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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是红色资源大省，被誉为红色中国的摇篮，红色资源极为
丰富。中国第一个产业工人支部在江西成立，第一面工农革命军
军旗在江西升起，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在江西开创，第一个人民
民主政权在江西诞生……江西拥有中国革命史上的“第一”之最。
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江西成为全国最为重要的革命中心。
中国共产党先后在江西建立了５块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
地、湘赣革命根据地、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后发展为闽浙赣革命根
据地）、湘鄂赣革命根据地以及中央革命根据地。１９３１年１１月，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江西成立，临时中央政府设在瑞金，故瑞金有
红都之称。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革
命生涯中，江西是一个重要活动场所。从安源到井冈山，从新余罗
坊到吉安东固，从广昌、宁都到瑞金、兴国、于都，从庐山到南昌，毛
泽东的足迹几乎遍布全江西。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后不到五个
月，毛泽东就来到了江西。他与李立三、刘少奇一起，发动和组织
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掀开了中国工人运动史的光辉一页。１９２７
年９月，毛泽东奔走于湘赣边界，组织和发动了著名的湘赣边秋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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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义。１０月，他把红旗插上了井冈山。１９２９年初开始，他在赣南
闽西更大范围内掀起波澜壮阔的红色风暴。１９３１年１１月７日，在
江西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３８岁的毛泽
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了解新中国的革命历史，就要到江西来。红色的江西，犹如一
个没有围墙的革命历史博物馆。赣鄱大地，革命旧址、故居及纪念
建筑物数量多、分布广，其中，井冈山革命旧址群、瑞金革命旧址群
为全国规模最大的两处革命旧址。２００８年９月至２００９年６月，江
西省开展了全省革命遗址普查工作。根据普查结果，江西省１１个
设区市和９９个县（区）共有革命遗址２４２３个，较１９９１年普查到的
１２５８个的普查结果增加了近一倍。全省各地革命遗址按总数的
多少进行排列，依次为：赣州６６６个，占总数的２７． ５％；吉安５４３
个，占总数的２２． ４％；九江２８４个，占总数的１１． ７％；宜春２７２个，
占总数的１１． ２％；上饶２４６个，占总数的１０． ２％；抚州１３６个，占
总数的５． ６％；萍乡８２个，占总数的３． ４％；景德镇７５个，占总数
的３． １％；南昌４４个，占总数的１． ８％；新余４０个，占总数的
１． ７％；鹰潭３５个，占总数的１． ４％。在江西，国家级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２０４个，占总数的８． ４％；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７０个，占总
数的２． ８％；市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９６个，占总数的４％；县级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２７０个，占总数的１１． １％。中宣部命名公布的国
家级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江西有１４个：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
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方志敏纪念馆、
于都县革命纪念馆及中央红军长征第一渡纪念碑园、安源路矿工
人运动纪念馆、江西革命烈士纪念馆、永新三湾改编旧址、秋收起
义纪念地、兴国革命历史纪念地、上饶集中营革命烈士陵园、东固
革命根据地旧址群、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纪念馆（碑）和
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旧址群。

《江西红色资源调查与开发研究———以八个红色核心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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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一书，从设想、调查、研究、成书，我一直关注。作者为了深入挖
掘江西红色资源，彰显江西党史大省、红色资源大省的政治优势，
以之深入开展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高扬主旋律，传承革命精
神，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兴赣富民提供精神动力，尽着自
己的努力。

江西红色资源目前虽然有所开发和整理，但尚缺乏深入的考
察、认识和评估。江西不少地方的重要革命旧址、遗迹鲜为人知，
有的濒于倒塌。如在东固革命根据地，东固会师时的螺坑毛泽东
故居，敖上红军无线电训练班等均被村民充作杂间、牛栏；红七纵
队成立旧址，红二、四团教导队和红军学校等均已倒塌；５００多条
红军标语濒临消灭、绝迹；赣西党代会旧址、黄公略牺牲旧居已倒
塌一半……类似状况，江西其他各地亦不同程度存在。在江西普
查到的２４２３个革命遗址当中，保存状况好的４０４个，占总数的
１６． ６％；较好的４０６个，占总数的１６． ７％；一般的６２６个，占总数的
２５． ９％；较差的３４６个，占总数的１４． ３％；差的２４４个，占总数的
１０． １％；消失的３９７个，占总数的１６． ４％。

