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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ujian inciden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surging people's Liberation Movement in the 20th century, playe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role in inspiring the pulse of the times and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ause of the red 

revolution at that time, although the final success or failure was on the verge of success. Therefore, based on the learning 

requirements of contemporary youth for the "four histories" and the correct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 of the Fujian 

incident,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summarizes its historical value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times, and extends the new era 

elucidation of its enthusia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iritual education, so as to further enrich the body of contemporary 

college students' Outlook on life and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val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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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福建事变，作为二十世纪风起云涌的人民解放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最后功败垂成，但是在当时对于振奋

时代脉搏、推动红色革命事业发展起到了显著的积极作用。由此，本文基于当代青年对“四史”的学习要求上，

在对于对福建事变的正确历史认识基础上，对其历史价值与时代意义进行了分析与概述，并从精神教育的视角

延伸对其积极性的新时代阐发，以期进一步丰盈当代大学生的人生观躯体，打牢价值观地基。 

关键词：福建事变，青年，意义，新时代精神 

1. 云山雾罩，雷鸣乍起-引言 

在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之中，无数人民奋斗在为

国奋斗的第一线，而发生在 20 世纪 30 年代抗战初期

的福建事变，宛如巨石击水，平地惊雷，一声乍响，

震动五湖四海，震动百年历史长空，令当时死气沉沉，

云山雾罩的中国时局再起波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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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事变”所具有的意义是多元广泛的。在实

际意义层面，福建事变对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治予以

了沉重的打击，严重影响国民党反动政府对苏区的

“围剿”，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通向光明的康庄大道上

刻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在思想层面，它对于无论是那

个年代还是如今的政治理念制度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而它在社会的治理实践活动中所采取的一系列

政策与措施，如在经济上“计口授田”，发展国家经

济，治理上稳定社会秩序，并倡导教育等等。这一切

政策的总体性上具有革命的历史文化进步性。对当时

民众爱国、反帝、反封建、反独裁、求民主、联共的

诉求进行了合理地宣泄与阐发，在当时的社会大背景

下，这些事物具有极强的进步性，它进一步武装了人

民的思想，将联共、反蒋、抗日的公识向民间传播，

根植于百姓心中，同时它引燃了人民万众一心，同舟

共济卫家国的气概，最终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确立

的根本性转折点，而第二次的国共合作得以相对顺利

地发展也有所受益。 

也正因此，通过对“福建事变”中先进思想的学

习继承，将有利于当代青年响应中央“学四史”的号

召，在历史中取优弃粕，缔造属于当代年轻人的精神

力量。让我们通过对这段历史的研习与汲取，通过聆

听这段回响在二十世纪惊天动地的雷鸣声，来激荡洗

涤自己的心灵，造就我们坚实的思想基础。 

2. 追忆过往，听历史的雷声-对“福建事

变”的历史史实认知 

2.1. “福建事变”经过概述 

经过周密的筹划与考量，蔡廷锴等十九路军高层

和以萨镇冰等为首的福建进步爱国地方势力首脑相

聚一堂，共谋大事。 

1933 年 11 月 20 日，“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在

福州召开。这场会议中最大的亮点当属《中国人民临

时代表大会权利宣言》这一历史性的重要文件的颁布。

同月 22 日，蔡廷锴等人宣布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

命政府”。 

起事之初，福建各处纷纷响应，人民与十九路军

上下一心，国内许多地区纷纷响应声援，局势一片大

好。然而，在接下来一系列的战斗中，因为福建人民

政府与中央苏区没能形成有效和真诚的交流与合作，

第十九路军先后在德胜关战役等阻击蒋军入闽的战

役中失败，以至于失去地利的先机，使蒋军排除后顾

之忧，更加大规模地投入入闽作战，最终加速了失败

的进程。  

次年 1 月 15 日，国民党反动政府军夺取福州。

同月 21 日，泉、漳二州陷落，“福建事变”即宣告失

败。事后，福建人民政府的各个领导人纷纷出走，第

十九路军在投降后被解散、收编。[2] 

