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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一次國共合作 

1.1 國共合作背景 

中國國民黨的成立 

- 辛亥革命後，同盟會改組為國民黨，但二次革命失敗後被袁世凱解散。 

- 1914 年，孫中山在日本召集前國民黨員，組織「中華革命黨」反袁。 

- 1919 年，孫中山因應五四運動之民情，將中華革命黨改組為「中國國民黨」。 

- 孫中山將國民黨名稱加上中國，是有別於辛亥革命後的國民黨。 

- 孫中山重新解釋三民主義，並加入打倒軍閥，反對帝國主義等內容。 

中國共產黨的成立 

- 受 1917 年俄國十月革命的成功影響，一些中國知識分子投入馬克思主義研究。 

- 1920 年，陳獨秀等得到蘇俄的共產國際援助，於各地成立共產主義小組。 

- 1921 年 7 月，中國共產黨於上海成立，陳獨秀為第一任中央局書記。 

- 其後，制定了打倒軍閥、趕走在華的帝國主義勢力等政治綱領。 

 

1.2 國共合作原因 

兩黨目標一致 

- 中國國民黨奉行三民主義，中國共產黨主張共產主義。 

- 兩黨政綱均主張打倒軍閥、反對帝國主義，此為雙方合作的政治基礎。 

- 兩黨缺乏經費，黨員不足，希望藉合作擴大影響力。 

蘇俄居中周旋 

- 孫中山改組國民黨時獲俄使鮑羅廷協助，認為中國應「以俄為師」。 

- 1922 年，俄使越飛來華與孫中山會面，次年發表《孫文越飛宣言》，確立中俄合作關係。 

 

 

 

 



1.3 國共合作形式 

- 1924 年 1 月，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通過「聯俄容共」政策。 

- 政治：允許共產黨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並可擔任黨內要職。 

- 軍事：國民黨創立黃埔軍校，蔣介石任校長，周恩來任政治部副主任。 

 

二、北伐戰爭與寧漢分合 

2.1 國民革命軍的建立 

- 孫中山組中華民國軍政府，得力於廣東地方軍閥力量。 

- 在國家統一立場上，孫氏與軍閥意見分歧，發生「陳炯明事件」。 

- 陳炯明揮兵炮轟總統府，孫中山倉皇逃離廣州，後得西南軍閥支援，平定叛亂。 

- 孫中山於是創辦黃埔軍校，培養軍事人才，建立一支專屬國民黨的軍隊。 

- 1925 年，國民黨將軍政府改組為國民政府，汪精衛出任主席。 

- 國民政府建立起一支兵力十萬的國民革命軍。 

 

2.2 中國局勢 

- 國民政府控制廣東，廣西的李仁宗歸付國民政府。 

- 陝甘馮玉祥及山西閻錫山傾向國民政府。 

- 直系吳佩孚控制湖南、湖北及河南部分。 

- 直系孫傳芳控制東南五省：福建、江西、浙江、江蘇、安徽。 

- 奉系張作霖控制東北及北京政府。 

 

2.3 北伐開展 

- 1926 年 7 月，廣州國民政府任命蔣介石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誓師北伐。 

- 國軍兵分三路，西路指向兩湖的吳佩孚，東路指向福建、中路指向江西，目標孫傳芳。 

- 西路國軍擊敗吳佩孚，佔領武漢；另外兩路擊敗孫傳芳，佔領南京、上海。 

- 國軍因士氣高漲，得群眾支持，成功消滅江南軍閥勢力。 



 

2.4 寧漢分裂 

- 蔣介石擔心國民黨赤化，於 1927 年 4 月宣佈「清黨」，捕殺共產黨員，並在南京另立政府。 

- 以汪精衞為首的武漢政府仍跟共產黨合作，與南京政府對峙，史稱「寧漢分裂」。 

 

2.5 寧漢復合 

- 1927 年 7 月，汪精衞召開「分共會議」，宣佈與共產黨決裂。 

- 寧漢政府合流，定都南京。 

- 國共合作全面破裂，史稱「寧漢復合」。 

 