有效保护、开发和利用革命遗址，需要各级党委政府的进一步
重视，需要深挖革命遗址的内涵、历史地位和现实意义，提高全社
会的自觉保护意识。本书选择了江西红色资源的八个中心区深入
研究：中国工人运动的策源地安源；军旗升起的地方南昌；湘赣边
秋收起义的重要策源地修水；中国革命的摇篮井冈山；毛泽东称为
“李文林式”、陈毅诗称“此是东井冈”的东固；“苏维埃模范省”的
首府葛源；共和国的摇篮瑞金；长征第一渡于都。本书还深入探讨
了在江西形成的“八一精神”、“井冈山精神”、“苏区干部好作风”
和“红军纪律”。这是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

目前，江西红色资源保护与开发取得一定的成效：加强管理协
调红色资源能力，征集和普查工作有新进展；重建和改建一批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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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场，采用新的展示手段；以红色文化力推红色资源取得重大突
破；高等院校运用红色资源育人收效明显；开展红色旅游，推进了
江西经济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同时，江西红色资源也存在保护
不够、开发不够、利用不够、管理不够、旅游人才培养不到位等弊
端，保护意识缺失、管理体制不顺、经费不足是存在这些弊端的主
要原因。

保护是为了开发利用。充分利用革命纪念地、纪念物及其所
承载的革命精神发展红色旅游，是“瞻仰一次圣地、净化一次灵
魂”的政治工程，是“挖掘一种内涵、铸就一种精神”的文化工程，
是“开发一方红土、致富一方人民”的经济工程。通过保护和开发
红色资源，重温党的辉煌历程，追寻伟人的奋斗足迹，进一步领略
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丰功伟绩，进一
步领悟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丰富内涵和强大生
命力，更加坚定人们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
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和决心。

写下以上文字，以作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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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安源———中国工人运动的策源地

安源，是中国工人运动的策源地，是举世
闻名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的爆发地，是毛
泽东、刘少奇、李立三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
家领导工人斗争的地方。安源路矿工人在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向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
官僚资本主义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为全
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树立了光辉榜样。安源罢
工成为工人斗争的标杆。安源工人革命运动
从１９２１年秋开始兴起，斗争历时近十年，震
撼了中国的各个角落，在中国飘扬起一面红
色的革命旗帜。正因为安源工人的不屈斗
争，２０世纪２０年代的安源被誉为“中国的莫
斯科”“无产阶级的大本营”。在中国革命
史、党建史、工运史上记录着安源一系列开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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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重大贡献：中国共产党在产业工人中最早的支部；全国人数最
多、组织最严密的革命工会———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全国第一次
罢工高潮中绝无仅有的最成功范例———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中
国共产党最早创办的地方党校等。安源的历史功绩永存。

一、安源工人革命运动的基础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

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所以它一诞生，就以主要精力从事工人运
动，谋求工人阶级的解放。当然，工人运动的大规模开展与共产国
际的指示和苏联成功的模式密切相关。当时的中共是共产国际的
一个支部，为此，共产国际关于重点开展工人运动的指示直接影响
了中共的革命方式。同时，苏联以工人夺取政权的革命模式取得
成功，极大地影响了中共的思维模式和行动方针。

中国共产党为了全力开展工人运动，在“一大”闭幕后不久，
也就是１９２１年８月，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作为专
门领导工人运动的合法机关。劳动组合书记部一成立就发表宣
言，号召工人阶级进行自卫斗争，谋求解放，并组织现代产业工会。
宣言为中国的工人运动指明了方向，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成立为工
人运动提供了强有力的指导。

需要指出的是，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后，很快就在长沙建立了
湖南分部。湖南分部的职责，除了负责湖南省的工人运动之外，还
要负责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的指导。安源位于湘赣边界，它所在的
江西省当时还没有成立党的组织，所以安源就属于湖南党组织开
展工人运动的区域。鉴于安源工人运动的坚实基础，党把安源列
为开展革命工作的重点地区。对安源路矿工人进行宣传和组织工
作，是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安源路矿是安源煤矿和株萍铁路的总称，它分窿内、窿外两部
分，窿内有四方井、八方井等，窿外有铁路局、发电厂、食宿处等，共

3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江

西

红

色

资

源

调

查

与

开

发

研

究

—

—

—

以

八

个

红

色

核

心

区

为

例

书书书

有工人１． ７万人。安源具有非常好的革命传统。早在中国共产党
成立之前，安源工人就多次爆发较大规模的斗争。１９０６年，安源
工人积极参加“同盟会”发动的萍浏醴起义，首开中国工人阶级大
规模武装反抗的先河。

