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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第一个纪律检查机构成立的时间
及五大后对纪检机构的权威性确立

（广东）  陈弘君

据笔者迄今为止所看到的史料，中共广东区委监

委是中共第一个地方纪律检查机构，也是中共最早的

纪律检查机构。笔者从上个世纪 80 年代编写大革命

时期中共广东地方组织史资料时起，曾查阅有关史料，

最近配合广东省纪委摄制电视文献片《木棉花开——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地方纪律检查机构中共广东区委监

察委员会诞生历程》，再次查阅史料。根据有关历史

文件、有关当事人的回忆资料，并结合历史背景进行

分析考证，可以认定该监委成立的时间应在 1925 年 2

月至 6 月之间。中共五大后监委被明确定位为领导机

构，并具有很高的权威性。

首先，最有说服力的史料是曾任中共广东区委秘

书长的赖玉润（又名赖先声）1964 年写的回忆录。他

回忆称 ：“1924 年秋延年同志奉派来广州负责广东区

党委书记，开始建立区党委的组织规模。并择定文明

路 75 号楼上（原系中华全国总工会办事处）为区党

委办公处。区团委亦附设在那里，这是广东党开始发

展时期。”①他所说的延年同志，即陈独秀的长子陈延

年。陈延年于 1920 年初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 年加

入中共，1923 年到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大学学习。1924

年国共合作后，广东成为中国大革命的中心，中共便

将周恩来、陈延年等调派到广东。陈延年刚到广东时，

任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驻粤特派员，不久被委任为中

共广东区委秘书兼负责组织部、宣传委员会工作。周

恩来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兼任黄埔军校政治部

主任，1925 年 2 月参与率部东征，便不再担任区委委

员长，由陈延年接任。根据中共四大通过的《中国共

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规定，中央和地方党的机构主

要领导人改称“书记”。广东区委的工作部门也健全

起来，设组织部、宣传部、军事运动委员会、职工运

动委员会、农民运动委员会、青年运动委员会、妇女

运动委员会、监察委员会等。赖玉润回忆称 ：“区监

委是林伟民、杨殷、梁桂华等。其它候补委员已记不

起。”②

赖玉润于 1924 年先后任社会主义青年团广东区

委候补委员、委员，秘书助理、宣传助理，1925 曾担

任团广州地方执行委员会（代理广东区委职权）书记、

团广东区委书记。1926 年后任中共广东区委秘书长。

当时党、团组织关系十分密切，团员可以直接转为党

员，许多重要工作都由党、团组织共同组成一个领导

机构来负责，如为了帮助国民党改组、建立国共合作

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广东党、团区委便共同组成

“国民运动委员会”。中共广东区委与团区委又在一起

办公，因此赖玉润对中共广东区委的情况是很清楚的，

其回忆是可靠的。

①赖先声（玉润）：《在广东革命洪流中——回忆 1922—

1927 年的斗争》，1964 年 3 月 18 日。

②赖先声（玉润）：《在广东革命洪流中——回忆 1922—

1927 年的斗争》，1964 年 3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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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玉润的回忆是按照时间顺序写的。他叙述陈延

