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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

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

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强

调要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

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

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使人民精神风貌更

加昂扬向上。

在当代中国,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坚持社会主义

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是要立足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

实践,着眼于世界文化发展的前沿,继承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包括

我党在革命与战争时期创造的红色文化),进行文化创新,与世界文

序    言



化对接,挖掘民族文化中的先进性因子,赋予其新的时代气息,不断

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

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在革命斗争实践中所形

成的伟大革命精神及其载体,是中华优秀民族精神的集中反映和重

要体现,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种特殊的文

化意识形态,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成长发展的印记,开创了中国

共产党执政意识形态合法性之源,是中国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中国共产党代表先进文化方向的象征。红色文化的主要精神

在于体现其中的永恒的“红色精神”,即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

精神和西柏坡精神。

红色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源头,在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体系建设的过程中发挥着特殊重要的作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

红色文化构建了忠诚爱国的民族情怀;以勤劳勇敢为基石,红色文

化培育了不惧艰难的坚强信念;以自强不息为动力,红色文化铸就

了自主进取的创新精神;以为民谋利为目的,红色文化体现了执政

为民的宗旨观念。红色文化是对青少年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爱国主

义教育和拓展党的先进性建设的重要资源,将红色文化内涵和精神

品格融于现代青少年的思想道德教育体系中,可以发扬红色文化资

源的导向功能,加强革命传统教育,加强和改进新时期爱国主义教

育,培育民族精神;将红色文化内涵和精神品格融合于先进性建设

的系统工程中,可以挖掘出党的先进性现代生成的文化动力,弘扬

红色文化,夯实国人文化自觉,在历史与理性的交汇点上体现先进

性建设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使先进性建设真正走上现代化

与科学化。

江西,是一块有着光辉历史的红土地,红色资源丰富,大量的革

命斗争事迹和遗留的各种纪念物,不但具有政治意义,而且具有丰

富的历史内涵和人文价值。

在中国革命史上,江西涌现出一批杰出的革命家,并孕育了中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国革命的四大摇篮: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革命摇篮),红都瑞

金孕育了共和国(共和国摇篮),人民军队在英雄城南昌诞生(军队

摇篮),工人运动在萍乡安源发祥(工人运动摇篮)。江西现在有9
个被中宣部命名的国家级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45个省级爱国

主义教育示范基地,268个市县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1258处革命

旧址、旧居和战斗遗址,有井冈山黄洋界、八一南昌起义纪念馆、萍

乡安源总平巷、永新三湾改编旧址等著名的革命旧址170多处。近

现代著名人物如杨杏佛、邹韬奋、方志敏、贺子珍、曾山、罗石冰、刘

和珍、古柏等都曾在江西为革命事业奋斗。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安

源路矿工人罢工、瑞金苏维埃共和国的创立也在江西。因此,整合

江西的红色文化资源,阐释江西红色文化传承的历史与现实价值,

弘扬江西红色文化,是勤劳智慧的江西人民所期盼的,是江西经济

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基于此,我们不揣冒昧,特组织编写了《红色文

化与传承》一书作为引玉之砖,敬请方家指正。

《红色文化与传承》一书立足江西,深入挖掘、整合江西的区域

红色文化资源,提炼出契合时代与现实需要的精神价值,以江西区

域红色文化中的“人”、“物”、“事”、“魂”为线索,紧密结合时代特征,

以江西的区域红色文化为研究的着眼点和出发点,进而探讨红色文

化对党的先进性建设的支撑引领功能。全书分为上、中、下编。其

中,上编分六章,主要阐述江西红色史诗,深入挖掘江西红色文化资

源,对江西红色文化资源进行提炼和价值升华,为世界观、人生观、

价值观教育提供生动的素材;中编分五章,主要阐述红色文化的思

想启迪,丰富和拓展红色文化教育资源,体现红色文化的现实传承

之魅力;下编分四章,主要阐述红色文化与先进性建设的互构互动,

从红色文化生成的视角深层次地观照先进性建设,精心挖掘植根于

红色文化中的党的先进性因子,对红色文化的具体内容加以现代元

素的糅合,拓展党的先进性建设资源,在先进性建设中树立红色文

化自觉意识。



总之,《红色文化与传承》一书主要研究江西的区域红色文化,

探讨江西区域红色文化中的“人”、“物”、“事”、“魂”在当代的价值,

阐释红色文化对于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具有的积极

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特撰数语,权当抛砖引玉。

是为序。



上篇： 江西红色史诗

第一章 安源路矿

第一节 中国工人革命运动的策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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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毛泽东去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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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霹雳暴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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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革命摇篮

第一节 党的建设

第二节 统一战线

第三节 井冈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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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解放思想 敢闯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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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序 言

第三章 坚定信念 报国为民

第一节 坚持党的领导

第二节 高举爱国主义旗帜

第三节 以服务人民为荣

第四章 遵守纪律 关心集体

第一节 理想和纪律是革命胜利的强大武器

第二节 坚持集体主义价值导向

第三节 做遵守纪律的模范

第五章 艰苦奋斗 廉洁奉公

第一节 艰苦奋斗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第二节 党的历史使命决定了艰苦奋斗的本色

