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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井冈山，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朱德称之为
“天下第一山”。在两年零四个月的短暂时空内，朱毛红军浴血井冈，演

绎了一幕幕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铸造了共产党人永远的精神家

园。

到井冈山来的人常常会问:朱毛红军是在什么情况下上井冈山的?

他们在井冈山做了些什么? 他们为什么要离开井冈山? 井冈山精神的

时代意义和当代价值是什么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从事领导管理工作

的人，还希望从井冈山斗争历史中读出其蕴含的政治谋略、抉择智慧和

领导艺术。

基于上述考虑，本书在编撰中没有采取一般史书的写作范式，而以

专题形式，精选“引兵井冈”、“三湾改编”、“不战而屈人”、“黄洋界上炮

声隆”、“分田分地真忙”、“虎落平阳被犬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

“厉行洗党”、“七大风波”、“治军必先治校”、“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等 11 个专题。这些专题，内容涵盖井冈山斗争全过程和政治、军事、经

济、社会、党建、理论、教育等方面，均为井冈山斗争中最具经典意义的史

事。每个专题又分为史、论两部分，即在介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评析其

领导方略，做到有史有论，论从史出，史论结合。考虑到历史顺序与逻辑

顺序的一致性，本书着重讲述井冈山斗争时期的历史，但有些问题如土

地革命、党的建设、干部教育、社会调查等，适当延伸至中央苏区时期。

总之，正确地反映井冈山斗争历史，以有限的篇幅承载较多的内容，引发
1



更多联系实际的思考和探讨。

红色史事，经略井冈。井冈山是一部大书。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

是改革开放以来，有关井冈山的旅游、研究、宣传不断加强，各种资料汇

编、口述历史、简史、全史、专史、红色故事和人物传记等成果迭出。本书

坚持从事实出发，尽可能地引用历史文献资料和井冈山斗争亲历者的回

忆资料，在详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从大量历史事实中形成观点，同时汲

取诸家之长，力求做到叙述时尊重历史事实，评析中不乏个人见解。

为方便读者在阅读中对井冈山斗争历史有整体纵向的了解，为深入

学习研究提供线索，特附上“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斗争大事记”，以备查

阅。

2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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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一、引兵井冈
———开辟中国特色革命道路

的伟大战略创新

军叫工农革命，

旗号镰刀斧头。

匡庐一带不停留，

要向潇湘直进。

地主重重压迫，

农民个个同仇。

秋收时节暮云愁，

霹雳一声暴动。

这是毛泽东写的《西江月·秋收起义》词。1927 年秋收时节，

毛泽东根据中共中央和湖南省委的决定，以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

员会书记的身份，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在这次起义中，毛泽东

首次打出了工农武装革命的旗号，在起义遭受严重挫折、原定夺取

长沙的目标无法实现时，当机立断，改变部署，引兵井冈。这一伟

大战略创新，标志着中国革命从此走上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

取政权的崭新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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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从秋收起义到引兵井冈

1． 秋收起义的发动

1927 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国内政治形势陡然逆转，轰轰

烈烈的中国大革命中途夭折，原来生气勃勃的中国南部陷入一片腥风血雨

之中。

面对反动派要将革命者斩尽杀绝的屠杀政策，年青的中国共产党遭受

到它成立以来最严峻的考验。他们继续高举革命的大旗，进行武装抵抗。

1927 年 8 月 1 日爆发的南昌起义，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极端危急的情况

下，为了挽救革命而打响的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南昌起义后的第六天，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即八

七会议。会议着重批评了陈独秀的错误，选出了新的中央临时政治局，毛

泽东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为处于

严重危机中的中国共产党指出了继续斗争的目标，会议号召全体共产党员

和人民群众继续进行革命战斗，并且决定派遣坚强的、有斗争经验的干部

到各主要省区去，恢复和整顿党的组织，组织和领导农民起义。中国革命

从此开始了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

在八七会议上，毛泽东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提出“从前我们骂中山

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唐都是

拿枪杆子起的，我们独不管。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比如秋

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强

起来注意此问题。湖南这次失败，可说完全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以后要

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① 毛泽东的话，实事求是，切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文集》( 第一卷) ，军事科
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4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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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时弊，特别是“以后要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著名