年担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以及区委机构设置情况后，

接着写到的是 1925 年“五卅”反帝高潮，再接着写

1925 年 6 月发生的省港大罢工。可见，广东区监委成

立的时间应该是在 1925 年 6 月之前。写至 1926 年 3

月 20 日中山舰事件后不久，广东区委机构扩大，“区

监委 ：林伟民（书记）、杨殷、梁桂华、冯菊坡、杨

匏安等，候补监委亦记不起。”①他两次提到区监委，

明显存在不同的时间段，前者是在 1925 年 2 月陈延

年担任区委书记后、省港大罢工（1925 年 6 月）之前，

后者是在 1926 年 3 月中山舰事件之后 ；前后监委的

人员构成也不同 ：前者述说“区监委是林伟民、杨殷、

梁桂华等”；后者述说“区监委 ：林伟民（书记）、杨

殷、梁桂华、冯菊坡、杨匏安等”，这也说明区监委

在 1925 年 2 月至 6 月之间已经成立。

第二，1922 年入党的谭天度的回忆。他回忆称 ：

陈延年主持广东区党委工作期间，“除了组织部、宣

传部、监委、军委、工委、农委、团委、学委、妇委

等等工作机构迅速臻于完善以外，各方面的工作，诸

如培养干部的各种训练班，传播革命理论的书店和报

刊，以及全区范围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青年学生

运动、妇女运动，以至士兵运动等等，都蓬勃地开展

起来”。②谭天度与陈延年等区委领导人过往甚密，区

党委刚成立时，陈延年就找谭天度谈话，征求他愿不

愿意到区党委办公室内做日常工作。谭天度将自己情

况介绍后，陈延年决定让他继续从事原来的群众工作。

随后，陈延年又安排他担任农工商学联合会秘书长，

并派他到石井兵工厂担任中共支部书记，直接接受区

委的领导。谭天度对广东区委的情况是熟悉的，其回

忆也是可靠的。

第三，据 1921 年入党的梁复然回忆，1925 年 6

月发动省港大罢工时，梁桂华就是中共广东省监察委

员。③这也可以说明此前已经成立了中共广东区监委。

梁复然在这篇回忆中还说 ：当时党团是合在一起开会

的。这也佐证了赖玉润对中共广东区委的机关情况是

清楚的，其回忆是可信的。

第四，大革命时期在中共广东区委军委工作的聂

荣臻回忆说 ：“区委在文明路中山大学斜对面，是一

幢木结构房子，党的机构在三楼，陈延年同志在那里，

团的机构在二楼。”④这也佐证了广东区中共、青年团

领导机关关系密切，佐证了赖玉润、梁复然的回忆。

第五，中国共产党特别是地处大革命中心的广东

区委较早重视纪律监察工作，催生了广东区监委的建

立。党自成立之日起就表明了严格的纪律，以及违反

纪律所采取的惩处措施。广东区委就曾经将陈公博、

周佛海开除出党（后来两人都成为臭名昭著的大汉

奸）。青年团广东区委从 1923 年 11 月起的 4 个月时

间内开除了 23 名团员。中共广东区委领导人周恩来、

陈延年等都是旅欧回国的党内精英，他们对国外政党

及政府设立监察机构的制度较为熟悉，因此在广东最

早建立党的监委是顺理成章的。

第六，帮助国民党进行改组，借鉴国民党机构设

置的做法，也是广东区委在中共内部最早成立监委的

原因之一。中共广东区委是党内最直接帮助国民党改

组的地方组织。1924 年 1 月，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

党的大力帮助下，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

广州召开，大会选举产生包括中共领导成员组成的国

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1 月 31 日，该委员会第一次全

体会议就通过了《关于监察委员会之决议案》，决定

设立监察委员会及驻粤、沪、京监察委员，“上级机

关监察委员，对于下级机关有发出训令之权”等。⑤

中共广东区委在帮助国民党改组、建立国共合作为基

础的革命统一战线过程中，借鉴国民党组织设立监察

委员会的做法，也是符合常理的。

第七，从陈延年于 1925 年 1 月 5 日《致乔年、若飞、

①赖先声（玉润）：《在广东革命洪流中——回忆 1922—

1927 年的斗争》，1964 年 3 月 18 日。

②谭天度 ：《回忆陈延年同志》，见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

委员会等编 ：《谭天度诗文集》，1988 年 12 月。

③叶惠南、何锦洲、钟宁羽、陈登才 ：《访问梁复然记录》，

1962 年至 1964 年。

④ 《聂荣臻同志对广东党史几个问题的回忆》，《广东党史

资料》第一辑，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⑤《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光明日报

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6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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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飞、罗觉同志信》中可以判断，此前尚未成立广东

区监委。他在信中较为详细地叙述了中共广东区委的

机构及其人员分工，以及广东党的许多工作，其中并

没有提及监察委员会及其工作问题。由此可以判断此

时区监委尚未成立。

第八，从林伟民的履历可以判断区监委成立时间

应在 1924 年 10 月之后、1925 年 8 月之前。林伟民于

1924 年代表香港海员工会到苏联参加国际运输工人代

表大会，在此期间加入中共，并于 1924 年 10 月回国，

1925 年 8 月因骨结核病恶性发作住院治疗，先后三次

做手术，一直不能下床活动，于 1927 年 9 月 1 日逝世。

由于他是广东监委的主要负责人，因此监委成立的时

间应为林伟民回国之后、患重病之前。

第九，中共五大选举产生中央第一个监察委员会，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第一次对设立纪

律检查机构作出规定 ；此前除广东外，没有发现其他

地方设立中共的纪律检查机构。1927 年 4 月 27 日至

5 月 9 日，中共五大在武汉举行，选举产生中央第一

个监察委员会，由正式委员 7 人、候补委员 3 人组成。

1927 年 6 月 1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中国共

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其第八章专门就监察委

员会作出规定，指出 ：“为巩固党的一致及威权起见，

在全国代表大会及省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及省监察委员

会”；“中央及省监察委员，不得以中央委员及省委员

兼任”；“中央及省监察委员，得参加中央及省委员会

议，但只有发言权无表决权。遇必要时，得参加相当

的党部之各种会议”；“中央及省委员会，不得取消中

央及省监察委员会之决议，但中央及省监察委员会之

决议，必须得中央及省委员会之同意，方能生效与执

行。遇中央或省监察委员会与中央或省委员会意见不

同时，则移交至中央或省监察委员会与中央或省委员

会联席会议，如联席会议再不能解决时，则移交省及

全国代表大会或移交于高级监察委员会解决之。”

这是中共中央第一次对纪律检查机构的设立作出

规定，除广东区外，也未发现其他地方此前成立了党

的监察机构。因此，也可以由此认定广东区监委是最

早的纪律检查机构 ；从这次党章修正案可以得出结论 ：

中央监委及省监委属于领导机构，而不是一般的工作

部门，具有党的工作部门无法比拟的权威性 ；它与党

的委员会具有一定的相互制约性，并赋予高级监委较

高的权力。

据以上考证，中共第一个地方纪律检查机构，即

中共最早的纪律检查机构——广东监委成立的时间，

可以判断为 1925 年 2 月至 6 月期间。五大后监委被

明确定为领导机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

案》对监察委员会的有关规定，对当前纪律检查机构

的建设，乃至纪律检查的改革，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借

鉴意义。

（作者系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巡视员、研究员）

党史资料中对广东历史和风俗人情的介绍

1949 年 9 月下旬，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在江西省赣州市召开了 3 次委员会扩大会议。原华南分局领导人方方在会

上详尽地介绍了广东近三年对敌斗争简史、广东人民武装、政权和党团情况。

关于广东历史和风俗人情，方方是这样介绍的 ：“广东人是著名强悍好斗。流行的一句广东话叫‘唔做衰仔’，

就是不要跟别人不上，以落后为可耻。因此，广东人有一股傻劲。”

“广东人一般是豪爽、热情、喜交朋友，富于冒险精神，敢拼、敢干的。如明末清初许多华侨是坐了木船飘洋出海的，

这便是拼与干的精神的表现。因此广东人做事一般是大胆的，勇敢的，参加革命很积极。从大革命、土地革命、抗

日战争以至最近三年的解放战争中，广东人民中涌现了不少的革命干部，广东游击战争的坚持与发展，也是由于广

东广大人民的援助。”                                                                          （下转第 56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