当时，工人们受到路矿当局和封建把头的残酷压榨，生活非常
悲惨。萍矿的工作制度，除了窿外一部分机械工人及窿内杂工等
是点工而外，其他都是包工，工人都在包头之下做工，因此工人出
卖其劳力，还不能与资本家直接交易，中间还受到包头的剥削。工
头的剥削所得，在工人工资一倍以上。其他如歇工扣伙食，误事罚
工资，重利盘剥，无所不用其极。工人每日工作时间为十二小时，
甚至更长，没有安全保障，劳动条件极端恶劣，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当时工人流行这样一句话：“每天早上下井去，不知晚上回不回。”
株萍铁路工人所受到的压迫也丝毫不比矿工轻。工作如此之苦，
压迫如此之重，待遇如此之差，剥削如此之深，工人的反抗精神也
格外强。这是开展安源工人运动的基础条件。
１９２１年１０月１０日，毛泽东、何叔衡、彭平之、易礼容等人建立

了共产党湖南支部，毛泽东当选为支部书记，１１月又被任命为中
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负责领导湖南的工人运动。
１９２１年秋，毛泽东以教书先生的身份和参观矿山的名义，第一次
到安源煤矿进行实地考察。他下矿井、进车间、入工棚、串宿舍，广
泛接触工人，了解矿务情况，询问工人疾苦，与工人交朋友，向工人
讲革命道理。他对工人说，工人的痛苦不是命中注定的，是帝国主
义和资本家剥削造成的；只要工人能齐心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
义，推翻资本家的统治，就能建立自己的新世界，过上幸福的生活。
毛泽东的亲切教导，启发了工人的觉悟，开阔了工人的眼界。毛泽
东的这次考察是中国共产党在安源路矿工作的开始，撒下了革命
种子。通过考察，毛泽东认定安源是工人运动可能很快发展起来
的地方。回到长沙后，他同黄爱商定由劳工会评议员张理全利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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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的关系，以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名义与安源工人通信，并寄送各
种进步报刊。

就在此时，李立三从法国回来，他在上海参加了共产党，不久
便接受中共中央的派遣，拿着中共中央的介绍信来到了湖南长沙。
毛泽东对李立三回来参加革命表示热烈的欢迎，向他详细介绍了
湖南的革命形势。毛泽东刚去安源不久，对安源的革命形势非常
看好，觉得非常有必要在安源开展工人运动，建议李立三到安源去
领导工人运动。李立三一听要到离他家乡醴陵只有几十里的安源
去搞工人运动，非常愉快地接受了任务。据李立三后来回忆，毛泽
东对他说，安源工人众多，受到种种残酷剥削和压迫，生活特别痛
苦，是工人运动可能很快开展起来的地方。但是，反动势力的强大
和社会环境的黑暗，要开展革命工作并不容易，应当利用一切合法
的手段，取得合法地位，站稳脚跟，和工人群众接近，发现他们当中
的优秀分子，尽快地把他们组织和训练起来，建立党的支部，作为
团结的核心。李立三对毛泽东的建议表示完全赞同。