第三节 为革命事业清正廉洁发展生产

下篇：红色文化与先进性建设

第一章 党的先进性的现代生成

第一节 先进性现代生成的困境

第二节 先进性现代生成的基础

第三节 先进性现代生成的路径

第二章 红色文化与先进性建设的供需观照

第一节 红色文化的供给要素分析

第二节 先进性建设的需求要素分析

第三节 红色文化供给与先进性需求识别体系分析

3



红色文化与传承

第三章 红色文化语境下先进性建设的历史回放

第一节 夺权与革命时期

第二节 执政与建设时期

第三节 发展与和谐时期

第四章 红色文化语境下先进性建设的现实回应

第一节 执政合法性的资源

第二节 执政文化建设的基础

第三节 廉政文化建设的动力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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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不但唤醒了沉睡的俄罗斯人民,而且唤醒

了正在不断发展壮大的中国无产阶级。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标

志着中国工人阶级正式登上了中国历史舞台并初步彰显出伟大的

阶级力量。在众多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中,“安源路矿工人的工会

运动及旧年(1922年—作者注)的大罢工实是幼稚的中国劳工解放

运动中最有成绩的一件”①。

第一节 中国工人革命运动的策源地

安源路矿工人运动,就时间上说,它远远晚于中国早期的其他

① 《刘少奇与安源工人运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页。

第一章  安源路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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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运动(据不完全统计,自1912年至1919年有记载的工人运动

就达130多次);就规模上说,它也远远小于“二七”京汉铁路工人大

罢工或上海工人运动。那么安源何以能成为中国工人运动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策源地呢?

安源,位于江西省西部,毗邻湖南省,地理位置十分优越,历史

上素有“吴楚咽喉、赣湘通衢”之美称。安源路矿是江西萍乡安源煤

矿和株萍铁路局的简称,是洋务运动的产物。1898年3月,当时清

朝的买办官僚盛宣怀在安源创设“萍乡煤矿总局”(简称萍乡煤矿

局)。萍乡安源煤矿与湖北汉阳铁厂、大冶铁矿联合组成汉冶萍公

司。安源煤矿属于汉冶萍分部,后发展成20世纪20年代中国最大

的产业,拥有工人12000余人。为了解决安源煤矿的运输问题,

1906年,株萍铁路也随后建成,拥有职工1100余人。

作为全国最大的近代工业企业,安源路矿的工人阶级是有着典

型中国特色的产业军。中国工人阶级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工人阶级

相比,还只是一个崭新且非常幼稚的阶级,但却具有相同的阶级属

性,都与本国最先进的生产方式紧密相连,代表了本国最先进的生

产力,是最有前途的阶级,然而中国的工人阶级无论是在政治生活

还是在物质生活上均是世界上最悲惨的。汉冶萍公司实权归日本

人所有,工程大权则为德国工头所垄断,整个企业采取封建把头制。

安源路矿的工人身受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三重压迫,政

治无自由,权益无保障。他们作为公司生产的主体却不能参与企业

管理,不能接受教育与培训,每日为公司创造数以万计的剩余价值,

却不能养家糊口。

安源煤矿在矿长、矿师之下,工程方面有电机处、洗煤台、修理

处、直井机器处、总平窿工程处(窿即隧道)、运输处、土窑洋土炼焦

处、材料所,在事务方面分为会计处、稽查处、物料处、采办处、参宿

处、医院等,总平直井,分十一段。一万多人的煤矿,其中机器工人

千余人,窿工6000多人,杂工及炼焦工人2000余人,大小职员只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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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余人。煤矿除窿外机器工人和窿内杂工采取点工制(以日记工

资)外,其余均采用包工制,工人均在包工头手下做点工。因此,安

源的工人要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还不能直接与资本家交易,中间还

必须接受包工头的剥削。

窿内矿工,矿局所给工资每人每日可合银洋二角七分,而工头

给工人的则只含铜圆二十六枚(安源的洋价,每元可换铜圆二百一

十枚),包工头从工人身上榨取所得往往超过工人工资一倍以上,有

的甚至超过三四倍。煤矿小工每日的工资少者仅两百文,多者也只

不过二百七十文;大工少者三百文左右,多者也仅仅为三百九十文

上下。窿工休息、未轮班的时候还必须扣除伙食,误事者则还要罚

工资。此外,工头发工资的时候还经常剥削其尾数,如工资在一元

以上者则只给一元,不上一元者却不以不足数之铜圆付给。而包工

头每月的收入大多在七八百元,有的甚至上千元。他们一方面重利

盘剥工人,另一方面又做“吃点”、“买空”、“做窿”、“吃灰”等弊,变相

欺诈剥削工人。所谓“吃点”就是包工头从矿局领取三十个人的工

资,却只雇用二十人干活,其余十人的工资则落入包工头的腰包;

