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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冈，是井冈山和湘赣两个革命根据地

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中

心区域。它位于罗霄山脉中段，湖南江西两省

交界，四面环山，地势险要，迸可以：女，退

可以守，便于红军开展游击战争；这里有较

巩固的党、政：团、妇、赤卫队、～￥少先队的组
’

织；有袁文才一支革命武装力量；有足够的
‘

粮食和茶油供应。因此，毛泽东同志在《中

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文中

说： “以宁冈为中心的湘赣边界工农武装割

据，其意义决不限于边界数县，这种割据在

湘鄂赣三省-r农暴动夺取三省政权的过程中

是有很大的意义的”。
’

’．

‘

宁冈，是我曾经战斗过的地方，我于1 9

28年随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部份部队

和湘南农军来到宁冈龙市，与毛泽东领导的

工农革命军会师。’，i 933年秋末又曾两次进

攻宁冈，攻打大陇，葛田。这里的山山水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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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下了我们红军的足迹，这里的人民和我们

结下了战斗的情谊，有着风雨同舟、患难与

共、血肉相连的鱼水之情。

宁冈人民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付出了极大的牺牲和代价，留下了许多可歌

可泣的英雄事迹。 ．

《宁冈苏区志》集中反映了苏区党的建

设、武装斗争、政权建设和土地革命等方面

的内容，真实地记录了毛泽东、朱德、．陈

毅、彭德怀、滕代远、谭震林等许多革命领

袖和革命先烈的光辉业迹；这是一部进行革

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对于人们今天如何坚

定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设有中国特色

的社会主义国家有所启迪。

我青年时期曾在这里战斗，今已耄耋之

年，重来故地，这是我的幸运，在此书出版

的时候，写几句话，以作纪念。

、易乏
， ．

‘

‘， 。嘞办一彳，再{，目客乞躺
曩 ．I



凡 例

～、宁冈苏区，是毛泽东．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开创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和红军大本营，苏区政治、经

济、文化，足革命先驱用鲜血和生命凝结成的历史丰碑。为

缅怀先辈，激励后人，特纂此志．

。 二=、本志上限追溯到1924年前后宁冈人民的反帝反封建

斗争，下限到1934年伙，红六军团西征前夕，着重记述苏区

时期史实。

i、本书采用记、述、志．传、图、表等体裁，以志为

主体，除概述，大事记，特载以外、～律横排门类，纵写史

实。

四，本志重历史文献．重亲史、亲见，亲闻资料，力求

准确无误。

五，本I；～律采用公元纪年；文献资料中的地名，均保

持原貌，必要时注明今地名．

六、人物分为传、录，表，均为苏区革命中有贡献有影

响者；生者不入传。

七，本1；采取语体文记述，力求文字通畅．简洁．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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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宁冈苏区，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以毛泽东、朱

德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工农大众，经过艰苦卓绝

的斗争，开创的中国农村最早的红色割据区域．

宁冈，是井冈山和湘赣两块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中

心；是红军大本营． “以宁冈为中心的湘赣边界T农武装割

据，其意义决不限于边界数县，这种割据在湘鄂赣三省工农

暴动夺取三省政权的过程中是有很大的|膏义的”．①以宁冈

为中心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

命实践相结合的典范，是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

利道路的起点。
嘉

县境位于江西省西南边陲，湘赣边界的罗霄山咏中段．

有“八山半水一分田，半分道路和庄园”之你． ，

，全县四面环山，纵横全境，丘陵盆地相问。地势由南而

北，由外而内徐徐倾斜。中部丘陵海拔300一一500水宠右。’黄

洋界、石峰幼、鹅岭等海拔1000米以上的山峰有46座．其中最

高峰为东南边境的金狮面，海拔1560米，最低点为古城乡的

①毛泽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1928年10月5 El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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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江坪，海拔200米，县境的河流足完整的向心水系，其中

