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殷对中共六大的重要贡献

□李 蓉

1928 年召开的中共六大，是正确估计形势，认识中国革命基本问题，使中国革命由失

败走向复兴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全国代表大

会。杨殷在自 192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到 1929 年牺牲的 7 年时间里，曾和三次党的全国代

表大会有关。一是参与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的筹备和有关会务；二是 1925 年 1 月作为广东

代表参加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四大；三是 1928 年 6 月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其中，

他在中共六大上发挥的作用最为明显。他为大会的召开和大会精神的贯彻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在中共六大上，杨殷是大会主席团成员、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为六大的顺

利召开作出了贡献

杨殷是中共六大广东代表团中最早报到的一批，会议编号为第三号。因为路途遥远，从

国内到莫斯科的代表分为若干批抵达，广东从国内参会的代表也是分了好几批抵达。

中共六大的大会主席团共由 21 人组成, 包括斯大林、布哈林，苏兆征、向忠发、周恩

来、瞿秋白、李立三、蔡和森、邓中夏、杨殷、项英、关向应、王灼、周秀珠、毛简青、王

藻文、徐锡根、余茂怀、王凤飞、曾文甫、胡福田。斯大林和布哈林被选为六大的大会主席

团成员，充分说明共产国际对中共六大的高度重视，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也包含其中。虽然

斯大林没有亲自出席中共六大，但他作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参与大会的领导工作，尤其是会

前对中共六大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和基本方针发表重要意见，对中共六大召开具有直接指导意

义。除了两名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中有两名农民出身，6 名知识分子出身，杨殷、

项英等 11 人则是工人出身。这和当时不适当地强调党的领导机关和党员的单纯工人成分有

关。同时，大会主席团的 21 人中，除了共产国际的两名代表外，有 7 名是上一届的中央委

员。杨殷和苏兆征、李立三、王灼、周秀珠作为广东代表参加大会主席团，占大会主席团总

人数的近 1/4。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广东党组织的力量和在全国的影响。

大会主席团对大会期间的各项工作负责。大会期间，主席团召开过 15 次会议。如第一

次会议的议程就有：大会议程、会场规则、议事细则、审查委员会、主席团分工、各委员会

名单。主席团分五组，每天两组工作，即上、下午各由一个组主持会议，以下循环类推。中

共六大于 6 月 18 日正式开幕。6 月 19 日上午主持会议的第一组是布哈林、斯大林、苏兆征、

项英、王凤飞。当天下午便是杨殷所在的第二组主持会议。这组成员有向忠发、关向应、杨

殷、周秀珠。中共六大的会务工作在主席团的主持下井然有序地进行。6 月 21 日，大会主

席团会议听取各委员会组织情况和各省参加人数的报告，决定了各委员会的名单。杨殷在其

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中共六大的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由 7 人组成。他们是：苏兆征、周恩来、王仲一、杨殷、

徐锡根、李子芬、毛简青。主席苏兆征。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工作包括：第一，要对上述

的每位代表加以审查，看是否符合代表资格要求。第二，要对代表是否具有表决权提出意见。

经过综合平衡、多方面考虑之后，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提出意见、经过主席团会议讨论决定，

给各省多少名代表以表决权。没有表决权的代表可以有发言权，但没有选举权。所以，以后

人们也把具有表决权的代表作为正式代表。据《中国共产党广东地方史》记载，广东的中共

六大正式代表有李立三、杨殷、苏兆征、甘卓棠、王灼、周秀珠、江慧芳、阮啸仙、曹更生、

黎国忠、袁炳辉、梁亿才、邝壁清、成文、彭湃、何务光 16 人；非正式代表有王备、黄平、

叶发青、彭公祖、唐球 5 人。合计 21 人。但彭湃和何务光两人因故没有到莫斯科出席大会。

而 1927 年 10 月奉派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的饶卫华（即饶君强），作为指定及旁听代表参

加了大会。所以，广东的中共六大代表共为 20 人。在 142 名代表中约占 1/7。广东代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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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票数，也是在中共六大主席团会议上，最后以多数赞同通过的。第三，代表资格审查委