安源工人以前还没有工会这样的组织，只有兄弟会及同乡会
等小组织，但这种组织对于保护工人利益没什么实质意义。中国
共产党成立后，工会运动及罢工运动逐步扩展到全国。安源工人
大部分是比较明了时局的人，他们也渐渐感到本身痛苦已难忍，再
加上周围形势的影响，遂有意顺应这种潮流以谋求自身解放。中
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以后，特托人与安源路局火车房数位工人
通信。此后，书记部所有各种书报以及各处劳工解放运动的消息
都会传来。《工人周刊》等出版物经常张贴在工厂附近的墙壁上，
宣传因而扩大，于是要求解放的观念在少数工人心中如雨后春笋，
勃然怒放！刚好适逢湖南中华工会机械会于１９２１年９月派人来
到安源组织分会，路矿工人加入者达二百人。但机械会的组织是
狭义的，只限于机械工人，而对长久受到压迫的大多数煤矿工人却
不吸收。一部分有觉悟的工人渐渐觉得此种贵族式、排他式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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械会，绝对无发展的可能，于是在１９２１年１２月中旬致函中国劳动
组合书记部，请求派人到安源帮助并指导一切。书记部当即决定
派毛泽东、李立三、宋友生与张理全四人到安源考察情形，开始活
动。他们四人接到命令后，立即动身，来到安源后，白天到各地访
问工人，晚上约一些工人到住处座谈。他们对工人们嘘寒问暖，亲
切地询问工人们的生活、家庭情况、子女教育，由浅入深地讲述一
些革命道理。毛泽东鼓励工人起来反抗，他说：“我们工人要当家
做主，铲除压迫、剥削，废除一切不合理的制度，我们不是天生的奴
隶，我们要挺起腰杆，拿出勇气来，同他们做坚决的斗争。”“只要
工人团结起来，任何强大的敌人都会打倒。”工人听了毛泽东的话，
一扫心中阴霾，斗志昂扬。鉴于在工人中颇有势力的帮会组织成
分复杂，不能真正为工人谋利益，毛泽东等人提议，以解除工人所
受痛苦与压迫为宗旨，组织“安源俱乐部”，逐渐把大家团结起来。
这一提议，“大得工友欢迎”。毛泽东同时决定，李立三常驻安源
指导工作，同时参加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的领导工作。
毛泽东与李立三共同商定了开展工作的方法。毛泽东认为，充分
利用各种合法的机会，争取公开活动，广泛接触工人，取得社会上
的同情。他提议从办平民教育入手，建立党的支部。

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李立三在长沙很快找到从事平民教育工
作的李六如，由湖南平民教育促进会出面，介绍他到安源，因此李
立三以兴办平民教育的身份再次来到安源。当时的安源，教育资
源十分匮乏，总共才两所学校。有的工人想让自己的孩子识几个
字，只好勒紧裤带，忍饥挨饿，把孩子送去读书，然而他们的孩子在
学校里一样受气挨打，被歧视。李立三很快在朱少连等工人的帮
助下，在安源创办了第一所平民小学即工人子弟学校，免费招收工
人子弟入学。这所学校逐渐受到工人家庭的欢迎，满足了他们对
教育的渴求，特别是读书免费，免除了他们的后顾之忧。在办学过
程中，李立三以访问学生家长的名义广泛接触工人，给他们做思想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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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宣传团结奋斗的道理，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逐步扩大了群
众基础，并于１２月在安源成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吸收优
秀分子加入。１９２２年１月，平民学校又附设一所工人补习学校。
当时，工人夜晚到学校补习的人有６０多人，其中以路局工人为多。
为了加强补习学校的工作，书记部湖南分部特派蔡增准来协助李
立三的工作，由他负责平民小学的教务，而李立三专门负责工人补
习学校的工作。李立三善于联系实际，启发学生，话语亲切，在教
学中能够把阶级教育与传播基础知识很好地结合起来。此外，李
立三等人还经常与各处工人接洽联络，利用《工人周刊》《劳动周
报》等进行革命宣传。革命的理论一经工人掌握，就变成了巨大的
力量，工人渐渐觉悟起来，要求团结，要求进步，要求革命。与此同
时，李立三等人根据革命的发展要求，着手在工人中发展党的组
织。１９２２年２月，建立了中共安源支部，这是中国共产党在产业
工人中建立的第一个支部，也是在江西境内建立的第一个党组织，
具有开创性的意义。支部成立时，有党员６人，李立三任支部
书记。

随着工人觉悟的提高，来与李立三等交谈的人越来越多，最后
开始共同议论组织俱乐部，因此当“组织团体，解除压迫，改良待
遇，减少剥削”的口号一出，大家都非常拥护与赞同。俱乐部实际
上就是工会，叫俱乐部是为了掩护，使敌人不注意，当时很多地方
的工会都叫俱乐部。１９２２年３月１６日，召开了工人俱乐部第一次
筹备会。４月１日，召开第二次筹备会，由发起人李立三、朱少连
等十人联名呈请萍乡县立案，并请示保护。在此期间，李立三去长
沙向中共湖南支部报告工作。毛泽东召集会议，认为安源成立工
人俱乐部的条件已具备，决定由李立三主持，尽快成立。４月１６
日，召开了第三次筹备会，此时会员已达到３００多人，选举李立三
为正主任，朱少连为副主任，并选出评议、干事若干人，组成俱乐部
的领导机构。５月１日劳动节这天，俱乐部宣告成立。安源路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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俱乐部总章中规定，俱乐部以“联络感情，涵养德性，互相帮助，共
谋幸福”为宗旨。当日，俱乐部举行大游行，并散发传单，向社会及
工人表明俱乐部成立之意义。晚间，表演新剧及游艺节目，娱乐群
众。从此，俱乐部就成为共产党向工人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的机
构，在与敌人斗争中，又成为公开指挥工人的“司令部”。它以保
护工人利益为宗旨，成为工人的“保护神”。它与党团组织一起成
为安源工人运动的领导机构与指挥中心，为安源工人运动的开展
提供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二、安源路矿大罢工
１９２２年７月下旬，湖北汉阳铁厂工人因他们所组织的俱乐部