主流为龙江和邬溪，龙江发源于黄洋界西麓的拐湖．与源自

黄洋界东麓的郑溪突于迥碧亭，合弥小江，再向石口?韩江

等地的高山中迂回深切而下，至／k新与禾水汇合，流注赣江．

地处亚热带，气候温和，雨最充沛，阳光充足，无霜期

长，土地肥沃，农作物以“盛产稻米为大宗”，其次为红

薯，大豆．玉米、烟草等；森林资源非常丰富，松杉竹木

遍及全县；茯苓、厚朴、fl|f鹤草等药材毖多；野生动物虎、

豹，穿山甲、狗鱼(鲵鱼)、石jcI：}等山珍不少；矿产资源

钨，铁、铜．铀等均有，瓷土尤其质优产丰．

宁冈地形复杂，崇IIl峻岭，丛林密布， “t叮伏千军万

马”①“山大l L盼，路通湘赣两肯，进可攻，退T,rq：”②并

有4一年耕而三年食”⑤的自供自给的经济力。在地形、经

济等诸方面山根据唑的建立提洪了良好条件。

宁冈足一个物产丰富，资源充足的比方，但物资都高度

地集中在地主豪绅手里。鸦片战争后，除地主豪绅继续巧取

豪夺，残酷剥削上．民外，帝国主义支持下的荇派军阀连年混

战，兵荒马乱，灾荒四超，致引起外地的一些敖兵游勇纷踏

而来，他们各树旗帜，啸聚成帑；本地的一些被逼得走投无

路的贫苦农民亦效仿其做法．打起绿林旗号·趁存在的土客籍

关系紧张，地主豪绅又从中挑唆，矛盾日益尖锐，同时还常

①③《宁冈县志》 1937年 ②《湘赣边界待委羽l

红四军军委至湖南省委信》 1928年7月4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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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宗族派别械斗，、赌博、吸毒．’封建选信盛行，以致人民

在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剥，文化上受奴役，过着原始

贫困落后的生活。 ．
．

‘ ’

‘

．宁冈人民为反抗地主豪绅的封建统治压迫．举行了一次

次暴动。元至顺(1330一一1332)年间，建县以来致大革命

前，500多年历史，举行近百次农民起义．10余次攻占了县

城，其中最有影响的是1650年为抗清兵的江西棚民大起义，

以=|}!J京(泰和人)为首的起义军联合万洋山棚民万余人攻

占永宁县(即宁冈)，并克永新、泰和等五县、威震赣

西，历时四年之久。清未横石垄黄三祥造反几占县城，亦影

响甚大一 ．

，’

；。

1926年10月国共合作北伐胜利之时，共产党员龙超清和

袁文才领导全县人民举行武装暴动，推翻了北洋军阀县政

权，建立了宁冈县人民委员会，掌握全县军政大权。．一同年

11月底，成立中共宁冈支部。

1927年“马日事变’后，国民党右派对湘赣边界工农运

动进行血腥镇压。边界其它各县共产党的组织大部分塌台，

农会遭破坏，枪支大部被豪绅缴去，但宁冈袁文才仍保留
6 0支枪，仍保留了党组织，7月份将支部扩展为区委

(书记龙超清)。继续掌握宁冈全县。
’

这时水新国民党右派发动“六一①”事变，共产党员

和革命群众8 o多人被关押在狱。．宁冈党组织应约命党员

袁文才带领宁冈县农民自卫军，联合安福、莲花农军攻克永

新，救出被关押的永新共产党员和农会干部，声势威震赣

西．．．一 一．
‘·

·． ．

永新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在刘作述，贺敏学，贺子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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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领下亦随袁文才退到宁冈，在龙市、茅坪、大陇，．带．

