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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同志关于中央革命根据地

“苏区精神”的重要讲话

“以坚定信念、 求真务实、 一心为民、 清正

廉洁、 艰苦奋斗、 争创一流、 无私奉献等为主要

内涵的苏区精神” 显示了苏区时期的特色和个性，

是中国共产党人政治本色和精神特质的集中体现，

是中华民族精神新的升华， 也是我们今天正在建

设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来源。

苏区精神既是井冈山精神的继承和发扬， 又

是长征精神、 延安精神的重要来源， 具有承先启

后、 继往开来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是我们党的宝

贵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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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君多采撷
———《纵论红都》 序

钟 炳 明

国学大师陈鼓应先生曾把 《老子》 形容为一口井， 只要放下

水桶总能打一桶上来， 而且水是打不完的。 我觉得中央苏区的历

史亦是如此。 在短短五年零八个月的时间里，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十几万钢铁般的红军将士与淳朴善良的苏区人民， 共同演绎了一

段波澜壮阔的光辉岁月。 无数往事值得我们后人追忆与梳理， 只

要用心挖掘、 整理， 不论从哪个角度出发， 都能获得丰硕成果。

年近八旬的原瑞金市委党校区级理论教员刘萍同志， 就是一

个喜欢拿着 “水桶” 放到苏区历史这口井里的人。 刘老并非史学

科班出身， 他从 1982 年才开始系统研究苏区历史并撰写相关文
章。 如今， 他把三十年来所写的一些文章结集成书， 定名为 《纵

论红都》。 刘老这种至老愈健、 志远弥坚的精神， 深受我们钦佩，

值得我们学习。

作为在赣南工作的一名干部， 我一直在努力学习中央苏区历

史， 阅研了许多史料。 读完刘老的 《纵论红都》， 感到这本书与其

他有关书籍相比， 确实有其独特之处：

一是情意笃。刘老是土生土长的红都儿女， 而且几乎与中华

苏维埃共和国同龄， 他的身边多是苏区岁月的亲历者和见证者，

经常耳濡目染， 这就使他对苏区历史的认识更直观、 更深刻、 更

有感情。 正是这种对苏区历史的深厚感情， 使他的文章有了灵魂

和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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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视角新。史学大家钱穆先生讲： “凡治史有两端， 一曰求

其异， 一曰求其同。” 所谓求异， 就是 “治史不必先抱一门户立场

之见”， 就是要善于从不同角度审阅历史。 刘老的很多研究历史的

文章， 视角非常新颖。 比如， 他根据国民党编写的 《瑞金县志》，

从大量攻击、 谩骂、 诋毁、 丑化的文字中摘出对党和红军在瑞金

五年多重要经历中较为客观中肯的记述材料。 自己说好话难免有

自我吹捧之嫌， 对手说好话就很不容易， 可信度必然更高。

三是史料精。著名学者陈从周教授说: “治史贵有史料， 史料

无之， 则史论焉从？” 《纵论红都》 一书是建立在精全的史料基础

上的， 既参考了权威的党史资料， 也独辟蹊径地挖掘了一些史料，

还体现了许多亲历者的观点， 使文章独而不离本， 特而不失实。

苏区历史及苏区精神是瑞金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越咀嚼越有

味， 越挖掘越精深， 仁者见之谓之仁， 智者见之谓之智， 还需要

我们从不同的角度予以整理、 研究。 愿刘萍同志老当益壮， 为苏

区历史研究再立新功， 也希望更多的有志之士参与到苏区历史的

研究中来， 辛勤采撷， 不懈求索， 将苏区精神发扬光大。

（作者系中共赣州市委常委、瑞金市委书记、中国共产党十
八届党代会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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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持彩练当空舞
———评 《纵论红都》

陈 建 荣

刘萍同志把几十年来对红都瑞金历史的研究成果集结成
册， 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书的名字叫 《纵论红都》， 毫无疑问， 这是一本以红都瑞
金的革命史为研究对象的著作。 在 80 多年前那段波澜壮阔、
风雷激荡的岁月里， 我们党在江西瑞金这片红土地上留下了光
辉足迹， 书写了雄壮史诗， 铸就了以坚定信念、 求真务实、 一
心为民、 清正廉洁、 艰苦奋斗、 争创一流、 无私奉献等为主要
内涵的苏区精神。 要把红都瑞金这个 “精神富矿” 挖掘好， 把
中央苏区这段革命历史展示好， 其实并不容易。 仔细阅读这本
书， 我感到， 这是一部论述红都历史的厚重著作， 是一本弘扬
苏区精神的生动教材， 是一个展示瑞金形象的重要载体。

