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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多年以来，史学界对中央苏区的军事斗争、政权建设和经济建

设进行了深入研究，但在苏区文化的研究方面，成果还不多。现在

高兴地看到《中央苏区文化建设史》的出版，这本书以丰富的史料，

介绍了中央苏区文化建设的发展过程和伟大成就，是一本比较全

面反映中央苏区文化建设的史书，她对于总结苏区文化建设的历

史经验，指导当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和借鉴

作用。

毛主席说过"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中国共产党

在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十分重视对广大苏区军民进行政治

思想教育和文化教育。我们这些当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大多数是

在苏区列宁小学、夜校、识字班、俱乐部开始读书识字，懂得革命道

理，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F也有的是在红军学校和干部培训班接受政

治和文化教育，并在革命斗争中增长才干，逐步锻炼成为"能文能

武"的党、政、军领导干部。在根据地里，文化教育事业蓬勃发展。各

类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大量歌颂新生活、激励人民斗志

的歌谣、戏剧等文艺作品相继涌现;每当纪念活动、庆祝会或战斗

间隙，总要举办军民联欢会和体育竞赛，苏区到处书声朗朗，山歌

飞扬，一派生机勃勃的气象。丰富多呆的苏区文化，起到了团结人

民、打击敌人的作用，成为一支革命的生力军，如果没有这支文化

生力军，中国革命就很难取得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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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军文化建设是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下进有的，党和苏维埃政

府领导广大工农在粉碎敌人的军事和经济"匿剿"的离时，也取得

了苏区各攻建设的显著成绩。萌发和生长在火红年代的苏这文化，

是援据地人民革命斗争的其实记录，她生动地反映了苏区的政治、

经济特点，展示了苏区军民的革命精神风绽，称得上是中菌革命的

史诗。虽然，苏军文化建设的经验还不足，苏区文住在内容和彩式

上都还稚嫩，但丰富的史料和完荣约传统，承运值得我们学习和研

究。

今天，我们正处在改革开放的茄史新时期，提高全民族的科学

文住素囊，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茄史赋予的垠主雨先荣

的任务。我宫1应该进一步做好革命文化史料的故集、整理和研究工

作，从苏区文化建设的历史中得到有益的启示，学习和发据苏区文

化的光荣传统，去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

伍洪祥

1995 年 7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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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创建了中央革命摄据埠，广

大苏区军民理苦创业..不但为中嚣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

斗，丽旦为中国的文化革命时奋斗"。①他们在进行武装斗争、土地

革命和政权建设的同时，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文化建设运动，从而

"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揭巩固的根据地，造成军事上、政治上、经

济上、文化上部伟大的革命阵地"。②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

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嚣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

探索出一条苏区文化建设的发展之路.

苏区文化建设是在土地革命运动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她适

应了革命战争和苏这建设的需要。 1927 年南昌起义时，革命文化

宣传便开展起来。随着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广大工农群众在政治

上、经济上露身以后，以主人翁的姿态投身子文化建设之中，敬起

了群众性的文化教育运动。革命模据地建立韧期，革命文化主要是

宣传反帝反封建和土地革命的纲领，配合军事斗争，内容和影式都

比较简单。 1929 年 12 月，古图会议的召开，为苏区文化建设指明

了方向。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中央革命模据地先后取得了三次反

①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儿 4毛泽东选集E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663 页.

② 毛泽东，(中嚣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E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艇，第 6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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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剿"战争的胜利，苏维埃政权进一步巩固和发展，革命文化建设