论断，闪烁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光辉。中国革命正是在这个思想的指

导下，才不断地反败为胜，反弱为强，走向复兴和胜利的。

在八七会议上，中共中央再次作出了秋收暴动的决策。此前，8 月 3

日，中共中央在决定举行南昌起义的同时，就决定在工农运动基础较好的

湘、鄂、粤、赣四省发动农民秋收起义，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湘鄂粤赣四省

农民秋收暴动大纲》。八七会议通过了《最近农民斗争的决议案》，再次强

调指出:“共产党现时最主要的任务是有系统的有计划的尽可能在广大区

域中准备农民的总暴动”，对在各地举行秋收暴动进行了部署。

八七会议后，毛泽东作为中央特派员，受命改组湖南省委并筹备秋收

起义。

改组后的湖南省委会议，着重讨论了贯彻八七会议精神，部署暴动问

题和土地问题。毛泽东参加了会议，并对这两个问题都发表了重要的意

见。对暴动问题，他主张:“要发动暴动，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有

一个军事的帮助。”“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六十的

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子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对土地问题，

他认为:“单只没收大地主的土地，不能满足农民的要求和需要。要能全部

抓着农民，必须没收地主的土地交给农民。”①

中共湖南省委讨论确定秋收暴动计划，并成立中共湖南省秋收起义前

敌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书记。他们在起义初期的指导思想仍没有跳出旧的

路子:虽然提出这项起义是“发展土地革命”，“主要战斗者是工农”，但具体

目标并不是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仍是要进攻并夺取湖南省会长沙这样的

中心城市。但这时全国革命形势已走向低潮，国民党当局的力量在各地都

大大超过革命力量，并且实行残酷的白色恐怖。从湘赣边界来说，群众没

有充分发动起来，攻占长沙的计划实际上是无法实现的。

8 月 30 日中共湖南省委会议结束后，毛泽东肩负组织秋收暴动的重

① 《彭公达同志关于湖南秋收暴动经过的报告》，1927 年 10 月 8 日，见《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 上)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29、2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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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当晚从长沙出发，乘火车抵达株洲，随即前往江西安源。

9 月初，毛泽东在安源张家湾工人实习学校主持召开部署秋收起义的

军事会议。到会的有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安源市委书记蔡以忱、安源市

委委员宁迪卿、安源市委委员兼宣传部长杨骏、安福县农军负责人王兴亚

等。毛泽东在会上传达了八七会议的精神，以及湖南省委改组，他自己回

湘、秋收暴动的决定和暴动准备情况。

会议经过讨论，确定了湘赣边秋收起义的编制，部署了起义的进军路

线。决定参加起义的武装力量组建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余

洒度，副师长余贲民，参谋长钟文璋，下辖三个团。第一团驻在修水，以卢

德铭警卫团为骨干，由平江工农义勇军和崇阳、通城农民自卫军组成，团长

钟文璋( 兼) ，计 2000 余人;第二团驻在安源，由安源工人纠察队、安源矿警

队和安福、永新、莲花、萍乡、醴陵等县部分农民自卫军组成，团长王兴亚，

计 1600 余人;第三团驻在铜鼓，以浏阳工农义勇队和警卫团一个营组成，团

长苏先俊，计 1600 人。共产党员卢德铭从汉口回部队后任起义军总指挥。

全师共计 5000 余人。

会议确定起义部队分三路向长沙进攻: 第一路( 第二团) 进攻萍乡与醴

陵，向长沙取包围形势，但不能放弃萍乡、安源，以防敌人断绝自己的退路，

同时要株洲区委发动株洲工人扰乱敌人后方，配合醴陵农民暴动; 第二路

( 第一团) 从修水向平江进攻，并发动平江农民在全县暴动，夺取平江后再

向长沙推进;第三路( 第三团) 由铜鼓向浏阳进攻，并发动浏阳农民在四乡

暴动，直逼长沙。

会上，正式组成以毛泽东为书记、以各路军主要负责人为委员的中共

湖南省秋收起义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

在这次会上，毛泽东通过王兴亚的介绍，对井冈山有了初步了解。王

兴亚曾任赣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他在会议上介绍了安福、莲花、永新、宁

冈四县农军的状况，以及在 1927 年 7 月间攻打永新县城的经过。他还向毛

泽东建议:如果起义失败，可投奔我的朋友袁文才、王佐，他们在宁冈、遂川

均保存有枪支人马。王兴亚的介绍和建议，对毛泽东在秋收起义失利后引

兵井冈的抉择，起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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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源张家湾军事会议，是一次贯彻落实中央八七会议和湖南省委会议

精神，具体部署湘赣边秋收起义行动计划的极为重要的会议，也是毛泽东

独立主持和领导中国革命武装斗争的起点。安源张家湾军事会议后，毛泽

东即写信将情况报告湖南省委。

9 月 5 日，湖南省委收到毛泽东安源来信，随即作出决定，于 9 月 8 日

发出《中共湖南省委关于夺取长沙的命令》: “令各地赶紧动员，限于本月

16 日会师长沙，夺取省城，建立中国革命委员会湖南分会。”“鄂南决于 9

日发动，安源决于 11 日发动，自岳至长至株铁道 9 日起破坏，各县农运亦应

特别加紧工作，限于 11 日齐起发动。”

