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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冈山精神 中国共产党人

永远的精神财富

———兼论井冈山精神对于加强党的

建设的重大现实意义

2004 年 3 月 1 日至 7 月 16 日，我参加了中央党校

为期四个半月的理论学习。根据教学安排，我所在的中

央党校第 42 期地厅级干部进修 B 班 2 支部 6 组于 2004
年 6 月 3 日至 13 日赴江西进行了为期 10 天的社会调查，

并着重在井冈山就如何进一步弘扬井冈山精神，切实加

强党的建设进行了专题考察。
考察期间，我们认真听取了井冈山革命斗争史专家

毛秉华老教授讲授井冈山革命斗争史及井冈山精神。到

井冈山革命烈士纪念堂缅怀革命先烈，向死难烈士敬献

了花圈; 参观了井冈山碑林、革命烈士纪念碑、井冈山

雕塑园。
我们认认真真地参观了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听取了

讲解员对井冈山革命斗争史的全程讲解。在二楼专场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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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 《毛主席、朱德重上井冈山》历史纪录片。参观了

小井红军总医院，祭扫了小井红军烈士墓、老红军曾志

墓地。还参观了红军造币厂，大井毛泽东、朱德同志旧

居，黄洋界保卫战纪念碑、黄洋界哨口工事、荷树 ( 毛

主席、朱德挑粮上山休息地) 和朱毛挑粮小路、八角楼

( 毛主席在此撰写 《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和 《井冈山的斗争》两篇光辉著作) 、象山庵，还举行

了红色歌谣联欢晚会。
考察结束后，全组座谈、交流了社会调查的体会和

收获。
考察期间，我们踏着革命前辈走过的红色井冈的山

山水水，瞻仰革命圣地的一什一物，聆听革命史专家讲

革命故事，缅怀已长眠九泉的死难英烈，吃着红米饭，

喝着南瓜汤，唱着红色歌谣……可歌可泣的革命斗争事

迹深深地撞击着我们每位学员的心灵。我们深感，无数

革命先烈用生命和鲜血写就的伟大的井冈山精神，是中

国革命精神之源，是中国共产党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

对于今天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提高执政能力、维护执

政安全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什么是井冈山精神? 2001 年江泽民同志在江西考察

工作时，对此作了高度概括: 井冈山精神，最重要的方

面就是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依

靠群众、勇于胜利。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

产党人，克服难以想像的艰难困阻，在五百里绵延的井

冈山点燃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星星之火，开辟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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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由农村包围城市、最后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正确道

路。在艰苦卓绝的井冈山革命斗争中，老一辈无产阶级

革命家和无数英烈用鲜血和生命培育了中国革命精神之

源———井冈山精神。它不仅成为当年井冈山军民战胜困

难、克敌制胜的强大精神力量，而且激励着一代又一代

的革命者和建设者勇往直前、继往开来，成为推进中国

革命和建设的强大动力。
1965 年 5 月，在阔别井冈山 38 年后，毛泽东同志重

上经历血与火洗礼的井冈山，感慨万千地告诫我们: “艰
苦奋斗的精神不要丢了，井冈山的革命精神不要丢

了。”①

1972 年 11 月中旬，满怀对红土地的深厚情谊的邓

小平同志来到井冈山，语重心长地教导我们: “井冈山

精神是宝贵的，应当发扬。”②

1989 年 10 月，刚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

同志登上井冈山，深有感触地说: “这里是革命的摇篮，

能从中汲取精神养料，我看这一点很重要。”③ 他还意

味深长地指出: “中国革命的胜利离不开井冈山精神，

实行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样需要发

扬井冈山精神。”④ 2001 年 6 月 3 日，在建党 80 周年前

①

②

③

④

鲍甫生、曾富喜主编:《在井冈山的岁月》，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0 年
1 月第 1 版，第 7 页。

余伯流、陈钢著: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全史》，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8 年 1 月第 1 版，第 494 页。

井冈山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井冈山志》，新华出版社 1997
年 9 月第 1 版，第 669 页。

余伯流、陈钢著: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全史》，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8 年 1 月第 1 版，第 49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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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江泽民同志在江西考察工作时多次强调坚持和发扬

井冈山精神的现实意义，明确指出，井冈山精神，是我

们不断前进的强大精神动力。在新世纪的征途上，全党

和全国上下始终要大力弘扬井冈山精神。
中国共产党的几代领导人的这些指示和论断，高度

评价了井冈山精神的历史地位，深刻揭示了井冈山精神

的现实意义，强调了进一步继承和弘扬井冈山精神对于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的巨大作用。中央决定，在井冈山建设中国井

