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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玉其内 锦心绣口

———祝《天下第一山》问世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教育长 徐舫艇少将

《天下第一山》采取宣讲的形式出版，文体新颖，语言流畅，为我

们的党史讲坛又增添了一朵鲜花。

这本书的鲜明特点是：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际、资料性与可读

性的有机结合。 它的问世，对帮助人们认识、继承和发扬我党我军的

优良传统，加强自身建设，促进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

义，无疑是有裨益的。

“劝君莫奏前朝曲。”这是一部分青年人的声调。他们把继承和发

扬革命传统与改革开放、搞活经济割裂开来，将我党我军许多宝贵的

传统一概视为“明日黄花”。 这显然是片面的。

我们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讲效益，要讲盈利，要重视个人利

益，但应当在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前提下去实现，不允许那种

损公肥私、唯利是图、拜金主义、尔虞我诈等错误思想及行为在社会

生活中泛滥。

现在，社会生产发展了，收入增多了，生活改善了，依然要继承和

发扬艰苦创业、勤俭节约、执政为民、无私奉献的精神，自觉抵制腐

败、丑恶东西的侵蚀。 正是立足于这个基点，革命传统这支“曲”，不仅

不能“莫唱”，而且应当“大合唱”。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支部队，总要有一种信念，一种精神，把

人民团结起来，把人心凝聚起来，这样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这种

信念，这种精神，就是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



天下第一山

江泽民总书记在视察井冈山时指出：“井冈山革命的星星之火所

以能燃遍全国，走向胜利，就在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坚定的共产

主义理想和始终不渝的信念。 我们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也必须具有这种理想和信念。 这就需要学习井冈山的光荣

革命传统。 ”

《天下第一山》这本书，用重彩浓墨说明坚定理想信念的历史意

义和现实意义，很有说服力地告诉人们：中国革命的胜利，建设有中

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离不开“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和始终不渝的信

念”。 不管过去、现在还是将来，这都是我们真正的优势。 这个指导思

想，像一根红线贯穿全书的始终。

“我们的准则是按上级红头文件办事。 ”有些负责同志的这种体

会是很不“准则”的。 如果是这样，那就根本谈不上开创井冈山的革命

道路，因为共产国际和党中央持反对态度。 同样，只有“唯上、唯书”，

也肯定不会有改革开放的今天，因为“两个凡是”曾紧箍得人们不敢

越雷池一步。

这本书的可贵之处，就是作者运用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际相结

合的方法，说明毛泽东、邓小平这两位历史巨人的最大共同点在于坚

持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国情的结合， 坚持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

的统一。 这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

开辟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

都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 当年许多根据地的

创始人，今天涌现的大批改革者，都是在这个“结合”和“统一”的思想

路线指引下，扬起风帆，开拓进取。

《天下第一山》 有吸引力的决定因素是井冈山的历史地位和作

用，但也与这本书的如下优点是分不开的：一是书中的许多内容来自

作者长途跋涉的拜访和调查所得来的第一手材料； 二是将一大批红

军官兵的战斗业绩和革命风范作了典型的记述，使文章情景交融，有

血有肉，读后催人奋起，令人信服；三是作者从事井冈山斗争史的学

习、研究和宣传工作

２０

多年，不断的实践、探索、总结、提高，使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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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玉其内 锦心绣口

这方面有较扎实的功底。

本人曾多次陪同外国兄弟党和军队的领导人上井冈山参观，基

本上是毛秉华同志全程解说、专题座谈和问题解答，都收到了良好的

效果；他向国内观众的宣讲，也普遍反映良好。 今天，他将多年的成果

编辑出版，可喜可贺。

诚然，我也觉得这本书有个较明显的不足，那就是反映

１９２９

年

红四军转战赣南闽西的活动很少， 这与井冈山斗争史的下限算到

１９３０

年

２

月是不够吻合的。 要是加重“古田会议”的分量，这对继承

和发扬我党我军在思想建设方面的优良传统，其意义将会更深。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于北京

