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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安是中国革命的摇篮。大革命失败后，以毛泽东为

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吉安开创了史无前例、艰苦卓绝的

土地革命，也开创了中国革命的崭新局面。中国革命的星星

之火在这里点燃，农村包围城市这一中国革命正确道路从这

里起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大文章从这里开篇，伟大的井

冈山精神在这里诞生。吉安的土地上产生了中国革命史上多

个第一：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第

一支中国工农红军红四军，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部土地法

《井冈山土地法》，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整风运动，建

设人民军队的第一个重要起点三湾改编……一串串红色经

典，记录了吉安在中国革命史上的突出地位。          

吉安是一块英雄的土地。吉安人民为了中国革命的胜

利，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英雄

的吉安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高举革命红旗，抛头

颅、洒热血，前仆后继，演绎了一出出可歌可泣的革命壮

序

剧，涌现了众多气贯长虹的革命先烈。他们之中有

江西革命的播火者袁玉冰、曾天宇；有吉安区党组

织的创始人罗石冰、曾延生等；有吉安工人运动的

先驱郭化非、梁一清；有大革命时期江西著名的学

生运动领袖邹努；有从绿林好汉成为红军将领协助

毛泽东、朱德等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袁文才、

王佐……等等。全市革命烈士49000余人，他们每个

人都有永远让后人铭记的英雄事迹。从吉安这块红

色土地上，走出了曾山、陈正人等开国功臣，走出

了以余秋里代表的147位开国将军。吉安人民的赫赫

功名、煌煌忠勇，镌刻在共和国的丰碑上；吉安人

民的殷殷鲜血、寸寸丹心，染红了共和国的旗帜。

红色的土地孕育了红色文化。散布在吉安各地

的革命旧居、旧址共有543处，占全省的1/4，其中

国家级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80个。这些旧居、旧址

杨胜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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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是我们党、军队和人民世世代代

继承的精神财富。吉安还是党的群众路线的发祥地。红

军“三大任务”“三项纪律六项注意”，是我们党最早

对群众路线的探索和实践。“朱德的扁担”“一根灯芯

的故事”“张师长献盐”等体现官兵平等、军民鱼水情

的故事，成为最早对“为民、务实、清廉”基本内涵的

生动诠释。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加快构建充分反映中国

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的价值体系。以爱国主义为

底蕴的革命和为革命奋斗牺牲的精神，就是富于中国特

色和民族特色的核心价值观。今天，这种价值观不仅仍

未过时，而且还应当发扬光大。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需要我们千千万万劳动者和建设者为之艰苦

奋斗，甚至流血牺牲。红色文化是社会主义文化的主旋

律，具有超越时空的生命力，今天仍然是我们前进的精神

动力和思想源泉。刘智艺同志利用二年时间潜心研究刻苦

钻研，编写完成了《吉安革命史画册通览》。该书以其提

纲挈领式的结构，清新简约的语言，图文并茂的表达，提

领红色文化之要，淬炼革命精神之魂，必能在广大党员干

部和青少年中起到凝聚正能量，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作用。

以史鉴今，以史资政，以史明志，以史育人。吉安人

民重温光辉的历史和光荣的传统，从历史中汲取丰富的营

养，一定能够创造出无愧于历史、无愧于先烈和无愧于时

代的新的业绩。

 

（杨胜群 全国政协常委，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常务  

 副主任）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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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吉安人民同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者进行了不懈的斗争，配合太平军

攻打吉安城，自发地组织反教会、反封建斗争，响应辛亥革命等。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

后，吉安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进入了新的阶段。

受五四运动的影响，吉安各地积极开展新文化运动。1924年2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南昌

地委秘书曾弘毅（万安人）受组织的委托，借寒假返乡之机来到吉安。他在学习、传播马列主义

最活跃的省立七师吸收了七八位思想进步的青年学生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成立了中国社

会主义青年团吉安临时支部，由宋大勋负责。5月，成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吉安特别支部，次

年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吉安特别支部，宋大勋任书记。1926年1月22日，在上海念书的共

产党员罗石冰，受中共中央委派回到吉安，考察成立团地委事宜。3月下旬，将中国社会主义青

年团吉安特别支部升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吉安地方委员会，张世瞻任书记。罗石冰奉命负责成

立团地委的同时，对吉安的建党工作也进行了考察。按照“党团分化的原则”，将吉安团员中

的重要分子及到龄团员转为党员。1926年1月底，由郭化非、刘承休、谌光重等组成中共吉安小

组，郭化非负责。党小组设在省立第七师范，隶属于南昌支部。3月底，中国共产党吉安特别支

部成立，郭化非任书记。

中共吉安特支成立后，积极发展党员，到1926年4月党员达42人，占当时全省党员总数一半

以上。中共吉安党组织的建立，特别是中共吉安特别支部的建立，标志着吉安市人民革命斗争领

导核心的形成，从此，揭开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吉安人民革命斗争的序幕，成为吉安现代史上的一