冈山干部学院，每年选调大批地厅级以上干部到井冈山

进行实地考察学习。这对于全面加强党的建设意义重大

而深远。

一、坚持和弘扬井冈山精神，有利于不断

增强和坚定广大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

(一) 坚信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使中国共产党由

革命党成为执政党。

坚定的理想信念，是正在全党范围内开展的以实践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

性教育活动的首要任务，也就是要通过教育活动，进一

步坚定广大共产党员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共产主义的

信念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

建设的实践表明，我们之所以能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

放的各个阶段取得巨大成绩，均在于广大共产党员有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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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做动力、做保证。
理想信念，是一个人的精神支柱，也是一个政党、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支柱。最可怕的敌人，就是

没有坚定的信念。一个人、一个政党、一个民族乃至一

个国家，倘若没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就会失去奋斗的目

标，偏离前进的方向。共产主义的理想与坚定不移的信

念，正是井冈山军民一切力量的源泉，成为井冈山军民

在极为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思想基

础。
由于当时革命正处于低潮，与强大的敌人相比，革

命力量太弱小，加上原来收编的旧白军残部 ( 指起义前

夕收编的流落在鄂南一带的黔军夏斗寅残部邱国轩团)

反水叛变，秋收起义遭受严重的挫折，一支 5000 余人

的工农革命军仅剩下 1500 人，失败的阴影笼罩全军上

下，没有目的没有归宿的凄凉向他们袭来。1927 年 9 月

20 日秋收起义部队从浏阳文家市出发，毛泽东充满信心

地对全体指战员说道: “打几个败仗没有什么大不了!

胜败乃兵家常事。我这里好有一比: 国民党反动派就像

一口大水缸，我们呢，就像是块小石头，只要我们团结

一心，依靠千千万万的工农群众，我们这块小石头就总

有一天要打破那口大水缸!”① 在毛泽东坚定的革命信

念鼓舞下，秋收起义部队打起精神，开始了向井冈山的

伟大进军。
然而，在抵达井冈山脚下的三湾之前，起义部队不

① 刘孚威主编: 《井冈山精神———中国革命精神之源》，江西人民出

版社 1999 年 10 月第 1 版，第 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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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受挫。此时南方天气又十分炎热，艰苦的长途急行军

中，打摆子患疟疾的人越来越多，伤病员痛苦的呻吟声

声入耳，部队情绪十分低落。一些耐不住艰苦的人公开

询问: “你走不走?” “准备往哪儿去?”一些人甚至悄

悄扔下枪，不辞而别。毛泽东眉头紧蹙，大口吸着劣质

的烟草，开始了他著名的 “三湾改编”的沉思。经过五

天的改编和整顿，部队面貌一新。10 月 3 日，脚伤未愈

的毛泽东精神抖擞跑步到部队前面，他说: “敌人只是

在我们后面放冷枪，这有什么了不起! 大家都是娘生

的，敌人有两只脚，我们也有两只脚。贺龙同志两把菜

刀起家，现在当军长，我们有两营人，还怕干不起来

吗! ……没有挫折失败，就不会有成功。”① 这朴实的

语言，给了部队很大鼓舞。
历史往往惊人地相似，但这种相似绝非偶然! 同年

10 月下旬，朱德、陈毅在赣南安远天心圩、大庾地区对陷

入艰苦劳顿绝境中的南昌起义部队进行整顿。朱德正确

分析了形势，预示了革命的前景，发表了一席极为重要而

深刻的讲话: “1905 年的俄国革命失败了，留下来的‘渣
渣’就是十月革命的骨干。我们这次就等于俄国的 1905
年，我们只要留得一点人，在将来的革命中间就要起很大

的作用。过去那个搞法不行，我们现在‘伸伸展展’来搞

① 谭政: 《三湾改编前后》，载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党史资料征集编研

协作小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编: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 下册) ，中共党

史资料出版社 1987 年 9 月第 1 版，第 141 页。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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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下。”①正是基于对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坚定信

念，才使毛泽东、朱德这两位中国现代历史上的巨人走到

了一起，共同开创了井冈山革命斗争的“朱毛”历史。
1928 年 3 月，在当时中央 “左”倾的政策下，毛

泽东被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 ( 周鲁②误传开除

毛泽东党籍) ，工农革命军冒进湘南，边界因兵力空虚

而遭受 “三月失败”; 1928 年 7 月下旬，湖南省委代表

杜修经③等又将红四军主力强行拉往湘南，脱离根据地

大本营，红二十九团几乎全团覆灭，边界区域遭受了更

为惨重的 “八月失败”。 “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虑

逐渐在红军部队和地方群众中蔓延。正如毛泽东所言:

“在那个时候，不但红军和地方党内有一种悲观的思想，

就是中央那时也不免为那种表面上的情况所迷惑，而发

生了悲观的论调。中央二月来信就是代表那时候党内悲

观分析的证据。”④ 针对郁结于红军和群众心头的疑问，

毛泽东在 1928 年 10 月为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

①

②

③

④

粟裕:《激流归大海———回忆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载井冈山革命

根据地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协作小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编: 《井冈山革命根

据地》( 下册)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7 年 9 月第 1 版，第 310 页。
周鲁时任湘南特委军事部长。1928 年 3 月上旬，他作为湘南特委

代表，传达中央开除毛泽东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决定，却误传为
“开除毛泽东党籍”。

杜修经，又名杜辉义、杜非，湖南省慈利县人。1925 年入党，
1926 ～ 1928 年 3 月历任长沙铜官地委书记、华容县委书记、醴陵县委书记

兼安源市委秘书、湘东特委委员。1928 年 5 月后受湖南省委派遣，两次上

井冈山传达省委指示和指导工作。“八月失败”后任湘南特委书记。1929
年后与党组织失去联系而脱党。解放后曾任慈利县副县长、常德师专副校

长。1985 年 8 月重新入党，任湖南省政协常委。
④ 《毛泽东选集》 ( 第 1 卷) ，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6 月第 2 版，第

100、4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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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的决议中郑重指出: “这是没有找出这种红色政权所

以发生和存在的正确的解释的缘故。”④接着他从社会政

治背景、革命影响、全国形势、红军存在和党的组织领

导等五个方面，阐述了中国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

原因和条件，指出: “我们只须知道中国白色政权的分

裂和战争是继续不断的，则红色政权的发生、存在并且

日益发展，便是无疑的了。”① 他还强调: “小块红色区

域的长期存在，不但没有疑义，而且必然地要作为取得

全国政权的许多力量中间的一个力量。”②这些论述从理

论上科学地回答了 “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在此

后 ( 1930 年 1 月 5 日) 答林彪的回信 ( 即 《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 中，毛泽东以革命家的豪情和诗人气度，

描绘了中国革命 “星火燎原”的情势: “它是站在海岸

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

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

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③毛泽东

精辟的分析和科学的论断，不仅拨开了笼罩在根据地红

军和群众中的迷雾，而且指出了中国红色根据地必将成

为 “取得全国政权”重要力量的发展前景，揭示了中国

革命胜利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客观规律，极大地坚定了井

冈山军民革命到底的信念。
1965 年 5 月毛泽东重上井冈山。5 月 25 日下午，毛

泽东在其住处与汪东兴、张平化、刘俊秀谈话中说道:

1927 年 8 月 7 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在这次

①②③ 《毛泽东选集》 ( 第 1 卷) ，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6 月第 2 版，
第 49、50、10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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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上我才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后来瞿秋白他

们在湖南弄到了一个小册子，里面有我说的“枪杆子里面

可以出政权”的话。他们大为恼火，认为“枪杆子里面怎

么能出政权呢?”于是就把我的政治局候补委员给撤了，

以后又说中央委员也要撤了。这件事不知怎么传到井冈

山，说是把我的党籍也开除了。这样一来井冈山人也火

了，不服气，为我打抱不平，要向中央写报告恢复我的党

籍和名誉。我劝他们不要写了，开除就开除了，有啥子要

紧? 他们真开除了我的党籍，我还是要干共产党的。井

冈山人听了我的话，很认真地说，开除了你的党籍，你就

不能当党代表了，但师长总还是可以当得吧。
显然，为了革命而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的勇

气，其根本来源于坚定的理想信念。
坚定信念不是抽象的，而是体现在具体的艰苦卓绝

的斗争中。正是有了坚定的理想信念，在极端困难的生

存条件下，广大的井冈山军民始终保持高昂的革命斗

志，知难而进，艰苦奋斗，勇于奉献，将自己的青春热

血甚至生命洒落在井冈山的每一寸土地上。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在井冈山斗争时期，为

了实现共产主义崇高理想，抱着“为主义而牺牲”的坚定

信念，许多人献出了自己的一切甚至宝贵的生命，军民中

涌现出许许多多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壮举。1928 年 6
月 23 日，在新七溪岭的战斗中，三十一团红军班长马奕

夫怒视着敌人机枪的火舌，毅然用自己的胸膛堵住敌人

的机枪口; 在老七溪岭“冲锋集群”的战斗中，二十八团三

营营长萧劲在腹部中弹、肠子流出的情况下，自己把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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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进腹内，又继续冲锋。1928 年边界“三月失败”后，年