2.2. “福建事变”的实际意义概述 

2.2.1. “福建事变”对蒋介石反动统治的打
击 

参与闽变的第十九路军，在蒋介石政府中向来有

“拥蒋最力”[3] 的称号，先后参加了北伐中克复汀

泗桥、贺胜桥战役，驻粤战役，蒋桂战争，平定张桂

叛乱等一系列蒋介石政权崛起过程中的重大战役[4]，

对蒋介石得到中央领导权作出了举足轻重的贡献，而

这样一支部队最终却最终由“拥蒋”转变到“反蒋”，

其主要原因便是十九路军对蒋介石长久的统一与御

侮期望的彻底破灭[5]，其对全国人民和蒋介石部队的

感染力是巨大的，最终促使相当大的一部分有志之士

投入新民主主义的反蒋反帝国主义道路上来，对之后

发生的两广事变与西安事变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6]。 

2.2.2. “福建事变”对全国统一的促进作用 

在国民党的西南报告中指出，西南区域内部的地

方派别势力与中央派别的元老势力明争暗斗，冲突不

断。胡汉民等所谓“元老派”在执政过程中向来自居

正统“中央”的名号,常常试图寻找机会，组建自己的政

权来对抗倾覆蒋介石政府，借此机会来重新掌控中央

政权;但是与此同时，以陈济棠为首的地方派则以确

保自己的独立势力为第一要义,他们首鼠两端,一边利

用胡汉民等人的派别势力以向国民党中央当局显示

强大,却又利用国民党中央以向元老派别以谋求挟洋

自重,导致局势混乱不堪，西南统一大业迟迟无法得

到实现。[7] 

但是在“福建事变”过后，天时地利人和，蒋介

石政府占了后两个，而蒋介石也乘机对发起对于西南

地区的统一化进程，大幅度地削弱了西南地区的独立

自主权力，实现了一定程度上的资源整合，缓解了中

央与地区的矛盾，为中国的发展与后来的抗日建立了

一定的物质和制度基础。 

2.3. “福建事变”的历史价值概述 

2.3.1. “福建事变”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
成的促进作用 

首先，“福建事变”是中国共产党倡始构建的反侵

略反帝国主义的人民统一战线发展与九一八事变爆

发导致的举国上下日益高涨的抗日运动的必然产物,

是反蒋抗日运动的重要里程碑，这在 2.2.1 中有所体

现。其次，“福建事变”是中共由反日(帝)下层统一战

线转变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过程的重要历史依

据之一，35 年 12 月，在瓦窑堡会议中，一项历史性

的文件——《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获

得通过，在该文件中提及构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

略时,就着重以福建事变为鉴。[8]在本文件中，借助福

建事变所提出的观点是建立在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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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和击破关门主义的基础上的，进一步借此深化了全

民族抗战的重要性，并着重提出“把统一战线运用到

全国去”“把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变成全民族的国家”

“把红军变成全民族的武装队伍”“把党变成伟大的

群众党”“把土地革命与民族革命结合起来”把国内

战争与民族战争结合起来”的种种观点，初步彰显了

统一战线理论的雏形。最后，站在历史的长河中俯瞰，

“福建事变”成为了紧接着发生的两广事变和西安事

变的序章,其失败教训无论是从延续的角度还是从合

作的角度，都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成功建立提供了

理论指导与助推作用。[1] 

2.3.2. “福建事变”对制度创新和社会实践
的表率作用 

在“福建事变”中，有这样一个部分，为中国乃

至世界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实践经验与创新财富。福建

人民政府的成立大会，也就是“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

会”，据记录有超过三万人参加，这场会议不仅正式宣

告了“福建事变”的全面爆发，更是宣告了一系列极

具实践与创新意义的改革法案条例的颁布与实行。例

如在经济上，福建人民政府提出在农村实行“计口授

田”的制度，同时大力发展民族资本，保护国内工商业，

奖励城乡工业建设；在政治上主张反对蒋介石专权，

进行全国共同抗日，实现国内各民族平等权利；对外

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将帝国主义在华势力逐步清除。

[9]对当时解放区的实践建设与理论完善起到了一定

的参考作用，在人类实践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成为新时代的一盏启明灯。在历史中留下了一笔可以

让后人用无尽的时间去发掘的宝藏。 

3. 激荡迸发，听思想的雷声-“福建事变”

精神财富的当代意义 

福建事变是九一八事变后，国内爱国集团的一次

伟大实践尝试与对于国民党反动统治和帝国主义入

侵的大胆反抗。其牵涉范围之广，涉及规模之大，在

当时是少有的。这场事变是由地方反蒋爱国集团与国

民党内爱国进步势力经过周密的计划与有序的组织

后掀起的一场时代风暴，具有进步的革命意义。它标

志着国民党内部的隔阂进一步扩张,映射出了中国国

内阶级关系变动的最新情况。其中蕴含的对当代具有

鲜明意义的精神，即使在如今，期间所蕴含的精神财

富仍然能在我们的心中奔涌不息。 

3.1. 广博的爱国主义精神 

“福建事变”的爆发，是在九一八事变所带来的

外患与蒋介石政府无休止的内战等多重因素下交织

而成的，尽管其中含有国民党内部权斗的要素，但是

今天我们仍然能够从中提取出当时仁人志士为了挽

救家国，复兴中华而在不同战线上以不同的方式，凭

借着一腔热血与赤胆忠心奔走着。 

精神教育中，我们正是可以从中汲取那一份穿越

时空的爱国主义情怀，并融入今天的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体系建设，教导当代青年做一个对家国常怀感情

