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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I 
 

摘  要 

本文主要围绕中央苏区青少年动员这一主体来探讨苏维埃革命时期中国共

产党的社会动员机制及其社会意义。文章通过考察少年先锋队、童子团组织的人

员构成、组织体系建设内在的复杂性和苏区革命在动员青少年群体演变中的重要

性，反思诸如少年先锋队、儿童团组织与苏维埃革命之间相互政治嵌入性到底如

何、“模式化”或者“范式化”的政治学概念到底是怎样嵌入到具体革命实践中

等相关基本问题。除了导论和结语之外，文章一共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考察少年先锋队的组织机构以及少年先锋队与苏区革命之间

的关联性问题。文章认为，少年先锋队的组织建立与发展，都与苏维埃革命密切

相关，少年先锋队组织的起始与兴盛源自于苏维埃革命巨大的推动力。同时，中

国共产党与共青团对少年先锋队的动员方式由单一化向多元化发展，使少年先锋

队组织通过不同任务以及对这些任务更好地完成来影响着苏维埃革命。 

第二部分主要考察了儿童团的组织机构以及儿童团与苏维埃革命之间的关

联性问题。文章认为，儿童团的组织建设与发展，都与苏维埃革命形势的高涨与

低落密不可分。同时，苏维埃革命改变了这一区域儿童群体的世界观以及生活方

式。从这一变化事实可以窥视这场以政治斗争为主要目标的政治革命，对整个中

央苏区所产生的影响可能不仅仅只局限于政治这一层面，远远超越了政治革命的

范畴，它对中央苏区所产生的深远意义，理应上升到社会革命这个层次来思考这

场革命运动。 

 

关键词： 中央苏区  青少年  政治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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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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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 

This essay mainly around the central Soviet teenagers mobilize the body to 

explore the mechanism of social mobilization and social significanc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Revolution. Through investigation of the Young 

Pioneers, personnel boy group organization structure, organization system 

construction inherent complexity and importance of the Soviet revolution in 

mobilizing youth groups evolving, reflect each other, such as political embedded 

between the Young Pioneers, the Soviet revolution with the Children's Corps 

organization in the end how the resistance, "patterned" or "paradigm" of political 

science in the end is how the concept is embedded into concrete revolutionary 

practice basic issues related to moderate. In addition to the introduction and 

conclusion, the article is divided into two parts: 

The first part mainly on the organization as well as the relevance of the Young 

Pioneers and the Soviet revolution between the Young Pioneers. Article, the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 of the Young Pioneer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Soviet revolution, the beginning and the Prosperity of the Young 

Pioneers organization originated from the Soviet revolution tremendous impetus. 

Meanwhile, the Chinese Communist Youth League and the Young Pioneers of 

mobilizing way to diversify from a single, so the Young Pioneers organization 

through various tasks and complete these tasks better to influence the Soviet 

revolution. 

The second part examines the Children's Corps organization as well as the 

relevance of the issue of children between the Mission and the Soviet revolution. 

Article, organizational building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hild group, the Soviet 

revolutionary situation are rising and low inseparable. Meanwhile, the Soviet 

revolution has changed the group of children in this region of the world and way of 

life. From the fact that this change can spy on the political revolution in the poli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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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 

III 
 

struggle as the main target, the impact on the entire central Soviet generated may not 

just be limited to the political level, far beyond the scope of political revolution, its 

central Soviet generated far-reaching significance, should rise to this level to think 

about the social revolution the revolutionary movement. 

 

Keywords:  Adolescent  The Central Soviet  Political Mob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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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论 

本文主要围绕中央苏区青少年动员这一主体探讨苏维埃革命时期中国共产

党的社会动员机制及其社会意义。这一研究长期以来为学者所关注，以下结合本

论文考察重点就当前相关的现状与趋势以及本课题的基本框架论述如下： 

一、学术史回顾 

从学术史角度分析，本文所涉及的是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动员理论与实践研究。

关于此，学术界已经有大量的研究问世。就理论层面而言，中外学者已提出一系

列的相关理论和概念，如詹隼 “农民民族主义”模式①、塞尔登 “群众路线”