9 月 6 日，毛泽东得知中共湖南省委常委关于秋收暴动日期的决定后，

立即以前敌委员会书记的名义向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三个团下达秋收起义

的行动部署，要他们积极做好暴动准备。在安源工作安排就绪后，毛泽东

即同潘心源等从安源出发，急赴铜鼓第三团驻地领导起义。

从安源到铜鼓的路程有 200 多里。正当这位前委书记风风火火赶往目

的地时，却在浏阳的张家坊被地主武装团防队抓住。所幸毛泽东在铜鼓排

埠镇月形湾机智脱险。

1936 年，毛泽东同来访的美国记者斯诺回忆了那次遇险的情况:

当我正在组织军队而仆仆往返于安源矿工及农民军之间时，我被几个

民团捕获。那时常有大批赤化嫌疑犯被枪毙。他们命令将我解到民团总

部，要在那里杀死我。不过，我曾向一个同志借了几十块钱，我想用它贿赂

护送兵来放掉我。那些士兵都是雇佣的兵，他们并没有特殊的兴趣看我被

杀，所以他们同意释放我。但是那个解送我的副官不肯答应，因此我决定

还是逃走，但是一直到我距民团总部二百米的地方才有机会。在这个地

点，我挣脱了，跑到田野里去。我逃到一块高地，在一个池塘的上面，四周

都是很长的草，我就躲在那里一直到日落。士兵们追赶我并且强迫几个农

民一同搜寻。好几次，他们走到非常近的地方，有一两次近得我几乎可以

碰到他们，可是不知怎样地没有发现我，虽然有七八次我抛却希望，觉得一

定再要被捕了。最后，到了薄暮的时候，他们不搜寻了。我立即爬越山岭，

走了整夜。我没有鞋子，我的脚伤得很厉害。在路上我碰到一个农民，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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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我很要好，给我住宿，随后又领我到邻县去。我身上还有七块钱，拿它来

买了一双鞋子、一把伞和食物。当我最后安抵农民自卫军的时候，我的衣

袋中只有两个铜元了。①

9 月 10 日，正是农历中秋节。毛泽东到达铜鼓，在县城萧家祠会见第

三团负责人苏先俊、张启龙等人，随即召开第三团干部会议，传达党中央八

七会议精神和湖南省委改组情况，阐明目前湘赣边的形势和党的任务。最

后，毛泽东以前敌委员会书记的名义宣布:立即举行湘赣边界秋收暴动，用

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武装。

2． 文家市退兵

“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随着中共湖南省委的一声总攻令，

分处修水、安源、铜鼓三地的暴动队伍沸腾了。起义前夕，一面工农革命军

第一军第一师的军旗亦由何长工、杨立三设计、制作出来了。

9 月 9 日，起义总指挥卢德铭在修水县城向起义部队授旗，湘赣边秋收

起义胜利爆发了。起义像春雷震撼着万里长空，似狂飙席卷湘赣大地。

起义从破坏铁路开始。当日，长沙的铁路工人和沿线农民，开始破坏

岳阳至黄沙街、长河至株洲两段铁路，切断了敌人的交通运输。

同一天，一团从修水县出发，向平修交界的渣津、马幻一带进发。第二

天向平江进攻，占领了平江龙门厂。当一团乘胜向金坪挺进时，敌唐生智

增兵一团，进行阻击，新编第四团邱国轩部乘机叛变，向一团发起突然袭

击，致使一团腹背受敌，遭受较大损失，被迫撤出战斗。

10 日夜，二团向萍乡发起进攻，因强敌防守，攻城未克，改攻老关，消灭

敌人一个班。12 日，攻克醴陵县城。第二天成立了县革命委员会，恢复了

县总工会和县农民协会。由于敌人反攻，二团主动撤出县城，开往浏阳。

15 日，占领浏阳县城，打开监狱，救出了被捕同志数百人。但是，由于团长

王兴亚指挥失当，17 日遭优势敌军袭击，部队在突围中蒙受重大损失，王兴

① ［美］埃德加·斯诺笔录，汪衡译:《毛泽东自传》，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44 ～ 4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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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牺牲。