仅 32 岁的宁冈县茅坪乡工农兵政府秘书、乡党支部书记

谢甲开面对敌人的利诱和威胁，大义凛然，高呼“共产党

万岁”、“红军万岁”的口号。敌人灭绝人性，竟将他开膛

破腹，挖出心肝，砍成五段，抛入河中。何长工同志为了

革命，其妻室儿女等亲属 43 人惨遭杀害。1929 年 1 月 29
日，敌军进入小井村，正在小井红军医院养伤的 100 多名

重伤病员被敌人押到一块稻田里，面对敌人的枪口，红军

伤病员拒绝回答敌人的任何提问，表现出视死如归的崇

高革命气节。他们还振臂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中国共产党万岁”、“红军胜利万岁”的口号。烈士的鲜

血，染红了小井村的溪水，映红了五百里井冈杜鹃，而许

多人连姓名都没有留下。

(二) 从井冈山的斗争和苏东剧变看当前加强理想

信念教育的极端重要性。

“红旗到底能打多久?”
在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的 1928 年冬，一些指战员

曾经提出过这一疑问。
到 20 世纪 90 年代初，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

又有人对 “中国的社会主义红旗”还能打多久产生过疑

虑。一些人甚至怀疑和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怀疑和否定

社会主义，怀疑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出现了

理想信念危机。
社会主义是新生的社会实践和社会制度，它不是以

一种私有制取代另一种私有制，而是以公有制取代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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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同时，包括原苏联在内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革命前

的资本主义都未得到充分发展，社会主义是在经济文化

相对落后的国家里出现和进行建设的。这从根本上决定

了社会主义的发展不可能是自发的过程，它必须由先进

阶级的先锋队———革命政党来领导，一旦放弃这种领

导，盲目迷信群众的自发性，后果就不堪设想。苏联出

现的就是这种情况。用戈尔巴乔夫宣称的 “内容完全的

和无条件的民主”来冲击旧的僵化的思想体系的结果，

导致思想理论界的严重混乱和社会舆论的失控。各种反

社会主义、反共势力在 “自由”、 “民主”旗号下兴风

作浪，各种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攻击马克思主义的言

论、文章纷纷出笼，成为 “时髦”。更为严重的是，这

种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在苏共党内不断发展壮大，苏

共领导层、尤其是苏共中央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人

也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产生怀疑，声称 “马克思主

义不是别的，就是一种打着科学幌子的新宗教”。
作为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指的是由

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由列宁推进到新的阶段，并由

毛泽东、邓小平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加以中

国化和发展了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它的内涵，是关于

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革命和解放、建设社会主义和向共

产主义远大目标前进的科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

发展普遍规律的科学，是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科学世界

观。它是一个完备的和不断发展的理论体系，为工人阶

级和劳动人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

器。马克思、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实现了人类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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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划时代的伟大变革。他们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

史唯物主义，创立了揭示资本主义剥削秘密的剩余价值

学说，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资本主义必然灭亡、
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总趋势。

党的事业要向前发展，一方面不能丢掉 “老祖宗”，
一方面又要开拓 “新境界”，这样才能既一脉相承，又

不失时机地勇敢地打开新的局面。 “老祖宗”不能丢，

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原则。因为我们共产党的由来和

目标，我们的世界观、历史观，我们的最基本的立场、观
点、方法，都是根源于马克思主义“老祖宗”的。丢了“老
祖宗”，就会丧失根本，就会亡党、亡国、亡社会主义。同

时，一定要有“新境界”，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另一条原则。
因为我们党要适应新的需要，解决新的问题，就必须形成

新的理论，用新的思想、观点去认识、继承、发展马克思主

义。如果没有新境界，就会停滞不前，就会教条僵化，也

会亡党、亡国、亡社会主义。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国际共

产主义运动的严重挫折，无情地说明了这一点。
《红色帝国的遗恨》是一个专题片，副标题是 《戈

尔巴乔夫的心灵独白》。看完这个专题片后，深感苏联

的解体、苏共的解散，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我认为最为

致命的原因，是其一大批党的高级干部对社会主义缺乏

信心，对共产党没有坚定的理想信念。
戈尔巴乔夫流着泪对记者说: “赖莎去世后，我很痛

苦，我现在活着还有什么意义?”而讲到苏共解散、苏联解

体的时候，他似乎没有痛不欲生的悲切。在国与家、事业

与爱情的天平上，戈尔巴乔夫更看重后者。戈尔巴乔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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