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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山，山。 山是力量的象征，是仁者的向往。

2003年 5月 21日，当中国登山队员又一次登

上珠穆朗玛峰时，人们再次为之惊叹感慨，同时也

引起了一番思索：中华民族从孱弱走向强盛，从平

凡走向崇高，动力来自哪里？

江西 60％的面积是山。 井冈山，被誉为“天下

第一山”。 它是一座血性的山、灵性的山、理性的

山、精神的山。 无论是战功赫赫的将军，还是普普

通通的百姓， 都在一次又一次地亲近和攀登这座

永恒的山峰———精神上的喜马拉雅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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巍巍井冈



仿佛就在昨天，毛泽东、朱德等缔造共和国的伟人们，从这里

走出去，又不约而同地走回来，在五百里井冈山的大舞台上，为辉

煌的历史造型。 这些坐也生威、站也生威，蹲也生风、卧也生风的

先驱者，定格在时代的瞳仁里，飘洒在历史的烟云中。 就是他们，

用青春热血、思想智慧，浇灌创造出了伟大的井冈山精神。

76年前，一个 34 岁的湘中汉子带领一群血性儿男，沿着崎岖

坎坷的小道走上井冈山。 绝望后的希望从这里走来；困境中的信

念从这里走来；黎明前的光明从这里走来。 毛泽东来到袁文才、王

佐的“马刀队”，那口浓浓的湘音，把一个个革命的道理讲得山也

动容水也动情。 朱德、陈毅来了，彭德怀来了，工农武装啸傲井冈。

这里成了红军的故乡，从此开辟了中国第一个红色革命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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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冈山五指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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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洋界，当年是“报道敌军宵遁”的战场，也是

培育井冈山精神的沃土。 腥风血雨中点燃星星之

火，岩缝挤压里崛起红色力量。星星之火，终成燎原

之势。红色力量，将一个民族的骄傲与自豪，写在雄

伟的天安门城楼上。

这是一块被硝烟熏烤、 被鲜血浸染的红土地。

只要我们投下理性的目光，就不难发现，这里的每

一根小草，都有一束红旗的思维；每一粒石子，都有

一句钢枪的誓言；每一朵杜鹃，都有一个悲壮的故

事；每一棵水杉，都有一个动人的传说；每一条小

径，都有一首血染的诗篇。这里，注定是探幽访秘的

政治、历史和文化的课堂。

今天，每一座城市的霓虹灯，都散发着八角帽

上红星释放的热能； 每一条高速公路的斑马线，都

仿佛是一双双草鞋的印痕；每一项改革与创新的实

践，都犹如井冈山精神的闪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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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冈山雕塑园，一座座革命先烈的塑像栩栩如生

黄洋界



那漫山遍野的红杜鹃，是革命先烈的鲜血

染成，是井冈山精神的化身，是红土地巨变的

缩影。 那海一般盛开的杜鹃花，火了井冈上下，

红了赣江两岸。 全省各地，你追我赶，奋力争

先，在推进工业化、城市化、农业产业化良性互

动中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各项事业和人的精

神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江西人正在塑造

“求新思变、开明开放、诚实守信、善谋实干”的

新形象。

井冈日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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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冈杜鹃



有人说，井冈如圣，黄山如仙，峨眉如佛，华山

如侠，而庐山则如诗翁。五老峰沐浴着文风诗雨，在

悠悠的岁月中沉思。 千百年来，何止五老，你看，谢

灵运、陶渊明、李白、白居易、欧阳修、苏东坡、陆游、

唐寅……他们接踵而至， 把诗文的花雨播撒匡庐，

在花径草亭、松林石屋，留下一串串带着诗韵的足

迹。

庐山在烽火连天的年月曾经是蒋介石的 “夏

都”，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曾在这里召开过三次

重要会议，有人便将庐山称为政治山。然而，它更是

一座诗化的山，一座道化的山，一座开化的山。

它像一部厚重的文化史，展示中国漫长的文化

进程。 两千多年前，自从司马迁“南登庐山，观禹疏

九江”，并记之于《史记》之后，这座山就开始了它的

文化塑造。 1896年，自从英国传教士李德立第一个

进入庐山开山建房并不断引进其他洋人之后，从某

种意义上讲， 庐山便成为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名

山。据统计，庐山有典籍 200多部，文人墨客留下诗

词 3700余首。西晋南北朝时期，佛学宗师慧远和道

学宗师陆修静先后在庐山研修和弘教，他们驻足的

东林寺和简寂观，成了此后中国文化的两个重要的

精神栖息点。慧远、陶渊明、陆修静曾在这里流传过

“虎溪三笑”的千古佳话，哲人诗客在此结下了千年

文化情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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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山含鄱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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