9 月 11 日晨，毛泽东亲自指挥第三团在桥头大沙洲集合，指挥向浏阳

白沙挺进，击毙敌连长，守敌溃退东门，一举占领白沙。第二天，三团乘胜

前进，直扑东门，在十二里墩与敌遭遇，打死敌排长，残敌败退东门。东门

守敌闻讯逃窜，三团占领了东门。

由于一团在金坪失利，右路失去配合，敌新八军两个团，于 14 日在叛

徒的带领下，分两路包围了三团。三团与敌激战后，撤退上坪。

由于敌强我弱，收编的邱国轩团叛变、二团领导人指挥失当等原因，工

农革命军三路人马在起义中均处被动局面，一团在金坪失利，二团在浏阳

溃散，三团在东门受挫。“军威因是不振”，“竟致溃不成军”。①

正当起义军面临全军覆灭的关键时刻，毛泽东于 9 月 14 日黄昏率第三

团从东门撤至上坪，并于当晚在上坪陈锡虞家召开三团连以上干部紧急会

议。毛泽东审时度势，冷静地分析了敌强我弱的形势，为使起义部队迅速

摆脱险境，果断地放弃原定会攻长沙的军事计划，指示三团回师铜鼓，进驻

排埠;一团“于明日午前赶到排埠，向第三团靠拢”，并告知部队，“改道退萍

乡再说”。15 日，毛泽东率第三团回师铜鼓，进驻排埠万寿宫，一边做群众

工作，一边休整，等待一团前来会合。等了两夜三天，一团尚未到达，毛泽

东便率军先行向浏阳文家市撤退，拉开了退兵南进的序幕。同时毛泽东还

派人送信到长沙，向湖南省委报告了工农革命军主力在平、浏受挫的情况，

建议省委立即停止毫无胜利把握的省城暴动。

上坪会议适时地改变了秋暴前不切实际的攻打中心城市的计划，为文

家市会合及向农村进军的伟大战略转变的第一步。

9 月 19 日，秋收起义部队一团、三团与第二团余部在文家市会合。文

家市是湖南浏阳与江西万载、萍乡交界的一个山区小镇。这里地处边陲，

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群众基础较好。

会合后的当晚，毛泽东在里仁学校后栋的教室里，主持召开由师、团主

① 《苏先俊报告———关于浏阳、平江、岳阳作战经过报告书》，1927 年 9 月 17 日，见《井冈山
革命根据地》( 上)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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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负责人参加的前委会议。卢德铭、苏先俊、余洒度、余贲民等均参加会

议。会议讨论工农革命军今后的行动方向问题。师长余洒度仍坚持“取浏

阳直攻长沙”，说这是符合中共中央的主张的。起义部队中也有不少人持

有这种观点。毛泽东清醒地对客观形势作出判断，认定当地农民起义并没

有形成巨大声势，单靠工农革命军的现有力量不可能攻占国民党军队坚固

设防的长沙，湖南省委原来的计划已无法实现，断然主张放弃进攻长沙，把

起义军向南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寻找落脚点，以保存革

命力量，再图发展。提出这个主张，在当时是需要极大勇气的。会议经过

激烈讨论，在总指挥卢德铭等的支持下通过了毛泽东的主张，“议决退往湘

南”。①

关于文家市前委会议的回忆资料很多，何长工等老同志都讲到: 前委

在文家市开了会，且有争论，会议最后决定退却。

何长工回忆说:“9 月 19 日晚，前敌委员会在里仁学校里的一个大教室

开会，我和杨立三作为会议工作人员，有机会了解一些会议情况。会开了

一整夜，争论得很激烈。余洒度等人坚持打长沙，他认为不打长沙就没有

出路。毛泽东同志不同意，他坚决反对打长沙，主张将部队转向山区和农

村。他分析了形势后说: ‘情况变了，我们的计划也要变，不变就要吃亏。’

他从学校借来一张地图，指着罗霄山脉中段说: 我们要到这眉毛画得最浓

的地方去当‘山大王’。当时有些人不同意毛泽东的意见，觉得革命革命，

革到山上做大王去了，这叫什么革命。毛泽东同志耐心地说服大家。他

说:‘我们这个山大王，是特殊的山大王，是共产党领导的有主义、有政府、

有办法的山大王，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工农武装。中国政治不统一，经济发

展不平衡，矛盾很多，我们要找敌人统治薄弱的地方。’毛泽东同志的话，通

俗易懂，包含着极其丰富而深刻的真理。卢德铭同志坚决拥护毛委员的主

张，他说:‘毛委员讲得对。现在交通要道的城市不是我们占领的地方，如

① 《苏先俊报告———关于浏阳、平江、岳阳作战经过报告书》，1927 年 9 月 17 日，见《井冈山
革命根据地》( 上)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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