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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的第一个农民协会成立 

  

 

 衙前农民运动纪念馆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位于浙江省萧山县的衙前村，地处萧绍平原，

是浙东运河沿岸的一个农村集镇，距离杭州 60 余里，当时的萧山农民

深受天灾人祸的折磨，不仅要面临频发的坍江、虫害等灾害，还要在军

阀混战、50 多种苛捐杂税的水生火热下挣扎。不堪重负的农民背井离乡、

流离失所甚至卖儿鬻女。 

  

  1921 年 4 月，沈定一（即沈玄庐）等共产党人（沈定一因在 1925

年附和国民党元老戴季陶提出的所谓纯粹的三民主义，公开背叛中国共



产党的宗旨，被中共中央开除党籍）回到家乡萧山衙前着手开展农民运

动。通过筹办衙前农民小学、访贫问苦、社会调查、公开演讲、开办龙

泉阅书报社等途径，向农民宣传科学与民主思想，讲解城市工人运动情

况和减租减息、抗捐抗税的经济斗争。农民们受到启发，开始积极投入

捍卫自身权益的斗争，1921 年 9月 27 日，沈定一等共产党人组织广大

农民召开大会成立衙前农民协会。大会推举李成虎、陈晋生、单夏兰、

金如涛、朱海云、汪瑞强等六位有影响的农民为农协委员，李成虎为领

导人，会议上通过了《衙前农民协会宣言》和《衙前农民协会章程》，

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第一个农民革命的行动纲领，中共中央机关刊

物《新青年》曾刊登了文件全文。 

  

 

 《衙前农民协会宣言》和《衙前农民协会章程》 

  

  《衙前农民协会宣言》中的主要内容，一是指明了农民的历史地位

和作用。《宣言》中提出“农民出了养活全中国人民最大多数的气力，



所有一切政费、兵费、教育费，以及社会上种种正当和不正当的消费，

十有八九靠农民的血汗作源泉，而这许多血汗所换来的，只是贫贱、困

顿、呆笨、苦痛。积了许多人的贫贱、困顿、呆笨、苦痛， 才造成田主

地主做官经商聪明的威福”。二是揭露了农民受压迫受剥削的现实本质。

“我们农民，从小没有受教育的机会， 长大时做了田主地主不用负担

维持生存条件的牛马奴隶，老来收不回自己从来所努力的一米半谷来维

持生活。人生少、壮、老，三个时代这样过度，这还好算是人的生活么?”

三是分析说明了农民受剥削受压迫的体制根源。地主资产阶级“所崇拜

的经济制度，发展我们的（底）贫困，比发展他们的（底）私有财产还

要快。关于这种不良的经济制度所给的苦痛，农民和工人是一样受着的。

照这样看来，他们第三阶级正不配做主权者”。第四，指出了农民运动

的前进方向和土地所有权的权属。“我们的（底）觉悟，才是我们的（底）

命运。我们有组织的团结，才是我们离开恶运交好运的途径。”“我们

总不忘记世界上农作生产事业是我们的（底）责任。我们不要忘记世界

上的土地是应该归农民使用。我们不要忘记土地该归农民所组织的团体

保管分配”。 

  

  大会通过的《衙前农民协会章程》共计 14 条，其主要内容为：第

一，规定了农民协会的性质和宗旨。“本村农民，基于本村农业生产者

还租的厉害关系，求得简朴的生存条件”。“本会与田主地主处于对立

地位”。第二，规定了农民协会的会员条件。“凡本村亲自下气力耕种

土地的，都得加入本会，为本会会员”。第三，规定了农民协会的组织



结构和议事规则。“本会底组织，基于会员全体；由大会选举委员六人，

为本会委员。又由委员六人中互选，选出议事委员三人，执行委员三人。

委员一年一任，只得连任一次”。“大会召集，由会员五分之一或议事

委员会之主张召集大会”。第四，规定了农民协会的任务和责任。本会

会员须“将每年农作所得成数，分春华、秋收两期，报告执行委员会登

记”；“每年完纳租息的成数，由大会议决公布。租息成数，以收成及

会员平均的消费所剩余的作标准”。农会若遇到本会会员“有因依照本

会大会议决的纳租成数被田主地主起佃者”，那么，农会“有维持失业

会员的责任。如有因上项情事被田主地主送佃者，本会全体会员皆为被

告人”。第五，规定了农民协会的组织纪律。“会员不得违反本会的（底）

决议案”；“会员有违反本会决议案及有不利益于本会的行为者，除名”。 

  

  二、衙前农民协会开展的主要活动及现实意义 

 



  

  衙前农民协会成立后，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油菜籽事件、对抗米行、

争取养鱼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衙前农民协会迅速开展了一系

列经济斗争，取得了不小的胜利，很快影响到萧绍地区。短短两个多月

里，萧山、绍兴、上虞等县共有 82 个村建立了农民协会，10 多万贫苦

农民投身革命，各地的减租斗争迅速展开。这些农民协会团结广大农民，

一方面大力组织开展抗租减租斗争，捍卫自身利益，开展种种经济斗争，

另一方面积极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科学、民主精神传播到广大农民中去，

提出了破除迷信、扫除文盲、解放妇女、反对旧礼教等革命口号。 

  

