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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III． 古
刖 置

江西，历史上素有“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之誉。勤劳勇敢的江

西人民从新石器时代早期开始就世世代代劳作、生息在这块土地上，为

推进中华民族的文明，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尤其是近代，在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下的推翻旧世界、建立新中国的斗争中，江西的革命斗争风起云

涌，波澜壮阔。举世闻名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南昌八一起义、湘赣

边秋收起义、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等重

大历史事件都发生在江西。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邓小平、

陈云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在江西这块红土地上留下了闪光的足

迹。江西人民浴血奋战，为新中国的建立进行了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

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重大的贡献。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具有光荣传统的江西人民在党的领导

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创造了前所未有的业绩，取得了令人瞩目的

伟大成就。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省各级党组织以邓小平

理论为指针，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带领广大干部、群众开拓创新，加快

了兴赣富民的步伐，使江西的山山水水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大变化。

我们党已经领导中国人民走过了八十年的辉煌历程。为了真实、形

象、生动、系统地再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江西人民革命和建设的辉煌

历史，用党的伟大成就激励人，用党的成功经验教育人，用党的历史教

训警示人，经中共江西省委批准，省委党史研究室负责编辑了《中国共

产党江西历史图志》(192卜2001)一书。在《图志》的编辑过程中，我

们以两个《决议》为准绳，坚持忠于史实、实事求是的原则，在广泛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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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图片资料的基础上，进行了认真的筛选和编辑，共收入图片1200余

幅，并简洁地撰写了13万余字的概述，力求做到图文并茂，融思想性、

资料性、生动性为一体。

回顾中国共产党在江西80年的奋斗史，必将极大鼓舞我们以更大

的信心和热情去夺取新的胜利。让我们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更

加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党的基本路

线，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进一步解放思想，振奋精神，坚定信

心，真抓实干，开拓进取，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阔步前

进，在新的世纪创造新的辉煌。

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

2001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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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江西的新曙光

(1919一1927)

1840年，英国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尔后，西方列强迫使中国清政府，订立

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江西人民和全

国人民一样．被抛进了黑暗苦难的深渊。为了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黑暗统治．改

变自己的悲惨命运，江西人民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江西人民积极声援太平军和响

应辛亥革命，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行列。江西的无产阶级是江西社会中的一支崭

新的阶级力量，在斗争中表现出了革命的坚定性和彻底性。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在五四远动和新文化运动中，江西涌现出了一批先进

的青在知识分子他们积极传播马克恩主义，组织进步团体，为中国共产党j]。r题地方组

织的建立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江西是中国最早确共产党人，舌动的省份z一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使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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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的

暗的华夏大地迎来了新曙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江西人民的革命斗争风起云；

如火如茶。1922年2月．中国产业工人的第一个中共支部在安源成立。毛泽东、刘少j

李立三等在安源点燃的工人运动烈火熊熊燃烧。

1923年1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江西地方团成立。团组织成立后积极发展团j

深入工人中开展革命活动。1924年5月，中共南昌特别支部成立。中共江西地方缍

成立后．立i]领导全告人民F展轰轰未。烈钓工农运动．帮助江西国民竟改组．推对

促进第一次匡共台作在江西壹勺形成和发展，有力地配台和支援了北伐战争。

北伐战争在东南各省的胜利．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引起了帝国主义的极度恐|I

也使以蓐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新军阀坐卧不安j他们相互勾结．进行 系列的反革俞

动在中共j工西区委的领导下．江西人民开展了反对蒋介石和江西国民党右派的斗：



，i‘一：臣重臣团
Zhongguo Gongcbandang Jiangxi Lishi Tuzhi

灾难深重的旧江西

根据丧权辱国的中英“天津条约》。1^61年，英

国侵略者在九江设立租界和领事馆。英国在几江租界

确立丁一套独立r巾国行政与法律系统之外的统治制

度，攫取了几江的领事裁判权、海关管理权和关税支

配权．垄断r九江的对外贸易和经济命脉，此外，英

国在租界内设立巡捕房，建立法院．监狱，市政管理

与税收机关等．还制定r一些限制华人行动的法规，

形成了‘国中同”。

九江被迫开埠通商后．步英圈的后尘，其它资本

主义侵略势力也纷纷插足九江。美国、法国、f_j本等

贤本主义国家先后在九江“租界”内建立领事馆，或

设立教台．学校，或开办商行、公司、工厂等．以实

现他们的侵略与掠夺目的．西方资本主义势力以“通

商”为幌子．以租界为据点，进行政治，经济．文化

侵略活动。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以鸦片战争失败，需向英国

“赔款”为由．加强了对人lt的榨取。清政府当时向Ⅱ

扭人民榨取的方式有“浮收”、”捐项”等。江西的经

济在外国侵略者与清朝统治者的压榨下凋敝4：堪．大

批手工业者破产，无数的农民背井离乡．陷入悲惨境

地。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者不仪对人民群众实行经济

压榨．而爿|还对人民群众实行政治压迫，江盯人比没

有任阿民主杈利；

觉醒．总是在痛苦和黑暗叶『簖生。鸦片战争后】0

年．中嘲所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农I乇起义——太平

天国革命爆发厂l 8j3年至186J年．太平军几十万

大军先后7次进入江西作战。太下军所到之处．除恶

惩贪．宣传太平天国的政治主张．发动群众参加反清

斗争；江酉人民积极参军参战，筹集粮款，声援和支

持太平军。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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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第一口：鸦片战争以后，伴随鸦片、洋货倾销而

大量涌入¨1t国的两方传教上，在不平等条约的庇护F．

成为两方列强对华进行文化侵略的工县。随着传教活

动扩大．外国传教士进八江西的人数增多．外国传教

上在江婀境内修建”天主教堂”．组织教会团体，吸收

信徒，盗卖巾圜L地．勒索钱财．包庇不法教民，欺

压Tr姓．侵犯人比利益．酿成一个接一个“教民纠纷”．

即中国人民反抗外国教会势力压迫的“教案”，1 900

年，贵溪县爆发的侯老祥反教起义．1904年乐平县爆

发的抗捐反救起义以及1 906年爆发的“南昌教案”．显

示了江西人民不畏强暴的顽强jp争精神．打击了帝国

主义的侵略气焰。

1 911年】0月10 H，为了推翻清朝封建统治．以

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了武昌起义．揭

开了中闭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新篇章，

武吕首举义旗，九江率先响应。1 9]1年1 0月23

日睨．九江新军举旗起义，10月30日驻南昌域外东郊

的新军骑兵营发动起义．并在城内的革命力量的配合

支援’F迅速占领了南昌城内各个重要据点。1]月1日．

江西军政府宣告成立：江西全省光复，为辛亥革命谱

写了光辉的篇章。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

然而这个胜利成粜．很快被北洋军阀袁f壁凯窃取，社

会的黑暗、民族的危机、人民的苦难，更加深重。

工西的新曙光

英国驻九江领事馆

英国设在九江的进捕房

日率驻九江领事馆及地界碑



洋人在扛婀开办的藤器加工



在江丽的外国传教j

九江英租界码头

法用传教士在南昌修建的天生教摩

——————————————————_-——]

~工西的新曙光

西方传教t．在南昌建立的天主教堂

设立在九江的美国圣公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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