模式②、陈永发“制造革命”说③、阿尔蒙德和小鲍威尔“交流网”④、 裴宜理“情

感模式”⑤、 黄宗智“实践表达”⑥等范式和概念。从实践层面来看，围绕着中

国共产党的动员策略和革命实践也有大量成果问世，特别是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

十分丰富。如李金铮、黄正林、岳谦厚等人对中共社会经济政策动员能力研究⑦；

齐小林、何友良等人对中共基层民众的动员研究
⑧
；王奇生、张孝芳等人对中共

的文化动员策略研究⑨；郑洸、马庚存、杨奎松等人对知识精英、青年学生、妇

                                                        
① Chalmers Johnson, Peasant Nationalism and Communist Power: The Emergence of Revolutionary China, 

1937-1945,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② Mark Selden, The Yenan Way in Revolutionary China,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③ Yung-fa Chen, Making Revolution: 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Eastern and Central China, 

1937-1945,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④
 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小 G.宾厄姆·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东方出版社 2007

年。 

⑤
 裴宜理：《重访中国革命：以情感的模式》，《中国学术》2001年第4 期。 

⑥
 黄宗智：《认识中国——走向从实践出发的社会科学》，《中国社会科学》2005 年第 1 期；《中国革命中的

农村阶级斗争——从土改到文革时期的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载《中国乡村研究（第 2 辑）》，商务印

书馆 2003 年。 

⑦
 李金铮：《革命策略与传统制约：中共民间借贷政策新解》，《历史研究》2006 年第 3 期；黄正林：《陕甘

宁边区的乡村经济与社会》，人民出版社 2006 年；岳谦厚：《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晋陕农村社会——以张

闻天晋陕农村调查资料为中心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年。 

⑧
 齐小林：《当兵——华北根据地农民如何走向战场》，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5 年；何友良：《苏区制度、社

会和民众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年。 

⑨
 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年；张孝芳：《革命

与动员：建构共意的视角》，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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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等社会群体动员研究
①
。 

具体到本文所考察的青少年动员问题，也有一系列成果问世。国内较早研究

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张太雷、陈云、任弼时等早期中共领导人对当时

中共青年动员政策的探讨。之后，随着当时政治形势的发展，青年学生运动的相

关讨论大量出现。不过，这些研究主要是为围绕着学生运动的一些对策进行探讨。

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受到当时政治环境影响，相关学术研究主要停留在青年政

治运动层面。直至改革开放之后，青少年动员研究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一些相关

研究成果不断问世。特别是上个世纪八十年年代，共青团中央专门成立了共青团

青运史研究室和青运史研究指导委员会，在其推动下各地共青团先后建立相关机

构或者部门研究并搜集各地青运史及青运史料。例如，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

委员会先后整理出版的《中国青年运动资料（19册）》②和《中共中央青年运动文

件选编》③；广东、陕西、山东、湖南、江西等地都先后整理出版或者编印各地

区青年运动史料④。这一批史料的出版为青年运动以及青少年动员的深入研究奠

定了基础，随后一批青年运动史专著开始出现，如共青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编《中

国青年运动史》⑤、《青年共产国际与中国青年运动》⑥、郑洸主编《中国青年运

动六十年》⑦和《中国少年儿童运动史》⑧、陈春明主编《中央苏区青年运动史》

⑨、李玉琦《中国青年运动主题曲：二十世纪中国共青团的历程》⑩、马庚存《中

                                                        
① 郑洸《中国青年运动六十年》，中国青年出版 1990 年；马庚存：《中国近代青运史》，红旗出版社 2004

年；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 

②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办公厅编：《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1—10）》，石油部物探局制图

厂印刷 1981 年；共青团中央青运史工作指导委员会编、中央档案馆编：《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11—12）》，

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9 年；共青团中央青运史工作指导委员会编：《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13—19）》，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6、2002 年。 

③
 共青团中央青云史研究室：《中共中央青年运动文件选编》，中国青年出版社 1988 年。 

④
 江西省档案馆共青团江西省委：《江西青年运动史料选编（上、下册）》，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7 年；共青

团四川省委青运史研究室编：《四川青年运动史料选编（第一—七辑）》，四川省委青运史研究室 1986—1996

年；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青年运动史料 1919-1927》，北京出版社 1990 年。等等。 

⑤
 共青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编：《中国青年运动史》，中国青年出版社 1984 年。 

⑥
 共青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编：《青年共产国际与中国青年运动》，中国青年出版社 1985 年。 

⑦
 郑洸《中国青年运动六十年》，中国青年出版 1990 年。 

⑧
 郑洸、吴芸红主编：《中国少年儿童运动史》，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2 年。 