具体说来， 该书有以下三个鲜明的特点：
一是史论结合， 以论提升。 写文章也好， 著书也罢， 首先

要做的， 就是占有大量的第一手材料。 只有在占有材料和分析
材料的基础上， 才能展开论述， 所论观点才能有的放矢。 刘老
凭借 “近水楼台先得月” 的地利优势， 在材料的搜集和利用上
下足了功夫。 书中引用的史料， 不仅有 《毛泽东选集》、 《中
央苏区史》、 《中共党史简明读本》 等中央文献， 而且有 《瑞
金县志》、 《瑞金文史资料》、 《赣南人民革命史》 等地方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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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 不仅有当年我们党在红都瑞金所办的各种报刊资料， 而且
有众多当年红都历史的亲历者、 见证者、 参与者的回忆文章。
更为可贵的是， 刘老既立足史料， 又跳出史料， 以史立论， 以
论提升， 提出了许多独到的新观点。 比如， 刘老提出， “瑞金
游击战争远不止 3年， 而是 12 年”； “在中央苏区时期， 瑞金
人口损失是 71100人， 而不是 32963人” 等。

二是正反结合， 以奇制胜。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 事物总
是有两面性。 全面看， 有两面； 两面看， 才全面。 为了更加全
面地论述我们党在中央苏区执政的经验和启示， 刘老不仅引用
了 《中央苏区史》 等大量正面材料， 而且找来国民党编辑的
《民国·瑞金县志·中央据境纪实》 等反面材料， 以此了解当时
的国民党反动统治者对中央红军的评价。 刘老惊喜地发现， 在
这一反面材料中， 除了大量攻击、 谩骂、 诋毁、 丑化的文字
外， 还有不少 “客观描述”， 从中可以揭示我们党和中央红军
之所以 “得人心” 的经验和启示。

三是情理结合， 以理服人。 在刘老的著作中， 字里行间总
是透露出他对党的热爱之情， 对红都瑞金的热爱之情。 为什么
对我们党爱得热切?这是因为刘老 18 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作为一名年届八旬的老党员， 受党教育几十年， 从事党的理论
教育工作几十年， 他从党的历史中汲取营养， 又把毕生的精力
献给党。 为什么对瑞金这片土地爱得深沉?这是因为他是土生
土长的红都儿女， 而且几乎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同龄。 瑞金人
研究瑞金人物， 家乡人论述家乡历史， 这不仅是一种感情使
然， 更是一种责任担当。 作为一名瑞金人， 我对刘老的担当精
神感到由衷的敬佩。 当然， 刘老并没有停留在 “抒情” 的层
面， 而是更注重说理， 以理服人。 比如， 刘老对中央苏区的思
想政治工作、 统战工作、 群众工作、 作风建设及苏区精神等问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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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进行了详尽论述和深入探讨。
历史是多彩的，而研究历史是件枯燥的事情，需要付出艰

辛的汗水。“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刘老就是
这样一位孜孜不倦的舞者，他手持历史的“彩练”而舞，舞得
独特，舞得精彩，舞出了红都人的精、气、神。

（作者： 陈建荣， 江西瑞金人， 现为 《江西日报》 首席评
论员、 主任编辑。 先后撰写评论 300 多篇， 获各类新闻奖 30
余项。 其中， 江西新闻奖一等奖 1 项、 江西优秀新闻奖 1 项、
全国省市区党报新闻奖一等奖 1 项、 江西报刊新闻奖一等奖 5
项。 2012 年底， 被确定为全省宣传文化系统 “四个一批” 人
才。）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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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在于人民、历史和科学发展的检验
———独特视角的《纵论红都》

（自序）

改革开放的 30 多年以来， 我以工作、 地域、 兴趣爱好和
研究成果等关系， 前后参加了数十次社会科学方面的学术讨论
会， 其中有 “国际级” 的老年学学术讨论会、 “国家级” 的关
于中央苏区的学术讨论会； “省级、 地级、 县级” 的多种多样
的学术讨论会。 至今尚有文字可查的就有 30 多篇论文， 共计
20多万字。

本书选取的只有 18 篇约 12 万字 （绝大多数都是在高层或
最高层的 “学术讨论会” 或报刊上正式发表， 并已产生相当影
响和取得相应荣誉的文章）。 笔者完全相信， 这些作品不仅经
得起人民和历史的检验， 经得起科学发展的检验， 经得起时代
高度的检验， 而且在历史长河中飘浮得愈久就可能变得愈有
“资政育人” 的价值。 其原因是， 本书的各篇文章都是有感而
发， 其立论布局、 论点论据、 叙事脉络和环境氛围等方面， 都
有下面所述的独特视角：

一、 更多地体现了 “平民”、 “史民” 的视角。 不绝对服
从任何的 “标准答案”， 不预先取得权力部门的首肯， 也不完
全是 “以成败论英雄”， 而是更多地歌颂底层人民在艰危面前
顽强拼搏的高尚精神、 意愿和宗旨， 坚信 “历史是绝大多数人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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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创造的”。
二、 更多地体现中央苏区各种类型的亲历者、 见证者、 参