（原载

1994

年

5

月

6

日江西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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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场白

１９２７

年以前，没有几个人知道天底下有座井冈山。自毛泽东率领

工农革命军来到这里之后， 它开始驰名中外。 许多革命先辈吟诗作

赋，赞美井冈山：

革命摇篮地（董必武）

中国第一山（谢觉哉）

井冈树旗帜（林伯渠）

革命母胎盘（郭沫若）

已奠千秋建国基（胡绳）

星星之火已燎原（谭政）

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说得好：“井冈山是中华人民共和

国的奠基石。 ”井冈山还是国家“

5Ａ

”级风景名胜区，所以到这里来的

国内外旅游者络绎不绝。

在这些人中，有崇拜马列的，有信奉宗教的，也有什么都不信的。

他们兴致勃勃地瞻仰革命旧址，参观五大哨口，考察老区建设，游览

美好风光。

现就井冈山的革命历史、自然风光和建设成就作如下介绍。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井冈山是天下第一山

毛泽东是

１９２７

年

９

月底率领工农革命军到达井冈山的。

这里为什么叫井冈山？就是“因为这里有大小五井”。党中央的文

件和毛泽东、朱德以及中外名人的著作都是这么说的。 还有周边县志

为佐证。

这里所说的大小五井的“井”，不是水井的井，不是这里的地形像

井，更不是“江”与“冈”谐音，而是因为这里有大井、小井、上井、中井、下

井这

５

个村庄。 中国在殷周时期实行的土地制度是“井田制，分九区，八

为私有，中为公田”。 后来就把“井”引申为村庄。 《元曲选·马致远（汉宫

秋）第三折》就有“背井离乡，卧雪眠霜”的唱词。 “背”即离开，“井”为

家乡。 清朝康熙年间，一些远离家乡（广东的和平、龙川与福建的武

平、宁化等县）的贫民来到这里的山冈上，建立了大小五井这

５

个村

庄。

正因为如此，这里有不少村庄就用“茨”“寮”“茅”“草”这一类的

字来取名。字音不同，意思一样，都是用茅草树皮盖房子。说明当年来

自广东、福建的贫民就是这样居住下来的。 后来居住条件变了，但地

名没变，依然叫“茨坪”“茅坪”“桃寮”“草坪”等等。 这就充分说明，井

冈山与茨坪等地的名称是紧密相连的，均有悠久的历史渊源。 它不是



井冈山是天下第一山

来自五花八门的民间传说，更不是来自“进剿”井冈山敌军的布告，而

是客家文化深厚底蕴的体现。

１９２７

年

９

月底开始， 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先后到达三湾、龙

市、茅坪、大井和茨坪，湘赣边界的割据也就从这个时候算起。

井冈山的斗争有两个概念， 一个是区域概念， 即罗霄山脉的中

段、湘赣两省的边界；另一个是时间概念，即

１９２７

年

９

月底毛泽东率

领工农革命军上井冈山，一直到

１９３０

年

2

月。 鉴于这种情况，这份宣

讲稿的内容， 就很自然地包括当年红四军在赣南闽西的一些重大事

件。

井冈山斗争的下限为什么算到

１９３０

年

2

月？ 因为在这段时间里

发生了这么几件大事：第一，

１９３０

年

2

月

7

日，在井冈山下的吉安县

陂头村召开了党的前委、军委、特委联席会议，决定红四、五、六这

3

个军的军委共同组成由毛泽东任书记的前委。 第二，赣西、赣南、湘赣

边这

3

个地方党的特委合并为由刘士奇任书记的赣西南特委。 第三，

原井冈山的两位绿林头领袁文才、王佐（后来都入了党，成为边界党

政军的领导人）在

１９３０

年

２

月被执行 “左 ”倾错误路线的人杀害

了 ，他们率领的军队也解散了 。 后来 ，边界的斗争就转到了以永

新县为中心的湘赣根据地（中央根据地的一部分）。 作为井冈山根

据地，就算到

１９３０

年

２

月为止。

井冈山的斗争，在整个中国革命的历史长河中，时间不算很长，

只有两年零四个多月，但它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却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１９６２