2.6 北伐的完成 

- 1928 年，北伐軍進攻北京，擊潰軍閥張作霖。張作霖撤回東北時在皇姑屯被日軍炸死。 

- 張作霖之子張學良歸順國民政府，史稱「東北易幟」，北伐完成。 

 

三、國共分裂的原因 

意識形態的根本差異 

- 國民黨奉行三民主義，共產黨則信仰馬克思列寧主義。 

- 兩黨的意識形態南轅北轍，政治立場難以協調，分裂無可避免。 

孫中山逝世 

- 國共第一次合作建基於孫中山的「聯俄容共」政策，其威望足以凝聚各方勢力。 

- 1925 年，孫中山逝世，分裂勢力不再受約束，其繼任人蔣介石隨即「清黨」。 

 

 

 

 

 



四、國共武裝對立(1927-1937) 

4.1 共產黨的武裝起事與政權建立 

共產黨發動武裝起事 

- 蔣介石「清黨」後，周恩來、毛澤東分別發動「南昌起事」和「秋收起義」，均告失敗。 

- 經歷多次城市武裝起義的失敗，共產黨人轉向農村發展。 

共產黨建立蘇維埃政權 

- 毛澤東率餘部於井岡山組成紅軍，並建立中共第一個農村根據地。 

- 至 1931 年，共產黨已於陝甘、江西等十多處建立農村根據地。 

- 1931 年 11 月，中共在瑞金建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毛澤東當選主席。 

 

4.2 國民黨五次圍攻 

- 1930 至 1933 年，國軍四次圍攻共產黨根據地，全遭紅軍以遊擊戰術擊退。 

- 1933 年 10 月，國民黨改以「碉堡包圍」戰術，再次圍攻瑞金。 

- 共產黨指揮失誤，紅軍損失嚴重，決定放棄江西根據地。 

 

4.3 二萬五千里長征 

- 國軍第五次圍攻奏效，紅軍分散成小隊突圍，於 1934 年 10 月展開撤退。 

- 1935 年 1 月，中共於撤退期間召開「遵義會議」，糾正軍事失誤。 

- 「遵義會議」任命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從此確立其黨內領導地位。 

- 1935 年 10 月，紅軍主力部隊抵達陝北，共產黨重新立足延安，中共史家稱為「二萬五千里長征」。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HAMGoo&o=e0&sec=sec1&op=sti=%22%E5%A5%8F%E5%8A%9F%22.


五、第二次國共合作 

5.1 西安事變 

- 紅軍抵達陝北地區重新建立根據地。 

- 國民政府調派張學良之東北軍配合楊虎城之西北軍繼續進剿。 

- 日本於 1930 年代加速侵華步伐，但蔣介石堅持「先安內，後攘外」政策。 

- 1936 年 12 月，蔣介石赴西安督軍，12 日，張學良與楊虎城發動兵諫。 

- 二人幽禁蔣介石，要求停止內戰、出兵抗日，史稱「西安事變」。 

- 蔣夫人宋美齡與周恩來出面調停，蔣介石終同意聯共抗日，和平獲釋。 

- 西安事變，張學良被判十年徒刑，隨即獲釋，但遭軟禁至 1990 年才獲自由。 

- 楊虎城被降除軍職，以出國考察為名，放逐國外，七七事變後，潛回中國被捕，一直關押，國共內戰結束前遇害。 

 

5.2 共赴國難 

- 七七事變後，國共分別發表廬山講話及《共赴國難宣言》，表明抗日決心。 

- 兩黨達成協議，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及新編第四軍，國民政府承認中共合法地位，共同抗日。 

- 國共開展了第二次合作。 

 

六、國共關係轉變的影響 

6.1 北伐成功 

- 蘇聯大規模援助國民黨，軍火計有大炮 58 門、飛機 9 架、步槍 8 千枝，資金 1270 萬 

- 蘇聯派鮑羅廷等 140 名俄籍軍官為顧問協助國民黨建立軍隊。 

- 國共合作擴大了北伐軍的規模，結束了軍閥割據的分裂局面。 

 

6.2 政局不穩 

- 國共合作僅為利益的結合，一旦失去共同目標，兩黨旋即陷入敵對關係。 

- 國共合作與分裂加深兩黨磨擦，導致雙方十年武裝對立，國家政局長期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