加者、 大小 “为头者” 的 “老者视角”。 他们多是 “积 40 年之
经验”， “积 50 年之经验”， “积 60 年之经验”， 甚至 “积 70
年之经验” 的 “老者、 贤者、 智者、 勇者” 和更为实话实说的
老实人。 可以这样说， 整个 “中央苏区史 ”， 甚至整个 “党
史” 、 “国史” 多是用他们的智慧、 血汗、 血泪， 甚至是生命写
成的。 实践证明， 这些老同志是最了解过去和对未来最敢并最
能提出中肯意见的人。

三、 更多地直面真正的事实。 极力地按照历史的本来面貌
去还原历史， 不任意裁剪事实真相， 更不任意篡改和歪曲事实
真相。 笔者认为， 只有真正地时时、 事事、 处处都忠实于事
实， 才能真正忠实于真理， 忠实于人民， 忠实于子孙后代和忠
实于道德、 原则和信仰。

四、 更多地 “史论结合”， 并 “以论为主”。 使 “史” 更能
起到 “简明扼要”、 “画龙点睛”、 “一目了然” 的作用。

五、 更多地体现“科学发展”和“咨政育人”的视角。 尽力在
历史的原貌和历史变化的实际脉络以及历史的偶然性和必然
性， 真实性和逻辑性， 现实性和前瞻性上下功夫； 尽力站在历
史的高度、科学的高度去论述历史；尽力做到党的立场和科学立
场的统一，党情国情和普世价值的统一，咨政和育人的统一。

以上五方面独特视角的 “代表作” 是 《“苏区干部好作风”
的原因探究及现实思考》。 此文在入选、 参加 2001 年的 “纪念
中国革命根据地创建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 的全
国学术讨论会后， 紧接着就入选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发行的
《走向未来启示录———中国新时期人文科学优秀成果精选》 中
的 “干部队伍建设” 专章， 并成为二十六篇论文中的首篇。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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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质上是成了 “精选” 中的精选。
笔者完全相信， 此书的出版发行一定能在增强革命传统教

育方面和弘扬苏区精神方面， 比如 “坚定信仰、 求真务实、 一
心为民、 清正廉洁、 艰苦奋斗、 争创一流、 无私奉献” 方面，
在 “学习和发扬苏区精神中的 ‘骨气、 志气、 勇气、 才气和正
气’” 方面， 起到应有的作用。

现在， 全国的红色旅游， 尤其是到 “红都瑞金” 来的红色
旅游已经十分火热， 每年都有数十万人次的红色旅游者来瑞金
参观旅游或考察， 尤其是到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诞生地” 的叶坪旧居旧址群和 “二苏大” 沙洲坝的旧居旧址群
来参观旅游和考察。 对此， 我儿子刘小武、 儿媳赖瑞英在叶坪
旧居旧址群正对面投资百万元开设的叶坪 “红旅农家乐度假酒
店” （拥有 14 间标准客房住宿， 拥有能同时接待 100 位以上
客人用餐， 年接待能力超 10 万人次的八个豪华包厢） 的火热，
以及旅游客人经常询问苏区情况和想要苏区资料的火热， 就很
能说明问题。

本书是 “供众多的党史专家们参考， 供千百万红色旅游者
品味” 的专集。 笔者深信， 此书一定能在时代潮流的推动下，
成为既唱响 “红都瑞金”， 又提升 “红都瑞金” 的旅游品位，
并成为红色旅游者喜爱的畅销书。

在此需要说明的是， 《纵论红都》 写成和正式发表的时间
相隔相当长 （从 1982 年至 2012 年）， 其独立成篇时所引用的
史料和评述难免会有些重复， 也难免会受到一些时代、 环境和
方针政策的影响。 为了保持原貌， 为了做到不 “文过饰非”，
在收录本书时， 一律不作变动。 对此， 敬请读者予以理解。

刘 萍
2013年 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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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动细致 灵活多样
———中央苏区的思想政治工作

中央苏区的思想政治工作， 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有关原理，
吸取了苏联早期有关思想政治工作的经验， 也继承和发扬了我
国历史上的 “心战为上， 兵战为下” 、 “攻心为上， 攻城为下”
和 “强调教化”、 “重视人和” 的思想， 确实是搞得生动活泼、
十分出色的， 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 其主要之点是：

