策略
”
匚16彐 (21页 )。 李立三在

总结中说到 :在筹饷问题上 ,谭平山主张 ,“沿用旧的

政策 ,就是每到一城 ,即行提款、派款、借款等 ,实 际

上就是利用一般劣绅土豪来筹款
”
匚12彐 (38页 );“ 我

们主观上放弃镇压反动派的政策 ,如 在汀州、潮州

时 ,平 山几次和我说要缓办反动派
”
E12彐 (4o页 )。 错

误之三 :“没有预各去建立工农贫民的政权 ,没有深

切觉着自己应当代表工农贫民去行使权力。却只要
‘
继承国民党的正统’”

匚16彐 (21页 )。 这一条 ,谭平

山表现得更明显。起义时 ,前 委利用他在左派中的

影响而打出了国民党左派的旗帜 ,谭平山也的确为

此作了大量工作。在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

后 ,他担任主席团主席之一 ,并事实上是工作的主要

主持者 ,“ 平山在那时是革命委员会的事实上的主

席
”
E17彐 (226页 )。 错误之五 :“ 南昌暴动没有采取直

下赣州吉安
”
匚16彐 (22页 )。 周逸群在报告中谈到叶

挺、谭平山等人主张走抚州、瑞金、寻邬这条小路 ,而

周逸群则认为走吉安这条大道更好 ,“ 我又向平山再

三说走小路给养困难 ,平 山当时也主张到赣州再回

向东江也可以的 ,但是仍不坚决的主张走大道 ,于是

只好作罢了
”
匚18彐 。当时在中共中央看来 ,谭平山本

来就对大革命失败负有重要的政治责任 ,现 在又犯

如此多的错误 ,并 比领导南昌起义的前敌委员会其

他成员在某些方面表现得更为突出 ,因 而给他一个

特别严厉的处罚也就并不为过了。11月 1日 ,中 共

广东省委在给中央临时政治局的报告中提出 :“又寸于

此次失败应负特别责任之平山、国焘同志 ,省 委认为

平山应即开除党籍 ,国 焘同志应受留党察看之处分 ,

如此才能树立党的威信及政治纪律之维持。
”
匚19彐

(298页 )这 一处置得到了共产国际代表的支持。中

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旋即作出开除谭平山党

籍的决定。

通过对以上史实的梳理 ,谭平山被开除党籍的

事实大致有了一个梗概。在这些历史事实的背后 ,

也可看出谭平山在大革命后期 ,因 不能及时认清时

局的变化 ,思想上呈现出混乱与无奈。作为中共重

要领导人 ,他为此付出了代价 ,这对他以后的行为产

生了深刻的影响。在大革命中,国共两党合作 ,开启

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气象 ,同 时使新生的中共有

了一个快捷的发言平台,斯 大林和共产国际为维护

苏联的国际安全 ,曾 积极地参与维护国共统一战线 ,

极力贯彻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政策。但中共自

身力量毕竟十分弱小 ,在联合时斗争不够 ,在孙中山

去世后 ,面对右派势力的咄咄进逼显得手足无措 ,在

思想上产生混乱是可以预见的。谭平山在执行孙中

山的
“
联俄、联共、挟助农工”三大政策时尽心尽力 ,

但当革命处于危险边缘时 ,作 为党的重要领导人之

-,却未能看清形势 ,提 出可行之策 ,反 而在某些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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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执行了错误的策略。对农民土地革命 ,他倾向于

渐进地缓和地进行 ,并且这种心态在南昌起义中也

得到了体现 ,这与党内当时比较激进的暴力革命、没

收地主土地的主张相矛盾。南昌起义失利后 ,在 当

时左倾氛围中,谭平山不再为党内所接受 ,他只好加

人
“
第三党

”
来实现自己的主张和革命 目的。

1924年 ,在 国共两党的推动下 ,谭平山作为中

国共产党的代表参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政府。他曾

认真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方针 ,帮 助国民党改组。根

据他在 1925年所做的党务报告统计 ,改组后的国民

党的党员人数 ,“ 确实的数目,最 少在三十万以上
”