员会还要根据各地代表的成分，分配他们参加大会各委员会。所以，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

工作非常具体，而且要求细致、慎重。杨殷也参加了此项工作。

二、在中共六大上，杨殷作为大会多个委员会的成员，为六大讨论、制定和通过各项

大会决议，制定六大路线作出了贡献

中共六大为了更好地讨论问题、形成决议，共成立 10 个委员会，分别是政治委员会、

组织委员会、职工运动委员会、农民土地问题委员会、苏维埃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宣传委

员会、青年委员会、妇女运动委员会、财政审查委员会。各委员会人员多的有 76 人，少的

有 23 人。杨殷参加了其中 6 个委员会的工作，即政治委员会、组织委员会、职工运动委员

会、农民土地问题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妇女运动委员会。在政治委员会之下还成立了湖南、

湖北、南昌暴动、广州暴动问题 4 个委员会。杨殷参加了广州暴动问题委员会的工作。湖北

委员会因主席向忠发参加会议的时间相互冲突，7 月 8 日改由杨殷担任主席。

参加各委员会的人员主要是正式代表，由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根据各地代表的成分分配

参加。但也有非正式代表和指定及旁听代表。各委员会的人员有交叉，许多人同时参加几个

委员会。大会期间，代表们非常繁忙，除了大会报告，还有大会发言、大会讨论等。各委员

会活动的时间通常是在大会议程完成之后。各委员会讨论的问题又不尽相同。大会讨论中提

出的问题，通常都留到委员会去讨论。所以，代表在会议期间会感到时间紧张。大会的时间

安排是上午 9 时至 12 时，下午 1 时至 4 时开会，下午 5 时至 8 时休息。晚上 9 时至 12 时

为委员会会议时间。杨殷身兼数职，任务繁重，既有大会主席团和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工

作，还参加 6 个委员会的活动，在大会期间是很辛苦的。

中共六大经过讨论，最后通过一系列文件，包括《政治议决案》《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

决议案》《土地问题决议案》《宣传工作决议案》《军事工作决议案》（草案）、《共青团工作决

议案》《妇女工作决议案》《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等，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党章》。这些

决议提出，中国的政治形势是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即低潮时期，革命的发展具有不平衡

性。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准备起义，而不是立即举行全国性的起义。大会还提出了中国

共产党十大政纲，制定了有关政治、军事、组织、苏维埃政权、农民、土地、职工、宣传、

民族、妇女、青年团、党的建设等工作的方针和政策。这些成果的形成，包含着包括杨殷在

内的全体代表的积极努力。

三、在中共六大上，杨殷第一次当选为中央委员，进入中央领导集体。会后，他又为

大会精神的传达贯彻作出了重要贡献

1928 年 7 月 8 日下午 6 时，中共六大主席团召开第 14 次会议，听取了选举委员会对

51 人预选名单的介绍。杨殷列入预选的 51 人名单。名单中简要介绍杨殷为：工（人），粤

代表。大会秘书长周恩来报告了各代表团对 51 人名单的预选结果。之后，共产国际代表米

夫提出了正式委员 21 人、候补委员 11 人名单，杨殷包括在内。会议对这个名单进行了热烈

讨论。瞿秋白在讨论中提议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各增加 2 人。会议经过反复讨论，最后

表决通过了这一意见。

7 月 10 日上午，在通过组织问题草案的决议和《中国共产党党章》后，中共六大进行

了第六届中央委员的选举。按得票多少，杨殷排在苏兆征、关向应、罗登贤、毛泽东等人之

后，第一次当选为中央委员。7 月 19 日，中共六届一中会会在莫斯科召开，杨殷当选为政

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候补委员。在 7 月 20 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

次会议上，确定了人员的职务分工：中央政治局兼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向忠发，中央常务委

员会秘书长周恩来，中央组织部部长周恩来（兼），中央宣传部部长蔡和森，中央军事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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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杨殷，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苏兆征，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李立三，中央妇女运动