⑨
 陈春明主编：《中央苏区青年运动史》，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9 年。 

⑩
 李玉琦：《中国青年运动主题曲：二十世纪中国共青团的历程》，文津出版社 199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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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近代青运史》
①
、李相久主编《当代中国青年运动史》

②
等等。这些论著都用大

量篇幅叙述青少年动员的有关问题，也有文章涉及本文所考察的相关问题，其中

共青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所编《中国青年运动史》在对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的青年运动论述中，介绍了共青团中央第五次代表大会对青少年运动促进作用以

及根据地的少年先锋队组织的建立与发展情况③；郑洸《中国青年运动六十年》

对中央苏区的青年组织进行介绍，涉及了少年先锋队、模范少先队以及儿童团的

组织概况以及其在苏维埃革命中所作出的贡献④；《中国少年儿童运动史》则更为

全面地介绍了中央苏区时期儿童团的组织发展、儿童团的文化娱乐生活、共青团

对儿童团工作的领导、列宁小学中的共产儿童团组织的发展以及苏区时期所制定

和实施的保护儿童的政策⑤；陈春明主编的《中央苏区青年运动史》则在论述共

青团领导少年先锋队组织和共产儿童团组织开展工作以及领导组建少共国际师

的过程中，涉及了少年先锋队、共产儿童团以及少共国际师在苏区革命中所作出

的贡献⑥；李玉琦《中国青年运动主题曲：二十世纪中国共青团的历程》提及了

少年先锋队以及模范少先队的年龄范围和组织规模⑦。这些研究改变以前仅仅局

限于青年学生运动这一主体，包括本文关注得儿童、少年群体也有相关论述。 

进入新世纪以来，学界对于本文所关注中央苏区青少年动员问题日趋关注。

不过，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思想政治教育层面以及青少年组织在苏维埃革命中的

革命作用和社会影响。例如，林青《二战时期福建苏区的少年先锋队组织》一文

通过中央苏区时期福建省委以及共青团闽西特委等机关所发布的指示信、工作大

纲等文献，考察了福建省少先队的组织构架、基本原则以及军事和政治活动。⑧邵

雍《苏区少年先锋队述略》一文专门考察了整个苏区少先队的源流、组织机制和

工作内容，指出少年先锋队对于苏区革命的重要性。⑨吴修申《试论苏区时期少

                                                        
①
 马庚存：《中国近代青年史》，红旗出版社 2004 年。 

②
 李相久、李英、郭丽娟主编：《当代中国青年运动史》，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0 年。 

③
 共青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编：《中国青年运动史》，中国青年出版社 1984 年。 

④
 郑洸：《中国青年运动六十年》，中国青年出版 1990 年。 

⑤
 郑洸、吴芸红主编：《中国少年儿童运动史》，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2 年。 

⑥
 陈春明主编：《中央苏区青年运动史》，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9 年。 

⑦
 李玉琦：《中国青年运动主题曲：二十世纪中国共青团的历程》，文津出版社 1999 年。 

⑧
 林青：《二战时期福建苏区的少年先锋队组织》，《党史研究与教学》1992 年第 1 期。 

⑨
 邵雍：《苏区少年先锋队述略》，《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7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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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先锋队的性质演变》分析不同时期少年先锋队的性质演变，指出少年先锋队的