“买空”就是如果生产九百吨,而工头则虚报一千吨,这一百吨的价

值归工头吞没;“做窿”就是工头扣发做窿应用之材料与人工,使得

窿狭窄难行,而包工头向矿局虚报,从中获利;“买灰”是矿局设有化

验处,每日出煤必化验,如果出的煤含磷灰轻,矿局将给予奖励,相

反,磷灰重,则被罚,工头为了“求奖免罚”便贿赂化验专家。

安源路矿工人不仅在政治上无丝毫自由,而且在安全、健康以

及经济生活上也无任何保障。路矿当局可以随意扣发或拖欠工人

的工饷,工人为了不失业甚至还不得不接受每天工作12个小时的

苛刻条件。此外工人的生产、生活设施也极其不完备,不仅矿下的

安全保障设施十分简陋,而且工人的居住生活场所的条件也非常低

劣。窿工有食宿四处,共有房屋100余间,每间丈余宽、两丈余深,

但每间必须住48人,有的甚至要住50人以上,房中的床具就是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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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后也显得非常拥挤,恶劣潮湿的空气使得工人们的健康深受影

响,工人们的食物更是粗陋无比,煤矿虽有一个洗澡池却似小城附

近的小泥沟又浅又臭。矿区虽然有一家医院,但医务人员大多敷衍

塞责,性情暴躁,态度如狼似虎,使得工人不敢轻易进入。工人的游

艺及教育设施更是一无所有。教育设施的缺失使得工人的智识也

变得非常匮乏,用当时国民党的话来说,在工人运动前,“安源工人

都是土头土脑毫无常识,他们甚至不知道怎样是叫开会,更无人能

在开会的场中,说一篇话,演一篇讲,更无人知道什么叫做团体的组

织”①。安源工人素质的落后与无产阶级的先进性形成非常鲜明的

反差。

安源工人不仅过着粗陋不堪的生活,还要经受包工头、公司职

员的任意打骂和各种侮辱,在这些凶恶残酷的包工头、职员眼中,工

人是没有任何人格可言的。工人对于他们无理之命令亦莫敢稍有

违抗,稍有不如意者即被滥用私刑。他们强迫工人跪火炉、背铁球、

抽马鞭、带蔑枷,或者送警所拘留拷打。安源煤矿每日出煤2000多

吨,炼焦七八百吨,但从事生产的工人们却过着牛马般的生活。哪

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安源工

人反压迫求解放的心理与愿望犹如一座休眠火山不断积蓄自身的

能量以期待最后的总爆发。正是这些饱受人间沧桑与苦难的工人,

在中国工人运动史和革命史上却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如果说,

1922年的安源工人大罢工是中国共产党在安源将工人运动与中国

革命有机结合的初步尝试,那么1927年9月在安源策划的秋收起

义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安源探求革命实践道路的更为伟大的尝试。

安源犹如中国的小“莫斯科”,是中国共产党人重要的集散地。

党的许多著名活动家和重要干部,如毛泽东、刘少奇、李立三、陈潭

① 长沙市革命纪念地办公室与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安源路矿工人运动史

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70、6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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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蔡和森、恽代英、林育南、李求实、蒋先云、贺昌、黄静源、夏明翰、

李维汉、毛泽民、萧劲光等,都曾在这里从事过革命活动。一代伟人

毛泽东曾八次来到安源并在此策划了震惊中外的秋收起义,从而开

始了他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伟大的革命征程;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

重要领导人之一的李立三,更是从安源开始崭露头角,1923年春离

开安源后的李立三全面负责汉冶萍总工会的工作;中国工人运动的

杰出领导人刘少奇,在安源工作了近三年的时间,1925年春安源路

矿工人俱乐部与其他工人团体促成了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的召开

并成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刘少奇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委、副

委员长,自此刘少奇才离开安源开始从事全国工运的组织领导工

作。

安源是中国工人革命运动骨干及其后备力量的培训基地。

1922年2月,中国共产党在产业工人中的第一个支部———中共安

源路矿支部,在安源火车站的一个简陋的火车房里正式成立,有党

员6人,李立三为书记。在该支部领导下,安源地区的党组织不断

发展。到1923年8月时,该支部党员已发展到40人,1924年5月

增加到60人,同年6月1日党员人数猛增到200人左右,约占当时

全国党员总数(994人)的五分之一,成为全国最大的、产业工人成

分最多的地方支部。1922年5月1日成立的安源俱乐部不仅创办

了各种工人补习学校和工人子弟学校,还联合创办了初级和高级党

校,这些学校不仅注重加强对工人和工人子弟的教育,还注重提高

他们的政治意识与阶级觉悟,训练了工人活动的能力,使很多工人

成为工人革命运动的骨干,为中国革命在劳动界孕育了最大的潜

力。

在积极发展党组织的同时,安源工人俱乐部还注重发展党的后

备力量。至1925年7月,安源已发展共青团员433人,拥有36个

团支部。更值得一提的是在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的领导下,安源的

少年儿童也组织起来了,并于1923年正式成立儿童团,到192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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