,

但他对此并不满意。他说 :“ 自第一次代表大会以

后 ,组织及数量均算得很大的进步 ,我们可否乐观 ,

这实成一个疑问,因 为数目上增加 ,实质上仍未能见

十分增加。
”
匚⒛彐(319页 )他也认识到国民党存在的

一些不足 ,曾 指出
“
要么不要国民党而成立新的第三

党 ,例如工农党或联合党
”
匚21彐 (179页 ),只 不过他认

为当时成立新党的条仵不成熟罢了。在工农运动

上 ,谭平山还是倾注了一定心血 ,但对工农运动的认

识并没有更多的超越 ,特别是在革命危机时 ,没能提

出可行的策略。当然 ,当 时整个中国共产党对工农

运动都还处于摸索的阶段 ,不但没有提出比较彻底

并且切实可行的土地革命纲领 ,相 反 ,很多人都觉得

在维护统一战线的框架内,发 动工农运动是一个矛

盾的事情。谭平山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

大会议上就讲 :“一方面 ,我们必须保证农民的利益 ;

另一方面 ,我们要保持和巩固民族革命运动的统一

战线。在这种相互矛盾的情况下 ,很不容易执行正

确的策略路线。
”
E22彐 (167页 )因 而 ,当 右派势力提出

农民运动
“
过火

”
并疯狂反扑时 ,谭平山等人自然成

为党内外批评的对象 ,同 时国民党右派也远远不会

满意。而谭平山所表现出来的这种矛盾心理 ,也反

映了他思想的不成熟。有意思的是 ,谭平山在共产

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上所作的《关于中

国问题的书面报告》,曾 颇为深刻地谈到国民党左翼

的弱点 ,“ 组织涣散 ,优柔寡断 ,易 于冲动 ,缺乏基本

的革命理论 ,斤斤计较 ,畏缩不前 ,魄力不足 ,能力不

够等等。往往胜利则横冲直撞 ,无所顾忌 ,失 败则萎

靡不振 ,意志消沉
”
E21彐 (182-183页 )。 而在大革命

即将失败之时 ,谭平山先是提出辞去农政部长之职 ,

因未得到批准 ,后 又以请病假为由,离 职休养 ,并 叹

息说 :“不行了!搞不下去了,还是走吧。
”
匚23彐 (454

页)这也就难怪中共党内对谭平山有如此众多的指

责了。也有人认为 ,谭平山也是陈独秀投降主义的

忠实执行者。但笔者认为二者是不可相提并论的 ,

谭平山始终是从革命的角度出发的 ,他 为此呕心沥

血 ,励精图治 ,希冀开创一个好的局面 ,但事与愿违。

大革命失败后 ,他参加了南昌起义 ,即使被中共除名

后参与组建
“
第三党

”
,也多方与中共合作 ,致力于新

民主主义革命。

综上所述 ,谭平山之所以在南昌起义前委中所

受处分最重 ,一方面固然有共产国际和左倾盲动主

义的影响 ,另 一方面也有谭平山个人的原因。谭平

山在大革命中曾为国共合作而出谋划策 ,热 情地执

行
“
联俄、联共、挟助农工

”三大政策。大革命后期 ,

在蒋介石、汪精卫的步步进逼下 ,谭平山等人未能随

形势变化而提出切实可行的策略 ,反 而陷入思想混

乱之中,甚至曾一度为此而逃避 ,此举当然受到党内

的严厉批评。这对谭平山的政治影响是巨大的 ,可

以说它为谭平山在中共党内的政治生涯画上了休止

符。此后 ,共产国际为开脱自己的失误 ,也片面指责

谭平山等人 ,加 上南昌起义南下失利 ,这无疑都加重

了人们对谭平山的怨责。1927年 11月 ,在 中共中

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上 ,谭平山最终被开除了党

籍。

注释 :

①对于谭平山被开除党籍一事 ,周 恩来 (见《关于党的
“
六大

”
的研究》,《 周恩来选集》)曾 指出 :“ 今天看来 ,这个处分是不完全适

当的。如果给他别的处分或送他到莫斯科去 ,是会好些的。
”
元邦建 (《 谭平山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6年 版),陈 仕全