一、 苏区党的组织， 十分重视思想政治工作， 并充分发挥
它的威力。

1929年 1月， 红军进入瑞金， 从军事力量来说， 当时是十
分弱小的。 但是， 这个 “星星之火”， 很快就发展成了燎原之
势： 红军由 “兵枪不满千”， 发展壮大成了拥有近十万正规军
的强大力量； 共产党由没有巩固的根据地， 很快拥有了几万平
方公里土地和几百万人口的广阔苏区； 人民由不掌握政权， 很
快就建立了包括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在内的各级政权。 这
些翻天覆地的变化， 靠的是什么呢？ 当然， 主要是靠武装斗争
的胜利， 但思想政治工作的成功， 也是很重要的因素。 伪 《瑞
金县志》 在 《中共据境纪实》 一章中， 总结性地描绘说： “朱
德、 毛泽东自井冈山南窜时， 兵枪不满千”， “窃据瑞金”，
“进行共产宣传， 赤化教育”， “民众被其煽惑者日众”， “党
羽日夥 ”， “赤氛四起 ”， 不仅 “当地自卫团多不敢相抗 ”，
“中央以数十万大军， 围剿数年， 始告克复”， “乃亘古未有”。
在这里， 县志就明显地把这个 “亘古未有” 的奇迹， 归结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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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宣传” 和 “赤化教育” 的结果。 假如没有以 “共产宣传”
为核心的 “赤化教育”， 就不可能取得这样大的成果。 这里，
国民党的所谓 “围剿数年， 始告克复”， 并不是真正的 “克
复”， 而是共产党自己犯了 “左” 倾教条主义错误， 使红军转
入二万五千里长征。

二、 苏区思想政治工作为党的政治任务的实行提供可靠的
保证。

那时， 党的中心任务是： “动员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
以革命战争打倒帝国主义和国民党， 把革命发展到全国去， 把
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 （《毛泽东选集》 第一卷第 122 页） 根
据这个中心任务， 中央苏区的 《教育法规》 明确规定， 思想政
治文化教育的总方针： “在于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广大的劳动
民众； 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 在于使广
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 明确规定， 思想政治
文化教育的目的是： “为着革命战争的胜利， 为着苏维埃政权
的巩固与发展， 为着动员群众的一切力量加入伟大的革命战
争， 为着创造革命的新后代。” 这样的规定， 就很好地体现了
当时党的政治任务， 做到了为当时的党的政治任务服务。 当
然， 在为党的政治任务服务和对政治任务的完成提供保证方
面， 其内容还要具体化， 当时提出的主要内容是：

“农友们！ 起来！ 抗租抗债！ 打土豪！ 分田地！ 实行耕者
有其田！”

“工人们！ 起来！ 反对工头虐待学徒！ 要求增加工资！ 改
良待遇！ 减少工作时间！ 实行八小时工作制！”

“妇女们！ 起来！ 反对家婆和丈夫的虐待！ 反对买卖婚
姻！ 反对封建压迫！ 实行婚姻自由！ 实行男女平权！”

“学生们！ 起来！ 帮助红军！ 消灭军阀混战！ 打倒贪官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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吏！ 推翻国民政府！”
“士兵们！ 起来！ 要求发清欠饷！ 实行军事暴动！ 投诚到

红军中来！ 红军中官、 兵、 ?生活一样！”
这种生动具体的政治宣传， 句句都体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

益，说到人民群众的心坎上，符合人民群众的愿望，效果非常好。
三、 苏区思想政治工作有多种形式的密切配合， 各种形式

都发挥自己的特长， 都起了很好的作用。
中央苏区思想政治教育的形式， 由于条件的限制， 既没有

电影、电视，也没有有线广播，但在条件允许下的形式仍然不少。
在报纸、 杂志方面， 中央苏区有： 《红色中华》、 《青年

实话》、 《红星报》、 《战斗》、 《实话》、 《斗争报》、 《党的
建设》、 《中华苏维埃周报》、 《苏维埃》、 《火线》、 《捷报》、
《红旗》、 《红色江西》、 《前线》、 《省委通讯》、 《普通工
人》、 《火炉》 等， 这些定期或不定期的刊物， 每月至少发行
十万多份。

在文娱戏剧方面， 中央苏区有工农剧社和俱乐部 1656 个，
从事戏剧和文娱宣传的人数有五万多人。 在工农剧社和俱乐部
的带动下， 唱革命歌曲的热潮十分动人。 当时， 几乎人人都会
唱 《国际歌》、 《红军歌》、 《纪念列宁歌》、 《十送郎》、 《十
劝妹》、 《革命道路要认清》、 《十骂反革命》、 《工农暴动
歌》、 《工农兵联合歌》、 《红军游击队歌》、 《告白军士兵
歌》、 《抗日反帝歌》、 《好花一朵满园香》 等。 通过文娱宣传
和唱革命歌曲， 使党的各项方针、 政策在群众中潜移默化、 深
入人心。

除上述形式外， 还有 “黑板报”、 “列宁室”、 “报告会”
和 “个别谈心” 等。 这些思想政治教育的形式各自发挥特长，
起了很好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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