事业也随之发展起来。 1931 年 11 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肃

成立后，建立健全了从中央到地方能文化教育系统，制定并完善了

各项文化教育规章能度，苏区文化建设进入了统一领导、繁荣发展

的薪阶段。

在党和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广大群众以自己的力量，在自

己斗争的经验中，来建设社会的文化教育，以及一切适用的科学技

术和艺术。"①苏区在废除了旧的文化教育制度以后，着手建设苏

维埃的新文化。儿童教育、干部教育、扫言教育等各类教育事业拐

具规模，受教育对象空前普及，教学改革和教材建设成果显著z 文

学艺术创作硕果累累，大批反映苏这生活的优秀作品，表现了新的

人物、新的思想，鼓舞了苏区军民的斗志 z新闻出版业兴旺发达，种

类繁多的摄刊、图书，有力地宣传了党的方针、政策，广泛传播着科

学文化知识;体育、卫生等社会事业的初步发展，提高了苏区军民

的健康水平和文萌程度。广泛深入的文化教育运动，提高了人民群

众的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培养了大批tt秀的革命人才，保证了革

命战争的胜利，但进了苏区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历史表明 z无产

阶级要取得革命的胜利，除了依靠手里拿枪的人民军队外，还要有

一支革命文化的军队，这是革命人民用以医结自己、战胜敌人的必

不可少的一支生力军。

苏区文化建设开创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化事业的新纪元。广大

文化工作者坚持"为革命战争和苏维埃建设服务"的方向，自觉地

向工农群众相结合，批判地继承民族文化，特别是客家文化的传

统，大胆地吸枚世界先进文化，创造出具有民族特色和对代风采的

苏维埃新文化，使"五四"以来的革命文化，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

① f湘赣革命报据地史料选编》下册，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60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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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的变化，表现出苏区文化的显著特点。

首先是革命性。苏区文化是土地革命斗争的产物，它以反帝反

封建为中心内容，以巩固和扩大苏维埃政权为目标。中央芽、区在反

对半封建半殖民地遗留的腐朽患想的同时，广泛"扩大共产主义思

想的宣传，加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①在为"革命战争租除级

斗争服务"的方针指引下，苏区文化各方面的内容都具有鲜明的革

命性和强烈的政治鼓动'性，起到了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

滔灭敌人的战斗作用。

其次是实践性。苏区文化建设走的是一条实践之路、探索之

路，党和苏维埃政商根据革命斗争的需要和苏区的实际，总结制定

出苏区文化建设的总方针、总任务，完善了文化教育的章程、法规，

提出了正确的文化教育政策。从内容上说，苏区文化的实践基础是

革命战争和主培革命斗争，火热的苏区生活为广大文化工作者提

供了创作的源泉，正是苏军文化"如实地反映苏维埃的实际，真正

为党和苏维埃政府提出的具体任务而斗争掉，②才显示出强大的生

命力。

再次是群众性。苏区文化实践的主体是人民群众，他们既是革

命斗争的参加者，又是苏区文化的创造者，广大工农群众在文化建

设中表现出极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苏区文化贴近群众和生活，内

容和形式都表现出广泛的群众性，为广大群众所欢迎，所接受。

总之，苏这文化生动地反映了革命根据地的政治、经济特点和

人民群众崭新的精神E程，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

封建的文化。

中央苏区文化建设是我国无产除级革命文化事业的担步尝

{①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儿《毛泽东选集章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706 页.

② 洛蔼，(关于我们的报纸>>，载f斗争章， 1933 年 12 月 12 f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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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次碰撞和融合。毛泽东、周

恩来、张闻天、瞿秋白、朱德、陈毅、徐特立等党、政、军领导人，不仅

注重解决文化建设的大政方针问题，商且率先垂范，亲自参如文化

教育的实践，并提出了一系列的苏区文化理论，成为毛泽东文化思

想宝库始重要组成部分。

关于文化在革命和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毛泽东指出:部造新

的工农的苏维埃文化，是"为着革命战争的胜利，为着苏维埃政校

的巩固和发展，为着动员民众一切力量，加入于伟大的革命斗争，

为着创造革命的新后代。"①全雷阐述了苏区文化在革命战争和苏

维埃建设中的重要性。

关于苏维埃文化建设的方针。毛泽东提出"在于以共产主义的

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员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

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

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②

关于大众化文艺方向，党和苏维埃政府提出"应尽可能的群众

化，与群众日常生活联系起来，使群众自觉的认识接受党的政治主

张，决心为这种政治主张奋斗。"③在内容和形式上，主张革命性与

通俗性统一。号召文化工作者"把苏区工农群众的苏维埃生活实

际，为苏维埃政权而英勇斗争的光荣历史事迹，以正确的政治观点

与立场在文艺的形式中写出来。"努力"创造工农大众艺术，发展苏

维埃文化"。③

关于正确对待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部题，主张揽判地继承

传统文化，认为一方面要"反帝雷主义文化侵略和国民党党化教育

与封建复古教育，加紧反封建习俗和破除迷信的宣传工作'气另一

4 

①② 毛泽东，(苏维埃的文化教育弘载4红色中华>.1934 年 1 月 26 a 。
③ 4中共牛央宣传工作决议案).1929 年§月.