(《 谭平山与农民运动》,《 广东党史》1998年第 2期 ),储成仿 (《 谭平山对中国革命艰难曲折的探索和追求》,《 中央社会主义

学院学报》1996年第 1期 ),陈瑜 (《 谭平山与
“
平民革命

”
理论主张的提出》,《 临沂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 1期 )等认为 ,在

左倾错误路线的指导下,1927年 11月 ,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政治纪律决议案》,谭平山被错误开除中共党

籍。刘明钢 (《 谭平山 :写满传奇的坎坷人生》)认 为谭平山被开除党籍的因素有 :首 先 ,过 分地追究起义领导者的个人责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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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抓住谭平山的小辫子不放 ,对谭平山在大革命后期的一些错误一直耿耿于怀;再次,谭平山在南昌起义中曾主张杀￠

张国焘。《中国共产党大辞典》(王东主编,中 国广播电出版社 1991年版及景杉主编,中 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1991年 钣 、《=
共党员大辞典》(丁洪章主编,华龄出版社 1991年版)和《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盛平主编,中 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L;∷ ≡

版)对谭平山的记述皆以
“
后脱离中国共产党

”
一语带过。

②参见《一九二六年和一九二七年全国农民协会会员的两个统计》,《 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玎砰苎

农民运动资料》,北京 :人 民出版社 1983年版,第 65— 66页 。

参考文献 :

Ely一大
”
前后 :中 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 )EM]。 北京 :人 民出版社 ,1980。

匚2彐谭平山。我之改造农村的主张EA]。 谭平山文集EM]。 北京 :人 民出版社 ,1986。

E3]最 近湖北农民运动概况EN彐 ,民 国日报(汉 口),1927-0⒌ 26(2-s)。

E4]昨 日农政部长就职盛况EN]。 民国日报(汉 口),1927-0⒌ 21(l-2)。

E5彐 武汉土地委员会第五次扩大会议记录Ezl。 转引自:元邦建。谭平山传匚M],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6。

E6彐 直荀。湖南农民革命的追述EA]。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资料EM].中 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EZ],北 京 :丿、民

出版社 ,1983。

匚7彐 阐明挟助农民政策EN]。 民国日报(汉 口),1927-O⒌ 27(1)。

匚8彐全国农协最近之训令EN]。 民国日报(汉 口),1927-Os-15(1-z)及 16(1-2)。

E9彐 罗易。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EA彐。罗易赴华使命———九二七年的国共分裂EM]。 北京 :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1。 转手i

自:谭平山研究史料EM]。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9。

匚10]尼 ·布哈林。中国革命的转折关头匚N彐 。真理报,1927-0⒎ 10,转 引自:谭平山研究史料EM]。

E11]中 共
“
八七

”
会议告全党党员书EA彐。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二 )EM彐 .北 京 :人 民出版社 ,1979,

E12]李 立三。“八一”
革命之经过与教训EA]。 中央档案馆,南 昌起义EM]。 北京 :中 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

E13]张国焘致中央临时政治局并扩大会议的信EA彐 ,中 央档案馆。南昌起义EM],

E1创张国焘。我的回忆EM]。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9。

E15]周 恩来。关于党的
“
六大

”
的研究EA彐 ,周 恩来选集 :上卷EM彐 ,北 京 :人 民出版社 ,1980,

E16彐 中共中央通告第十三号EA]。 中央档案馆,南 昌起义EM]。

E17彐郭沫若,革命春秋EA彐 ,沫 若文集('`)EM]。 北京 :人 民文学出版社 ,1958。

E18彐周逸群报告EJ彐 。中央通讯 ,1927,(7)。

E19彐 中共广东省委给中央临时政治局的报告EA]。 谭平山研究史料EM],

Ez0彐 中国国民党全国党务概况EA]。 谭平山文集EM]。

E21彐谭平山。关于中国问题的书面报告EA]。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 :第一辑 1919-1928EM彐 。北京 :中 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 ,1981。

E22彐谭平山。讨论布哈林和库西宁的报告的发言匚A],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一辑 1919— 1928EM]。

E23]吴 玉章。第-次大革命的回忆匚A彐 ,谭平山研究史料EM彐。

E责任编辑:凌 兴珍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