委员会书记张金保，中央党报主笔蔡和森（兼）。同年 11 月，杨殷被增补为中共中央政治局

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从上可见，杨殷此时已经进入中央领导集体，肩负

起领导全国艰巨的革命武装斗争的历史重任。

中共六大结束后，杨殷作为第二批人员回国，在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为贯彻中共六大

的精神特别是有关军事工作的要求，他全力以赴，曾到苏鲁皖等地领导武装斗争。他努力推

动党的军事工作，推动全国革命武装斗争的发展，介绍和推广毛泽东领导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斗争的经验，为中国革命作出了突出贡献，为党和人民的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四、回顾历史，缅怀先烈，我们要学习和发扬革命前辈杨殷烈士的精神，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为中国人民的幸福、中华民族的复兴，不懈奋斗

学习杨殷烈士，就要学习他追求真理，救国救民，与时俱进，不懈奋斗的精神。杨殷在

少年时代深受民主革命思想的熏陶，曾因宣传反帝反清思想被学校开除。黄花岗战役后不久，

杨殷加入同盟会，离开学校投身革命活动，参加同盟会南方支部工作。1913 年 3 月宋教仁

被刺后，他参加暗杀，炸伤上海镇守使郑汝成。1917 年 9 月后任中华民国护法军政府大元

帅府参军处副官。1919 年年初任广州西关盐务稽查处师爷。1922 年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全力从事和献身于党的事业。

学习杨殷烈士，就要学习他服从党和人民需要，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坚定不移地贯彻

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承担和完成党交给的任务。他 1923 年年初从苏联参观学习回国后，

便在广东从事工人运动。1924 年，他被派到广州和佛山、顺德等地开展工人运动，担任广

州工人代表会执行委员会顾问。他领导成立广州香港工会的罢工后援会，支持上海烟草工人

罢工斗争，并当选代表之一赴沪慰问和支援上海工人。同时，在国共合作的情况下，他还担

任国民党广州市第四区分部委员兼秘书，中共广东区委监委委员、区委委员。1925 年 1 月

到上海参加中共四大后，他又担任全国铁路总工会广州办事处顾问，领导铁路工人参与平定

刘、杨叛乱。其后赴港参加领导省港大罢工，被称为“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广东省港大罢

工的领导者”。大革命失败后，他参与领导广州起义，同时负责指挥西路起义军。广州苏维

埃政府成立后任人民肃反委员，张太雷牺牲后被任命为广州苏维埃政府代主席。广州起义失

败后又前往海陆丰坚持革命武装斗争。

学习杨殷烈士，就要学习他面对困难和挫折，坚定信念，始终对革命胜利充满信心，为

党和人民的事业大无畏的献身精神。他机智灵活，当他乘坐的到大连的船，转道哈尔滨赴莫

斯科时，在大连遭到日本警察盘问。他说自己是做药材生意的，并打开手提箱，拿出一些药

材样品给他们看，从而躲过警察。杨殷曾说：“起义是失败了，但血是不会白流的，现在已

是腊月残冬，春天不是就要来了吗?”即使已经被敌人逮捕关押，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他

仍然保持着沉着冷静的态度。他在信中告诉周恩来、也告诉党组织：“我们在此精神很好。

兄弟们不要因为弟等牺牲而伤心”。他热爱党和人民，关心同志胜过自己。即使在敌人的屠

刀面前，他仍把个人安危置之脑后，叮咛和希望同志们保重身体。他在给周恩来的信中写道：

“望保重身体为要！”

1929 年 8 月 30 日，因叛徒告密在上海被捕，在狱中和刑庭上仍英勇不屈、坚持斗争的

杨殷，同他的战友彭湃等被秘密杀害于上海龙华。杨殷在他 30 多年的短暂一生中，追求真

理，不懈奋斗；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忠心耿耿、无私奉献；面临各种困难和挑战，信念坚定，

英勇无畏。他的一生，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崇高思

想境界和伟大实践，他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优秀代表。杨殷烈士永垂不朽！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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