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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永新，土地革命一开始，是中国农村革命根

据地——井冈山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群众武

装割据和长期斗争的战略要地。毛泽东领导的工

农红军曾在这里“大力经营”。永新，在以后发

展起来的湘赣省苏区里，又是军事、政治、经

济，文化的中心．红军长征后，还是湘赣红军坚

持三年游击战争坚强的游击区。
。

为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为苏维埃政权的巩固

和发展，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永新人民作

了巨大的贡献，他们不怕牺牲，浴血奋战。这段

历史，值得讴歌，值得大书。．

永新，是我曾经战斗过的地方，是我的第二

个故乡，这里的山山水水，都和我血肉相连，这

里的人民群众，都和我情如手足。我所在的部



队，从红四军到红八军到红六军团，一大批指战

员是来自永新的，他们一心革命，英勇善战。其

光辉事迹，可歌可泣。

《永新苏区志》，集中地反映了苏区党的建

设、政权建设、武装建设、土地革命，以及社会

变革的历史，并真实地记录了'-3时许多革命领袖

人物，革命先烈的光辉业绩，这是一部很好的革

命教材，它能启迪人们：中国的工人农民在中国

共产党领导下所追求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理想社

会；作为一个中华儿女，究竟应该怎样对待生

活、怎样对待社会。谨叙。

／∥痧务十味：伸v磊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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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永新苏区，是毛泽东，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亲

手创建、大力经营的革命根据地，是湘赣省苏区的中心。苏区政

治、经济，文化，是革命先驱用鲜血凝成的历史丰碑。为缅怀先

辈，激励来者，特纂此专志。 ，

二，本志上限追溯到“五四"运动前后永新人民的反帝反封

建斗争，下限到国共第二次合作，湘赣游击队改编加入新四军。

重点记述苏区时期的史实。

’三、本书采用记，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以志为

主体。除概述、大事记以外，一律横排门类，纵写史实。

四、本志重历史文献，重亲历，亲见、亲闻资料，力求准确

无讹。
‘

五、本书一律采用公元纪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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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烈士及健在的红军指战员分类列表。
’

七．本书采用语体文记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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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新苏区，是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数十位无产阶级革命

家亲率工农红军“大力经营万的硕果，是数以万计的革命先烈流

血牺牲的结晶。

土地革命开始，永新就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

分，进入30年代，它成了湘赣省苏维埃区域的军．事、政治，经

济、文化中心，红军主力长征之后，它又是湘赣红军坚持三年游

击战争的基地之一．

在当时，永新“是敌人的主要目标’’，“也是边界工作最有

成绩的一县打． ，

县境的地理位置，在东径113。507至114。297，北纬26。477至

27。147之间，处罗霄山脉中段，地属江西省，“西距茶陵五十

里，实江西、湖南之冲’’。自古有“楚尾吴头芹之称。

全县高山、丘陵占总面积的70呖以上。海拔1000米以上的山

峰3l座．其中北部8座，南部23座。最高峰，北部是秋山，海拔

1391米，南部是石峰仙，海拔1344米。中部诸山，多在海拔500米

以下。地势南北高，中间低，西南．西北高，东南，东北低，南

北两铡，向中部倾斜，西南、西北向东南、东北倾斜，地势差达

1300米以上。这确如古人所描t “眼观西北三千界，势压东南

数百州。"工农红军踏遍的青山t井冈山，九陇山，天龙山，万

， 年山，铁镜山，东华山，金华山，草市山、松山等等，都是崇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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峻岭中的一个个山头。

境内河流，纵横交错。主流禾水，由西向东，贯穿中部。支

流主要有宁冈水(即古胜业水)。龙源口水(郎古菩提水)、文

竹水、溶江、六七河、芦溪水等。

群峦环抱，溪水内流，构成一块块大小不等的山间盆地、丘

陵岗地和冲积平原。河谷地约占全县面积的20％左右。以中部和

东部分布较广，一般土地肥沃。

气候，属东亚季风区，为亚热带季风湿润性气候，四季分

明，雨水充沛，光照充足，无霜期长。

适宜的气候，肥沃的土壤，复杂的地貌，形成了自然资源的

多样性。植物资源、动物资源、地下资源，水利水能资源都较丰

富。
”