宁冈和永新党组织主要负责人齐集宁冈，拥有袁文才一支

60多人的武装，并有“此间经营了～年之久”的群众基础
，

为井冈山根据地的建立在政治t。军事上打下了良好基础．

1 9 2 7年l 0月3日，毛泽东率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

工农革命军，经过“三湾改编”后到达宁冈古城．前委在

此召开了扩大会议，确定在罗霄山弥中段建立井冈山革命根

据地。7日，袁文才带领农民自卫军迎接毛泽东率工农革命

军安家茅坪．从此，开始了井冈山的伟大斗争。

1 1月上旬，毛泽东在茅坪象山庵召开了宁冈、永新、

莲花三县原党组织负责人会议，指示边界各县恢复和重建党

的组织，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与此同时，前委派游雪

程、徐彦刚、陈伯钧等对袁文才部队进行了整illI，派毛泽覃

深入乔林进行农村建党试点活动。

1 9 2 8年2月1 8日，工农革命军在全县2 0 0 0多

群众的配合下，攻克宁冈县城新城，活捉了县长张开阳，随

之在龙市召开了万人大会，处决张开阳，并成立了中共宁冈

县委(龙超清任书记)和县工农兵政府(文根宗任主席)，

从此，县城ffj新城迁到龙市。龙市、古城、1新城、大陇4个

区，3 9个乡普遍建立了党和政权的组织，区有区委，乡有

支部，区乡各级建立了工农兵政府．

这时茶陵、遂川县区乡部分亦恢复和建立了党和政权组

织，根据地已初具规模。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之中，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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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以宁冈为中心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

正当革命斗争蓬勃发展之时，3月上句，．湘南特委代表

周鲁来到宁冈，撤销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委，改组为师委．

何挺颖为书记，毛泽东为师长，成为只管军中不管地方的单纯

军事观点的机构，使“边界顿失中心”。随后工农革命军被谰

去策应湘南暴动，国民党军乘虚而入，导致了边界“三月失

败”． 。’、：

4月，朱毛会师龙市，足为著名的“井冈山会师”。、

会师后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两军(不久改为中国红军第四

军)．红军以宁冈为大本营不断扩大根据地。5月2 0日，

中共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宁冈茅坪召开，会上毛泽东

园满地回答了“中国的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制定

了巩嗣发展根据地的七项政策，选举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边

界一届特委·。一 ’r

’

．． 、‘．

．，’

5月下旬，在茅坪成立了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

袁文才任主席，红四军军部亦从龙市迁到茅坪洋桥湖办公。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茅坪成了毛泽东．朱德，陈毅．彭德

怀、滕代远、谭震林，陈正人等领导人的重要活动场所，湘

赣边界党、政。军最高领导机关所在地． ，：

5月以后，边界进入全盛时期。边界党组织从军队中抽

调大批人员深入各区，帮助地方加强党的建没、政权建设、

发展地方武装、深入土地革命。党的组织进入了大发展时

期．党员最多时全县达2400 k。县有赤卫大队，区有赤卫中

队，各乡组织了暴动队。 “井冈山的上地革命最早是在宁冈

县”实行，到5月份，全县普遍地开展了插牌分田运动，

使中心区域的工作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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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湖南省委又派代表杜修经来到边界，强行把部队

调往湘南，造成了边界“八月失败”，宁冈大部分被敌军占

领。 、

毛泽东闻讯红军在湘南亦失败，率～部到桂东迎返红军

大队。1 0月1日，红四军在茅坪取得了却q头陇战斗胜利，

收复宁冈全县，随即又收复遂川、酃县，永新各--d'部，成

为南北狭长一块，永新的天龙区、万年山区，则和整块不甚

连属，重开了以宁冈为中心的边界割据。

1 0月4日，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宁冈茅坪

步云山召开，总结了井冈山的斗争，明确了边界党的任务；

讨论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同共产党湘赣边界第二次代农

大会决议案》(《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就是

其巾的一部分)；选举了边界二届特委会，谭震林为书记，

陈正^．为副书记。1 1月1 4日，红四军在宁冈新城召开了

第六次党代会，会c义讨论明确了中困革命的性质和任务，选

举了以朱德为书记的军委．

1928年1 2月1 0日，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红五军四、

五纵队到达宁冈新城，与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会师，

这是继朱、毛在井冈山会师后的又一伟大会师，进一步壮大

了革命力量。 --

：

此时，湘赣国民党军对井冈IJl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三次

“会剿”。1929年1月4日，前委在宁冈柏路召开了四军、五

军，特委、团特委、各县县委联席会议，研究粉碎敌人“会

剿”，会议决定红五笮和红四军三十二团守山，毛泽东、朱

德率红四军芒力下山，出击赣南，侧后袭击敌人． 1·

红17q军主力下山， “会剿”军二十倍于红军的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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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剿’未能打破，彭德怀、滕代远率红五军突出重围，冲