组织性质由单一走向多元化。①魏兆鹏《从劳动童子团向共产儿童团的转变》考

察了中央苏区时期儿童团由劳动童子团向共产儿童团转变中的变化与发展②。林

青《二战时期福建苏区的儿童团组织》专门分析了福建苏区儿童团组织的建立、

发展、组织形式以及社会影响③。谷世权《中央苏区时期列宁小学、儿童团和少

先队的体育》分析了中央苏区时期的列宁小学以及儿童团的体育活动④。相关海

外研究，则具有较强的问题意识，如黄金麟、森时彦⑤等人的论著都有所涉及。

例如黄金麟《政体与身体——苏维埃的革命与身体（1928—1937）》一书中运用

身体规训的视角分析了少年先锋队及儿童团在苏维埃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他从

身体营造的角度阐释了中央苏区时期的青少年在中共的政治领导下所接受的政

治训练、政治鼓动和政治宣传以及政治权利统御个体身体的启发与影响⑥。 

应该说，这些具体研究的开展和相关讨论为我们认识相关问题提供了坚实基

础。但，我们也必须承认，这些研究也不是毫无缺憾，如关于青少年动员制度、

组织形式以及动员影响等机制性问题的研究仍有很大的拓展空间，特别是青少年

动员与社会革命的内在关联性问题、政治革命与地方社会的嵌入性问题仍有待进

一步研究。因此，本文主要是围绕中国共产党的青少年动员这一主体探讨苏区革

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动员机制及其意义，希望对相关研究有所裨益。 

二、基本框架 

本文主要是围绕中国共产党的青少年动员这一主体探讨革命时期中国共产

党的社会动员机制及其意义，进而检视目前有关研究。除去导论和结论之外，具

体主要有两部分构成：（一）中央苏区的少年先锋队动员机制及效果研究。本部

分主要是围绕少年先锋队组织体系建设和动员效果展开，涉及到少年先锋队组织

的人员结构和组织结构、少年先锋队与共青团、红军和苏维埃政府之间的组织关

系；少年先锋队的动员机制及效果；该部分认为少年先锋队组织的人员构成和组

                                                        
①
 吴修申：《试论苏区时期少年先锋队的性质演变》，《池州学院学报》2013 年第 4 期。 

②
 魏兆鹏：《从劳动童子团向共产儿童团的转变》，《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1992 年第 3 期。 

③
 林青：《二战时期福建苏区的儿童团组织》，《党史研究与教学》1992 年第 3 期。 

④
 谷世权：《中央苏区时期列宁小学、儿童团和少先队的体育》，《体育文史》1986 年第 6 期。 

⑤
 森时彦：《20 世纪中国的社会体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年。 

⑥
 黄金麟：《政体与身体——苏维埃的革命与身体（1928—1937）》，台北联经出版公司 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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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结构的发展过程都与苏维埃革命密切相关，少年先锋队组织的起始与兴盛源自

于苏维埃革命巨大的推动力。此外，少年先锋队组织的动员机制和效果也反映了

中央苏区青少年群体与苏区革命复杂的嵌入性问题。（二）中央苏区的儿童团动

员机制及效果研究。本部分主要是围绕中央苏区另一个重要青少年组织——儿童

团为中心，考察儿童团的发展源流、人员结构、组织架构以及儿童团的动员机制

问题。该部分认为儿童团的组织体系建设与变动、人员构成的发展与最终形成，

都与苏维埃革命有着巨大的关联性。同时，苏维埃革命也改变了这一区域儿童群

体的世界观以及生活方式。从这一变化事实可以窥视这场以政治斗争为主要目标

的政治革命，对整个中央苏区所产生的影响可能不仅仅只局限于政治这一层面，

远远超越了政治革命的范畴，它对中央苏区所产生的深远意义，理应上升到社会

革命这个层次来思考这场革命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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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中央苏区少年先锋队与苏维埃革命 

少年先锋队作为苏区时期的重要组织，一些学者在考察早期共青团史或者青

年运动史的研究中，就对中央苏区时期少年先锋队的基本概况、组织过程及其社

会影响有所涉及。但是，仍有很多内容需要进一步挖掘。①基于此，本章主要围

绕少年先锋队组织体系建设及其与苏维埃革命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探讨。 

第一节 少年先锋队组织研究 

本节主要是围绕少年先锋队的人员构成及组织体系建设和少年先锋队与苏区

红军、共青团、苏维埃政府等组织机构的关系，考察少年先锋队的组织体系建设

问题。 

一、少年先锋队的人员构成及组织建设 

1927 年 11月，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扩大会议明确指出要成立少年先锋

队，指出“团今后除经过工厂、作坊、农村支部扩大在青年工农群众中的影响，

并且引进百分之百的青年加入工会组织外，并需要开始在农村中创立极广泛的

‘少年先锋队’组织。”②随着苏维埃革命形势的发展，少年先锋队组织建设问题

日益凸显其重要性。 

    （一）少年先锋队组织的人员构成 

少年先锋队组织的人员构成时常因革命需要而不断变化。在成立之初，人

员构成极不稳定，不过，有一点是明确的，少年先锋队主要是以吸收农村青年为

主。例如，1927 年 11月出台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扩大会议文件》中的

组织问题决议案就明确提到少年先锋队是以吸收农村青年为主的群众武装组织，

                                                        
①
 相关研究可参见前文的学术史回顾部分，在此不一一罗列。 

②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办公厅编：《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1926-1927）》（第三卷），石油

部物探局制图厂印刷 1981 年，第 54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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