③ 《红色中华B文艺IH司~(赤焰章发刊词 .1933 年 4 月 23 a. 



方面在"进行破坏 113文化的工作中，要加紧注意新文化工作曲建

设飞对传统文化"加以很好的有技术的改良"。①强谓"用一切旧的

技巧，那些为大众所通晓的一切技巧"黯于新的革命内容"作我

们的脸级斗争的武器"。②在吸收外来文化过程中，主张学习外国

先进文化特别是苏联社会主义文化的经验。

关于知识分子政策。张黯天、瞿秋白主张=应该利用汩的知识

分子发展苏维埃文化教育事业，还"可以从国民党区域中吸收更多

的高级的知识分子来为苏维埃工作"。GF 苏维埃政府明确规定"知

识分子，不能看做一种阶级成份，知识分子的阶级成份，族其所属

的拚级决定。川一切地主斡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在服从苏维埃法令

的条件下，应该充分利用他们为苏维埃服务JH4知识分子在她们从

事非羁削别人的工作……是一种使用黯力的劳动者，应受到苏维

埃法律的保护。咱

中央苏区文化建设的实践和理论的探讨是丰富的、多方面的，

走过的道路也是曲折的、复杂的。由于党和苏维埃政府始终坚持以

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苏区建设的实际出发，紧紧依靠人民群众的

力量，发扬了艰苦剖业的精神，所以在混苦的战争环堤中，克服了

重重困难，取得了苏区文化建设的伟大成就。

苏区文化建设的丰富史料和苏区人民的革命传统，己成为全

党全昌人民的珍贵的精神财富。我们必须大力弘扬苏区革命文化

的光荣传统，进一步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努力提高人民

群众的科学文化水平，娓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把我国建成

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

① 4江西苏区教育资料选编>>.江西教育出版社 196号字版，第 150 页.

② ((革命歌遥远集)编完之后>>.(青年实话丛书>>.1934 年 1 月 6 日.
③ 洛甫，(论苏维埃的文化政策苦，载《斗争事第 26 期.1933 年 9 月 15 日 e
③ 《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2 年躯，第 5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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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新文化传播与工农运动兴起

第一节革命前赣西南、闽西的社会状况

中央苏区地处江西省西南部和福建省西部，通称赣西南、闰

西，包括赣西南 11 个县和闺西 10 个丢。这里山峦起伏，河流交错，

气候温和，雨本充沛，矿藏、物产丰富。但是在学建黑地半封建的18

中国，这里交通部塞，经济文化落后，人民遭受帝居主义、封建主义

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残酷剥削程去迫。

赣西南、离西培区的经济主要是小农经济，农民耕种的农具是

篱疆的犁程，耕作技术落后，生产力本平镜下。农村手工业以辑、娼

为大宗，其次是茶叶。由于夕外卡国资本主义的侵人‘

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是被破坏了;但是'封建剥制制度的根基一一

地主盼级对农民的剥酶，不缸依旧保持着，而且同买办资本和高科

贷资本的事j剖结合在一起，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占着显然的

统势。n①以赣南寻邬县为饵，占人口 92.6%的农民，只占有田地

① 毛择东，(中雷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E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版.第 63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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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商只占人口 7.4%韵地主、富农，却占有 70%的田地。①另据