被武力强迫解散而全厂罢工，不数日便获得胜利。安源工人得到
这个消息后，十分激动与振奋。俱乐部乘机大力向工人明白宣告
“俱乐部之宗旨，为保护工人的利益，减除工人的压迫与痛苦”，群
众为之大动，俱乐部的观念进一步深入群众。

路矿两局方面初期对俱乐部并不怎么注意，等到汉阳铁厂罢
工胜利后，他们渐渐感觉到俱乐部是工人运动的领导机构，对他们
十分不利，因此十分不安。想把它取缔，但又不敢强来，特别是当
时全国到处掀起了罢工热潮，再加上俱乐部的积极鼓动，他们害怕
强行取缔会激起工人的情绪，最后导致罢工，因此他们便暗中策划
封闭和瓦解俱乐部。当时，由于李立三奉命去长沙帮助泥木工人
组织工会，中共湘区派党员蒋先云来安源协助工作。矿局当时由
副矿长舒楚生握权。舒楚生亲自到俱乐部探听情况，一面恐吓蒋
先云、蔡增准等，一面又以津贴俱乐部经费、拨给俱乐部房屋为诱
饵，希望用笼络手段，借保无事。但蒋先云、蔡增准等不为所动，反
而向工人宣传：“舒矿长都到了俱乐部，矿长都不敢轻视俱乐部，可
见俱乐部是正当的机关了。”于是，俱乐部以此事及汉阳铁厂罢工
胜利事件日夜宣传，每日分做数处演讲。来听演讲的工人也日渐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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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起来，加入俱乐部的人也以每日数十计。
气氛愈来愈浓厚，形势愈来愈严重，资本家恐惧之余，开始采

取各种破坏手段。路矿当局见威吓不灵，利诱无效，且形势日趋险
恶，不得已具禀萍乡县署及赣西镇守使署，说“俱乐部是乱党机
关”，请以武力封禁。１９２２年９月７日，赣西镇守使肖安国换防，
抵达萍乡，路矿当局便对工人大施恐吓手段。他们警告并恐吓俱
乐部副主任朱少连，要他赶快走，否则必有“杀身之祸”。他们同
样恐吓了俱乐部职员蒋先云、蔡增准。他们以为，先把朱、蒋、蔡等
人吓走，俱乐部必定自然瓦解。哪知道朱、蒋、蔡等强硬异常，而且
义正词严地声明：我们“秉正大光明之宗旨，作正大光明之事业，死
也不怕！”当局知诡计不行，于是就请求萍乡县下令俱乐部自行封
闭。当局的恶劣与虚伪更加激起了工人的愤怒之情。蒋先云、朱
少连等领导工人在顶住当局威吓与利诱的情况下，不断把工人运
动推向高潮。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９月初，毛泽东再次来到安源，与蒋先
云、朱少连等共同研究了当时的形势，认为罢工的时机已经成熟，
于是召开党支部会议，对罢工工作做出部署。毛泽东在会上提出
了“哀而动人”的策略，并指出目前急需发展会员，做好路矿两局
全体工人一致罢工的准备。毛泽东写信给李立三，要他速回安源
领导俱乐部的工作，并且在信中详细解释了“哀而动人”思想的含
义，即罢工胜利的条件首先要靠工人坚固的团结和坚强的斗志，同
时必须取得社会舆论的同情与支持，必须运用“哀兵必胜”的道
理，以最能打动人心的口号，取得罢工的胜利。接着党组织又派刚
从莫斯科回来的刘少奇到安源，加强对罢工的领导。９月９日，李
立三从长沙回到了安源，面对当局的恐吓，态度更为坚决，表示“誓
死不离开安源”，并加紧进行罢工的筹备工作。１１日，刘少奇到达
安源。刘少奇的到来使安源的工人群众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增强
了信心。９月１２日，李立三主持召开了安源支部会议。会议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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