概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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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大事。

1927年1月初，罗石冰根据中共中央汉口会议《浙鄂赣三省党务决议案》精神和中共江西区

委的决定，将中共吉安特别支部升为中共吉安地方执行委员会（简称吉安地委），罗石冰任书

记，地委下属组织除直属支部21个、特支1个、小组3个外，还有万安和安福2个县委，永新临时

县委及吉水区委。

吉安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为吉安大革命高潮的出现创造了组织条件和群众条件。

1927年10月，中共江西省委决定将全省划为赣东、赣西、赣南、赣北四个特区，分别建立中

共特委，以便加强各地武装暴动的领导，中共赣西特委由此产生。中共赣西特委成立后，在它所

辖的万安、泰和、遂川、吉安、永新、宁冈、安福、峡江、吉水、永丰等地，认真贯彻党的八七

会议精神和江西秋暴计划，领导万安暴动、延福暴动、东固暴动、泰和三十都暴动等斗争，创建

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东固革命根据地、延福革命根据地、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在此基础上发展

成为中央革命根据地和湘赣革命根据地。吉安经历了中央苏区奠基、初步创建、正式形成、鼎盛

发展逐步实现及游击战争六个阶段，是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红军长征后，曾山、谭余保分

别率领红军游击队留守苏区，坚持游击战争。其中，谭余保领导的湘赣边三年游击战争坚持三年

之久，保留了革命火种，迎来了全民抗战新局面。抗战时期，吉安成了大后方，抗日救亡出现新

高潮。解放战争，吉安儿女开展爱国民主运动，配合解放大军南下，革命的红旗重新飘扬在井冈

山上。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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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冈山市篇
Jinggangshanshi Pian

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是一块“浸透着烈士

鲜血的圣地”。 1927年10月至1930年2月，毛泽东、朱德、

陈毅、彭德怀、滕代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井冈山

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开辟了以“农村包围

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尤其

是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井冈山精神。江泽民

同志将它概括为24个字，即“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

是、敢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胜利”。迄今为止，井冈山

保存完好的革命旧址遗迹达62处，其中21处被列为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6处被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5处被

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井冈山市先后被命名为“江西社会

教育基地”“首批全国青少年革命传统教育十佳基地”“全

国优秀社会教育基地”“全国中小学百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

基地”“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先进单位”“全国优秀

旅游城市”“中国旅游胜地40佳”。井冈山市有开国将军1

人、井冈山籍革命烈士1364人。

井冈山市篇

毛泽东 朱德 陈毅 彭德怀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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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子清

袁文才在吉安农运学习班

袁文才 王佐

滕代远 王尔琢 谭震林 黄公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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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冈山市篇
Jinggangshanshi Pian

朱德用过的花机关枪王佐用过的石锁、青龙剑

朱德扁担 麻尾手榴弹

黄洋界保卫战用过的迫击炮

红旗插上井冈山

28团军号

工字银圆

赤卫队员赤脚与国民党短兵相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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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湘赣边界前委、特委旧址（茅坪攀龙书院）

中共井冈山前委旧址和毛泽东旧居位于井冈山市茨坪街道。

1927年10月，毛泽东同志率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来到茨坪，住在这栋房子里。

1928年11月6日，毛泽东、杨开明和谭震林等同志在此屋内主持召开了中共湘赣边界特委扩

大会议，根据中央同年6月4日来信的指示精神，重新组织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井冈山根据

地内党的最高指导机关——井冈山前委。毛泽东、朱德、谭震林、毛科文、宋乔生5人为委

员，进一步加强了党在边界的领导，使“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更加巩固和发展。

井冈山斗争时期，中共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前敌委员会和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会先后在茅

坪的攀龙书院三楼办公。毛泽东任前委书记，前委统辖特委和军委，是湘赣边界党的最高

领导机关，设有组织科、宣传科、秘书处、职工运动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等。特委下辖宁

冈、永新、遂川、莲花、酃县（今炎陵县）五县县委和茶陵特别区委，毛泽东、谭震林分

别担任第一届、第二届特委书记。1928年3月，前委曾因湘南特委的要求而取消，使边界一

度遭受损失，导致三月失败。4月底朱德、毛泽东两部会师后，再开始边界的割据。5月20

日成立边界特委，负责领导边界各项工作。11月2日，接到中央来信，特委于井冈山茨坪召

开扩大会议，11月6日重新组织了中共井冈山前委。 

        中共井冈山前委旧址和毛泽东旧居（茨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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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冈山市篇
Jinggangshanshi Pian