年

３

月，当年井冈山红四军军长，时任党中央副主席、全国

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朱德重游故地， 在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挥笔写下

了“天下第一山”这几个铁画银钩的大字。

“天下第一山”， 当然不是指它的海拔高度。

１９９０

年发行的

１００

元人民币背面图案不就是雄伟壮观的井冈山主峰吗？ 这座山有多高？

海拔

１５97

米，与三山五岳相比排不上队，还不到西藏拉萨的一半哩，

拉萨都有

３７００

米嘛

选

这里怎么称得上“天下第一山”呢？ 这显然不是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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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它的高度，而指的是它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天下”泛指中国。 井冈山，在中国革命历史上是名副其实的第一

山。 这个“第一”，从宏观上来说，就是在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开始回

答中国革命应当举什么旗、 走什么路、 实现什么目标这三个基本问

题。

一、高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旗帜

干革命，首先就要解决举什么旗的问题。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举

的是国民革命的旗帜，实际领导权掌握在国民党手里。 大革命失败的

根本原因就是领导权问题没有解决。 毛泽东多次说过：“离开了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任何革命都不能成功。 ”

从井冈山开始，毛泽东创造性地高举起“工农武装割据”的旗帜。

在井冈山时，他讲的是“重要思想”，到了赣南闽西就称之为“路线”。

思想、路线、理论均属一个层面。 毛泽东写的《井冈山的斗争》这篇经

典著作，一开头就讲清了“工农武装割据”产生的原因、意义及其发展

条件。 “工农武装割据”这面旗帜的基本内容，首先是强调了共产党的

领导。 正如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说的：“无产阶级领

导是革命胜利的唯一关键。 ”还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的吗？ 没有。 “无

产阶级领导”是通过它的先锋队共产党来实现的，其中主要是思想理

论的正确和各级党组织的坚强有力。

“工农武装割据”的第二个内容是实行土地革命。 因为农民（主要

指“农村人口百分之七十的贫雇农）的迫切要求是“土地还家”。 通过

打土豪分田地，广大农民获得了翻身解放。 从井冈山开始，中国的第

二次国内革命叫土地革命，中国的革命战争叫农民战争。

“工农武装割据” 的第三个内容是缔造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包

括主力红军和地方武装。 这是从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中总结出来

的一条宝贵经验，离开了这一条，一切都无从谈起。

4



井冈山是天下第一山

“工农武装割据”的第四个内容是武装夺取政权。 所谓“割据”就

是指根据地。 根据地的概念就是政权的概念。 没有政权就不叫根据

地。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就是这个道理。

任何一个政党都有自己的奋斗纲领。 这个纲领，马克思、恩格斯、

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都把它称为“旗帜”。 旗帜就是方向，

旗帜就是形象，旗帜就是思想、理论、道路、目标的集中体现。 社会各

界就是凭这个看你是个什么样的党。

井冈山时期的共产党，就是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工

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和民权革命的“三大任

务”鲜明地反映在这面旗帜上，写在边界党代会的决议上，刻印在主

力红军和地方政府的布告上。

那时候红军布告上写的“三大任务”就是“打倒帝国主义、地主阶

级和国民党政府，建立工农兵政府”，后来改为推翻“三座大山”，建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

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壮丽日出；井冈山红旗的

升起，为中国革命开启了胜利的航船。

整个井冈山的斗争，高举的就是这面旗；当时有些人怀疑“红旗

到底打得多久”，指的是这面旗；毛泽东肯定回答“边界红旗子始终不

倒”，指的是这面旗；从井冈山一直举到天安门的，还是这面旗。

毛泽东写的《井冈山的斗争》这篇经典著作，分析了国际国内形

势，确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方针政策，介绍了这里的地利、人

和，叙述了根据地创建与发展的经过，而大量的篇幅讲的是根据地的

建党、建军、建政和土地革命的经验，所以说这篇经典著作，就是实行

“工、农、武装、割据”这四个方面的理论与实践的经验总结，是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的起点。