  各地农民协会领导的减租斗争、经济斗争不断扩大和深入，引起了

地主阶级和反动当局的恐惧不安，北洋政府浙江省长沈金鉴接到萧山、

绍兴两县知事要求平息农民协会聚众抗租的报告和督军署批交省长依

法査办的文件后，即以军政两长的名义，速既派员到萧、绍两县查办，

又派警察厅过江镇压。萧山、绍兴两县知事严令解散农民协会，查办农

民协会中的重要人物，并催促农民还租。1921 年 12 月 27日，衙前农协

负责人李成虎被诱捕，次年 1 月 24 日被凌虐致死。在这前后，各地农

协会员中多人被捕，衙前农民协会被强行解散。 

  

  衙前村爆发的这场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运动，虽然仅仅存在了四个

月的时间，但它揭开了中国现代农民革命斗争的序幕，提出了明确的革

命纲领，建立了一个具有鲜明阶级立场、为农民大众服务的政治组织，



是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农民革命实践的首次尝试，彰

显了中国广大农民身上蕴藏的伟大力量。 

  

  三、衙前农民协会设立的衙前信用合作社 

  

 

 

 衙前农民协会和衙前信用合作社地点——东岳庙旧址 

  

  1923 年 1 月 26日，孙中山与苏联代表越飞公开发表《孙文越飞宣

言》，孙中山得到了苏联军火和财政的大力援助，1924 年 1月国民党第

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国

共两党开始了第一次合作。在此背景下，衙前农民协会重新恢复。鉴于

1921 年衙前农民运动失败的教训，迫切需要采取有效的斗争策略，建立

属于农民阶级自己的经济支持机构和资金借贷机构，抵制地主豪绅的盘

剥，衙前农民协会遂于 1924 年正式成立衙前信用合作社。信用社成立



时，办公地点设在了衙前东岳庙内。当时农会利用东岳庙的西侧屋作为

办公室，信用社就在农会的办公室内办公。 

  

  领导成员由农会推举副会长金如涛、李张保和佃农卫炳贤三人组成

委员会，又由委员会互推金如涛为主任，聘请农会干事高东莱兼任信用

社干事，负责记帐和调查等内外勤工作。 

  

  当地农民对宗教迷信较重，用于迷信方面的浪费也较严重，农会便

以此为题开展宣传教育，提倡破除迷信，提议节制迷信浪费，节约开支，

要求每户存入信用社一元，作为借贷基金，响应者甚多，共收到此项存

款 540元，解决了初始基金，信用社得以初创成立。但若要解决数以百

计的社员资金贷款困难，仅靠社员缴入的基金，显然是微不足道的，于

是农会想法设法筹措信贷基金。一是将没收祠堂庙宇的财产交给信用社。

据当年农会干部回忆，以衙前东岳庙和坎山周家宗祠的没收财产为最多。

农会将没收所得粮食的大部分救济贫困会员，将没收的现金，大部拨交

信用社作借贷基金；二是向浙江大学所属劳农学院借款 500 元，作为信

用社的借贷基金。当时劳农学院在衙前驻点推广优良蚕种和新法育蚕，

得到农会的大力支持，所以劳农学院同意无息借给信用社。业务开展后，

信用社的入社农民逐渐增多，按当时农会划分的成份，其中自耕农为 11

户，半自耕农 111 户，佃农 398户，其他 20 户，总共 540户。 

  

  存续期间，信用社主要开展贷款业务，贷款的手续简便，一般是由

借款人邀同小组长或另一社员陪同到社提出口头申请，经信用社委员或



农会会长认可，即由陪同前来的组长或社员作见证人，在借据上分别盖

印，个别的还需经调査后再决定。信用社设有两种凭证：一是基金收据，

二是借据，均是刻写油印，需用时开立，清帐时交还，帐簿则分组设立

（一般以自然村为一组），共设 28本帐簿，平日挂于墙上，帐目公开，

任何人都可翻阅。信用社也没有另设库房，平时将整数现金，交本街王

大兴杂货店保存，收付凭折，不计利息。信用社的委员和干事均为义务

职，办公用品向农会支领，因此没有任何行政类费用支岀。 

  

  信用社建立的宗旨就是要帮助社员解决资金困难，免受地主官绅的

高利贷盘剥之苦，主要开办简单的借贷业务，资金来源无息，贷款也不

计利息。据相关资料记载，截止到 1929年 9 月 30 日，衙前信用社共有

借入资金 6490 元，放款总额为 6820元。贷款用途以生产为主，个别用

于口粮、修屋、甚至丧葬的，经农会会长或信用社主任特准，也予适当

的解决。贷额一般是每笔 3-5 元，超过 10 元是极个别的。贷款一般都

是到期归还，个别有特殊困难，经农会会长或副会长同意，亦可展期。

后来随着大革命失败，国民党对农民运动展开猛烈、残酷的镇压，衙前

信用合作社也在逐渐收缩业务，到 1929 年底前贷款巳全部收回，基金

退还，借入款也分批还清。1930年初正式停办。 

  

  中国共产党创办衙前信用合作社的初步尝试，目的是为了解决农民

的资金困难，调动农民劳动生产的积极性，因此得到了广大农民的热烈

欢迎和积极响应，这充分说明在农民协会的体制下，建立属于农民自己

的金融组织，形成为农民大众服务的金融体系，开展低息借贷进而独立



自主发行货币的可行性和必要性，为以后革命根据地金融工作提供了宝

贵的实践经验，也昭示着与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金融体系相抗衡的真正

代表人民利益的金融体系即将到来。（作者：中国金融思想政治工作研

究会红色金融史编写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