向赣南与红四军取得联络。
一 肄时国民党军进入宁冈，3月至5月县委工作中断，西

北．东南两特区委直属于边界特委管辖。5月，红五军从赣南

回到茅坪，随即收复遂川和宁冈两县。1 0目，湘赣边界恃

委第二届第四次执委扩大会溲在宁冈古城召开，会议传达了

前委指示，接受东尉根据地的经验，采取公开与密秘相结合

的形式，并作出了“特委的政治指挥中心”转移到永新去．

6月间，县委召开党代会，贯彻四次执委会议精神，割据

采取公开与秘密相结合的形式。1 0尾，荆作述指挥永新，宁

冈、莲花三县地方武装攻克永新、逐步形成了以永新为中心

的瑚赣革命根据地。

1 9 3 0年2月，袁文才、、王佐在永新被锚杀，袁部的

谢角铭、王部的王云隆为首向国民党省政府通电反共，成立

遂(川)宁(冈)联防总保卫冈，随即，国民：范驻赣滇军第

八十一团于4月进占宁冈，县委、县苏维埃政府退入石口，

将宁冈红色警卫连扩充为红色独立第八营，领导军民开展斗

争．’10月，红八营配合边界游击独立师一部，在新城、龙市

打垮保卫团、警察队、把敌人赶到永新关北，恢复全县红色

割据，县委、县苏维埃政府般回龙市办公。

⋯1931年3月和5月，县委和县苏政府分别改选晰路生和

谢月高担任书记和主席。宁冈人民在谢路生、谢月高领导

下，从1931年至1933年问与敌人进行了较长期的反复曲折搏

斗，几室恢复全县赤色政权。

’1933年3月，国民党军王东原第十五师进占宁冈，大肆

镇压革命，屠杀革命干酃和群众，年底红色割据逐渐缩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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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九陇山一带有小块红色区或外，大部分为游击区。1934年

4月，根据湘赣省委指示，将宁冈、茶陵两县合并，成立中

共茶宁县委(李运田勾书汜)和茶宁县苏维埃政府(张善成

为皇席)。同年秋，中共茶宁县委、县苏维埃政府亦被敌人

冲垮，部分J、员随红六笮团两征．部分人员转入地下就地坚

持斗争。

四

毛泽东，朱德等把中国；崔命的重心从城市转到农村，创建

了以宁冈为中心的j{冈山革命根据地．宁冈在井冈山根据地

的初创，发展、恢复和巩同时期是边界唯一的全县红色区域。

在这里，毛泽东、朱德等领导军民，在党的建没、政权建设，武

装斗争．土地革命、经济文化教育卫生等方面从事了许多工

作，取得了典型经验，丰富和叟展了马克思主义。

在党的建l殳上，如乔林乡的建党，为在如何建没坚强的

、农村党支部提供了经验，起了典型示模作用。宁冈及永新为

主的边界洗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一次整党运动．把

一些趁大发展，公开征收党员之机混入党内的投机子分清洗

出党．同时县、区、乡各级都举办党团i『I|练班，加强了无产

阶级思想教育，保征了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克服了“农民

党”的倾向；在政权建}殳上，又注意政权应牢固地掌握在劳

苦大众手里．要清除邡些“挂起红带子，装得很热心，用骗

术钻进政府委员会”中的小地主富农及其反动分子．同时注

意到了党政应分开，不能以党代政，要发挥政权的职能作用；

在军队建没和武装斗争上，1927年冬整顿了盛文才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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