的新时代青年人。 

3.2. 不惧强权的大无畏精神 

在“福建事变”的过程中，蔡廷锴等人明知道自

身力量远远弱于南京中央政府，但是仍然毅然决然地

发动了事变，我们不得不承认，在他们这样的革命者

心中，是饱含着对强权的无畏和对真理的追求。 

闽变”的发生的一个重要因素即为陈思想发生的

巨大变化，一方面，积极参与抗日战斗的十九路军无

疑违背了蒋“军事统一”和“一面交涉，一面抵抗”

的方略，蒋也就对陈蔡等人产生了巨大的隔阂，同时，

早在陈办理神州国光社期间，陈就阅读了不少马克思

主义书籍，在欧洲时，陈已经完成了对于国民党“法

统”理念的粉碎，转化为“反对国民党，也反对国民

政府”，消除了与共产党合作的思想障碍。也就是可

以归纳为爱国情怀对于私立党争的凌驾[10]。 

藉此，我们应当认识到，勇气与坚毅在我们如今

的生活中，仍然是进步的源动力，守住努力成果的定

盘星，引领前行道路的指明灯。将这份情怀沉浸于当

代青年的教育中，学术上将引导其向着不畏权威，敢

于试错的创新力量发展，生活社会中也将推动着更加

充满活力的社会氛围形成。 

3.3. 敢于创新的实践精神 

在“福建事变”的过程中，十九路军和福建当地

知名人士们，在简陋的条件下，和被禁锢的时局中，

以他们敢作敢为的创新精神，发展了一套崭新的理念

和实践方案，在实践历史上起到的作用不言而喻。在

现实生活中，以同济大学的师生为例，“独立思考、严

谨务实、博采众长、兼收并蓄”一向被视为同济人们

身上的标签[11]。这种厚重踏实的实践基调，大胆拼

搏的实践意志，无疑和福建事变的先人们形成了无分

年月的共鸣，体现了实践的本源与方向。 

也正因此，对于新时代的我们，在精神教育中更

应当传扬“福建事变”所蕴含着的创新实践意识，将

它落实在我们的生活中，以实践发挥能动性，改造我

们的生活，社会，国家，使之更加美好。 

3.4. 荣辱与共的团队精神 

十九路军领导层有一个鲜明的特点，那就是其核

心成员间有着交织而紧密的个人关系,也正因此，十

九路军从早期开始就发展成一个紧密团结的集体。 

这也显著阻碍了十九路军由“拥护蒋介石的部队”

转化为“蒋介石的部队”。这种所谓的“团体”意识使十

九路军始终维持着内部的共同进退，层级分明和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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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 也使陈铭枢始终能在军队中保持相当大的影

响力，即使从 1929 年他几乎已经是脱离部队的状态。 

这也导致了陈铭枢与蒋介石的私人关系很大程

度上影响了十九路军对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个人的

态度。我们可以从历史中发掘出，事实上, 在十九路

军由“拥护”向“反抗”转变的几个关键枢纽, 十九

路军的主要领导人之间的思想转变与意识升格都不

是一致进行的。正是在这种不平衡的发展进度指导下，

到了转变的后期,蔡与陈的认识与思想境界较最初有

了极大的差异和分化。 

回顾历史，这直接体现在陈坚定地要反对蒋介石，

而蔡对于反蒋态度的始终摇摆不定，甚至仍然保有侥

幸心理，事实上，到了 11 月，蔡仍然不主张起事，直

到 11 月 16 日，蔡在电复蒋时还这么说： 

“外间谣传，不值识者一笑。真如兄到闽，虽有

政客一度挑动，但经职与孝悃（戴戟字孝悃）等力劝

其入京，最近观其态度，似已消极。职日内部署妥当，

即与文澜兄（指陆文澜）飞谒钧座，面陈一切。”[12] 

如果不是十九路军与生俱来的浓厚的团体意识,

蔡很可能始终不向陈让步,“福建事变”也最终只能停

留在纸面上。[13] 

这对于当代青年有着鲜明的思想意义价值。高树

靡阴，独木不林。有臂助方能行大事，无三人后来的

齐心，就无我们今天看到的“闽变”，值此百年未有的

大变局之际，我们需要清晰的意识到，只有秉持矢志

不渝的坚定团队精神，荣辱与共的集体意识，我们才

能在时代的考验面前迸发出摧山坼地的磅礴力量，共

同助力时代的伟大实践。 

4. 奋发向前，听时代的雷声-结论 

“福建事变”作为上世纪三十年代初的一记时代

强音，无论是过去抑或是现在，其影响力深入人心，

“福建人民政府”对思想政治路线发展，党团之间的

相互合作方式，对时代主旋律的把控和共同路线的建

立具有巨大的参考价值，转换到今天，当青年对“福

建事变”有了清晰的史实认知，汲取其中的精华，反

思其中的弊端并将其投入生活学习的实践当中，则先

人付出的鲜血与牺牲，终将造福于现在的美好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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