离西地区的龙岩、永定、上杭、连械、长汀、武乎六县调查，"困地平

均百分之八十五在收租阶级手里，农民所有困地平均不过百分之

十五。"②随着土地兼并严重，广大农民频频破产，地主阶级利用地

强对农民进行残酷剥削，闽西"各县最低百分之六十，长汀百分之

七七连城南乡高至百分之八十。"③赣南兴国永丰区"一乡〈凌摞

里〉、二乡〈永丰好)、器乡〈猿运〉地程，均是百分之五十，三乡(三

坑〉大部分百分之六十，小部分百分之五十。"③高利贷盘剥也十分

琼人，闽西地区的利息"龙岩每月二分为最低，连城、武平、长汀均

三分，上抗、永定均二分半，最高利息各县有到十二分的。"⑤

这个地区的工业生产主要是手工业作坊，机器工业数量甚少。

在一些城市租集镇，手工业比较发达，主要有造纸、织染土布、刨

烟、铸铁、烧窑、制伞、造鞭炮、制茶、制塘、榨油、缝纫等。自帝国主

义的工业品侵入后，赣西南、闽西的"手工业便逐渐蔽产，洋布战胜

土布，洋纸打倒土纸，卷烟打销了条丝。"⑤城乡手工业自益衰败，

广大工人深受失业的折磨。

封建地主、豪缚布官僚军阀对广大劳苦人民在经济上进行残

酷压榨，在政治上黯把持一钮，实行血腥的反动统治。 1913 年，北

洋军阀李厚基入主福建，开始了在福建长达 14 年的封建统治。大

革命失败时，驻扎在闽西各县的军阔是李凤翔部陆军第三师，编有

曹万攘的第五族和社起云的第六旅:陆军第一师张毅的一部也驻

守龙岩a 江西的反动驻军为滇系朱培德部，共爵个蹄，第七师王均

① 毛浮东，(寻邬调查). <<毛泽东农村混查文集)，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05

页 e

②③⑤ 4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政治决议案队1929 年 7 月。

③ 毛浮东，(兴国调查). <<毛泽东农村满查文集)，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201

页.

⑥ 4闽西蒋委工作报告)， 1930 年 7 月 8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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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驻在省会离昌租赣北、赣中一带，第十二剪金汉鼎部，驻赣西南

和赣东一带。各部军阀嚣其经济、政治背景的不同影成各禄，为了

争夺地盘，勾合斗角，连年混战，在 1922 年到 1925 年间，闽西大小

军阀混战竟达 30 多次。军离统治下的中国黑暗腐败，是觅一斑。

各地军离为了筹集军铺，中饱私囊，极力搜富民指民膏，将无

数的劳镜和提税如在穷人身上。"捐税除原有黯税统税等正税外，

其余的杂税竟有 10 余种之多。"①"在暴动以前l;Å龙岩一县来说，

捐税有 40 多种，每人的负担要 28 元。"⑧除征收固藏、房产程等

外，还有人头税、灶头税，甚至还有"寇婚丧祭屠宰捐"。

在黑暗统治下，赣西南、闽西"匪军遍地，暴敛横生，农辍于耕，

工失于肆，离罢手布，百业凋零，金融纷乱。"③广大人民生活在悲

惨、贫嚣之中。

在政治腐败、自不聊生的旧社会，文化教育也十分落后。闽西

地区 250 万人口，只有凡十所中学，凡所农校和乡村篱易师莲学

校，凡百所公私立小学或学堂。文化教育机关操纵在地主捞级手

里，劳动人民被排除在教育大门之外，处在"斗字不识苦连天，世世

代代受欺凌"的境地。"寻邬县不识字的达百分之六十，女子可以说

全部不识字。"③在赣西南和闽西广大农村，在塾盛行，读经讲学，

实行儒教，封建迷信和鬼神~念根深蒂窟，吸食鸦片和女人缠膊的

恶习积重，民间疾病瘟疫流行，腐扣的思想文化充斥社会。

帝国主义国家趁挽进行文化侵略。 1840 年鸦片战争后，赣西

南和闰西地区陆练出现各帝层主义国家传教士创办的教堂、学校、

① 《江西工作近况)， 1928 年 7 月 8 日.

② 4部西特委工作报告)， 1930 年 7 月 9 日.
③ 《福建军事政治概况)， 1926 年 7 月 8 日.

④ 毛泽东，(寻邬调查>.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仇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5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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