1928年7月，中共湘赣边界特委机关从茅坪迁到茨坪办公。1928年冬，特委在

此举办了党团政治训练班，分期分批组织根据地内党员、团员到训练班学习《共

产主义者须知》，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和文化知识。1929年1月底，在第三次反“会

剿”中，特委部分领导人被冲散。3月中旬，特委机关从茨坪先后迁入永新县的三

湾村和永新县城办公。到1930年2月，根据革命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共湘赣边

界特委同赣西、赣南两特委合并为赣西南特委。

古城会议旧址位于井冈山市古城镇，原为联奎书院。

1927年10月3日，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进驻古城，在联奎书院召开了历

时3天的前委扩大会议。与会人员有营以上党员干部和地方党组织负责人，共40余

人。会上传达了中央“八七”会议精神，总结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经验教训并重

点讨论了决定在罗霄山脉中段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决定，并制定“团结依靠袁文才，

改造争取王佐”的政策以及在茅坪安家。这次会议确定了在湘赣边界开展工农武装

割据的决策，为此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我党实现工作重心的转移奠定了基

础。       

1929年5月10日，湘赣边界特委第二届第四次执委会也在联奎书院召开。会议

全面分析了边界的政治、军事、土地等问题；根据前委来信的指示，介绍了东固根

据地的工作经验；制定了游击大纲，划分了游击范围；由于形势的发展，考虑到永

新有更广大群众基础的农村，会上还提出将边界的指挥中心由山上转移到山下。会

议增补了常委，改组了执委常委。这次会议是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会议，为湘赣革

命根据地的建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中国共产党湘赣边界特别委员会旧址（茨坪）

古城会议旧址（联奎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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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袁文才会见旧址位于井冈山市荷花乡大仓村。

1927年10月6日，中共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等一行7人，来到

位于古城和茅坪之间的大仓村，和原宁冈县的地方武装首领袁文才在林风和家第一次

会见。两人就工农革命军在茅坪安家建立后勤机构、共同开展湘赣边界工农武装割据

斗争、创建革命根据地等问题进行了长谈，形成了一致意见。毛泽东表示赠100支枪

给袁部发展武装力量，袁文才当场送了1000块银圆帮助工农革命军解决军需问题。

红军后方留守处、三县党组织联席会议旧址位于井冈山市茅坪乡象山庵。

1927年10月7日，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到达茅坪，在此设立了红军后方留

守处，管理红军医院、红军被服厂、红军修械所等机构，由余贲民同志负责。1927

年10月初，毛泽东在此主持召开了前委和宁冈、永新、莲花三县党组织负责人联席

会议，研究和部署了边界各县党组织重建的问题。毛泽东要求各县尽快重建党的组

织，积极开展工作，建立地方武装，发动群众打土豪、分浮财，开展农村游击暴

动，领导县内群众开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伟大斗争。象山庵会议是毛泽东创建井

冈山根据地的一次重要会议。井冈山会师后，红四军机炮连、湘赣边界特委机关印

刷厂均设于此。湘赣边界第一期党团训练班也在此举办。

毛泽东与袁文才会见旧址

红军后方留守处、三县党组织联席会议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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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冈山市篇
Jinggangshanshi Pian

步云山红军练兵场旧址位于井冈山市茅坪乡步云山。

1927年10月上旬，中共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前委应原宁冈县地方武装首领袁文

才的要求，毛泽东派游雪臣、徐彦刚、陈伯均等同志在茅坪步云山帮助袁文才部

队进行练兵活动。部队就在白云寺前的草坪和收割庄稼后的大丘田里进行操练，

毛泽东多次亲临讲课。经过3个月的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大大提高了这支农民

地方武装的政治水平和军事素质，1928年2月该部队升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

一师第二团。此后步云山成为红军练兵的主要基地。

荆竹山雷打石——红军宣布三项纪律旧址位于井冈山市荆竹山村。

1927年10月23日，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到达荆竹山，10月24日清晨，毛泽

东站在这块石头上向部队介绍王佐和井冈山上的基本情况，强调部队一定要和山上

的群众搞好关系，并要求部队必须做到：一、行动要听指挥；二、不拿群众一个番

薯；三、打土豪要归公。首次对部队宣布了工农革命军的“三项纪律”。随后，部

队经双马石进驻大井村。

步云山红军练兵场旧址

荆竹山雷打石——红军宣布三项纪律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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