二、开辟“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中国革命应该走什么路

芽

开始的时候，我们党并没有弄清楚，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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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要革命、要斗争、要解放，至于具体怎么搞法，没有经验。

１９６２

年

１

月

３０

日，毛泽东主席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

穴

当时又

叫七千人会议

雪

上作了长篇讲话，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回顾我

们党的历史。 他说：“过去，特别是开始时期，我们只是一股劲儿要革

命，至于怎么革法，革些什么，哪些先革，哪些后革，哪些要到下一阶

段才革，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没有弄清楚，或者说没有完全弄

清楚。 ”

没有弄清楚就学呀，学谁

芽

“以俄为师。 ”俄国是集合海军、陆军、

工人这三部分力量的

１５０００

多人，随着“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的一声

炮响，拿下冬宫，夺取全国政权，然后派工作队下乡。 走的是先城市后

农村的路。

我们党把俄国经验搬过来，打南昌、打长沙、打广州。 这些起义是

共产党独立领导中国革命、创建中国红军、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武装

镇压的伟大宣言，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但这些武装起义最后都失

败了，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工农群众和知识分子一批一批地倒在血

泊之中。 为了探索一条成功的革命道路，革命者不知付出了多大的代

价哟

选

中共湖南省委按照党中央八七会议精神， 决定湘赣边界秋收起

义的目标是进攻长沙。 其实没有打长沙，只打了醴陵、浏阳、铜鼓这

３

个县就失败了。

毛泽东的伟大就在于 “随着情况的变化而确定自己的行动方

针”。 他当机立断，不打长沙，将起义部队带上井冈山，就在这里开始点

燃“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并以此为起点，逐步开辟了“农村包围

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

２００２

年

４

月

１５

日， 胡锦涛同志在纪念谭震林诞辰

１００

周年座

谈会上的讲话中，就把“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高度概

括为“井冈山道路”。 他这次讲话的全文，已刊登在同年同月

16

日的

人民日报上。

“农村包围城市”这条路，在马列著作中是无论如何也找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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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从来没有这个先例。 这完全是毛泽东在实践基

础上的理论创新。

“革命必须要有武装。 ”这是我们党从大革命失败的教训中所得

出的一个结论。 然而，“左”倾盲动主义拿着枪去攻打城市，毛泽东却

拿着枪去占领农村。 结果谁打赢啦

芽

毛泽东

选

“里面的奥妙何在

芽

”在延安的时候，曾有外国朋友这样问过毛泽

东。 毛泽东的回答是：“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

本的根据。 ”

中国的国情是什么

芽

毛泽东于

１９２８

年

１０

月

５

日在湘赣边界党

代会上讲了两个内容：第一，中国不是一个独立民主的国家，而是一

个有美、英、日、法等帝国主义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第二，中国的经

济不是一个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是一个分散的落后的农业经济。

后来，毛泽东把他在井冈山讲的这两条变成了一句话，叫“半封建半

殖民地”。

这样的国情有什么特征呢

芽

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 国民党反动派

只能统治少数比较发达的城市，统治不了广大落后的农村。 作为弱小

的红军，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宜去攻打敌人集中的城市，应当实行战

略退却，退到敌人统治比较薄弱的农村去，积储力量，壮大力量，然后

再去包围城市。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就是坚持毛泽东“农村包围

城市”这条中国特色革命道路所取得的伟大成果。

革命成功了，建设的路子又该怎么走

芽

我们党同当初领导革命一

样，没有经验。 其间，也走了一段“俄国人的路”———计划经济，集中统

一，全民所有。 尤其是用阶级斗争的理论和群众运动的方法去指导经

济建设， 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使我国的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

缘。

在这紧要关头，是邓小平拨正了航向，开辟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

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这条道路的核心内容是 “一个中心， 两个基本

点”。 改革开放

30

多年的伟大成就，就是坚持走这条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的丰硕成果， 就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丰硕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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