全境的地理条件，恰如古代县志所记； “永新楚尾吴头，山

抱义，水鸣琴，盖岩险之中而灵秀存焉。可耕可凿，可守可战，

夸西江形胜者，未能或之先也”。

永新人民历代都是靠着这块秀丽、奇特、雄伟的土地，以山

伐、农耕、渔猎为业，稻谷，瓜果，赢蛤为食．土地革命斗争

中，30万永新人民也就是凭借这块土地，．创造财富，支援革命，

据险防守。夺取胜利。

永新人民虽居穷乡僻壤，但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社会，并

没能逃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残酷压迫和剥削e

山，尤其是有林山，基本上被少数豪绅所独占，山农没有使

用权，更没有所有权。耕地，特别是河谷平原地，大部分为地主

所占有。有一部分山林和耕地名义上是归祠会，书院、寺庙所

有，实际上也为地主豪绅所支配。
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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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教会势力，随八国联军的武装入侵，由城市口岸渗透到

了永新的小城山村，他们与地主封建势力勾结，直接参与巧取豪

夺，大肆进行文化侵略活动，庇护豪强，鱼肉人民。 ．

地主豪绅，代表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军阀势力，公开操纵

全县的军政财文大权。历代设置的书院变成了他们行使绅权，左

右局势的指挥部，在他们当中，有的豢养武装，独霸一方，横行、

乡里，有的利用族权，纠集同姓，欺侮弱小，他们和县衙门互通

●气，狼狈为奸。 ．

’’

大革命前夕的永新，出现过许多惨不忍睹的事情。侵夺民

财，强占民妻、欺行霸市，草营人命的事件屡见不鲜，啼饥号

寒，卖儿鬻女，采树皮，草根为食，挖观音土充饥，挣扎在死亡

线上的贫苦农民，比比皆是。
”

大革命前夕的永新，发生了一连串群众性的抗暴斗争。1900

年的“闹教"事件J 1911年的“吴楚龙门山"活动，1919年的学

生“仇货一示威游行，1923年的“梭子兵一武装反抗，⋯⋯。永

新人民，有着改变痛苦境遇的强烈愿望和迫切要求。

在震动大江南北的北伐战争时期，共产党人欧阳洛、刘真

(原名刘珍)、刘作述等深入永新城镇农村进行的革命宣传，唤

起了永新人民的革命觉醒，激发了永新人民的革命热情。1926年

秋冬，在北伐军占领长沙、南昌之后，出现国共合作的形势下，

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在永新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并由秘密转为公开

活动。农民群众纷纷组织起来，成立农民协会，开展反对地主豪

绅、反对官吏，封建军阀的斗争，城镇手工业工人，也积极组织

工会，开展争取和保障合法权益的斗争。同时，他们积极武装起

来，成立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队，1927年春，全县137个乡有

农民协会，县纠察队，自j卫队有枪80支。他们凭着组织起来、武

装起来的力量，反军阀、斗劣绅，和封建统治者展开了针锋相对

的斗争． ：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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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农运动的迅猛发展，极大地动摇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在

永新的统治地位，外国传教士，匆匆离开永新，地主豪绅，坐立

不安，惶恐万分．

1927年夏，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永新出现左右

两派的剧烈斗争。右派势力，利用新老军阀“南北妥协’’，“共

同反共"的局势，上下勾结，左右串连，一面在国民党组织内部

搞分裂活动，排挤，打击，陷害共产党人，一面秘密策划，组织

武装暴乱。6月10日他们发起了反革命事变：解除工人纠察队、

农民自：j!队的武装，逮捕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80余人，还砸烂各

革命群众团体的牌子，解散各个革命组织．以共产党人为核心的

左派力量，坚持不懈地进行战斗，赴吉安，进宁冈，下农村，联

络外地革命力量，发动贫苦农民， “以武装韵革命反对武装的反

革命"．7月初，枧田农民暴动。中旬，宁冈，安福、莲花三县

武装合围永新县城，营救了全部被关押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

打击了右派的嚣张气焰。

9月9日，在湘赣边界的辽阔地域爆发的“秋收起义"极大

地振奋了永新人民的革命精神，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从浏

阳来到永新，在三湾进行了改编，接着就在永新和邻县的土地

上，建立起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使永新

人民的革命斗争从此有着正确的革命思想作指导，有着坚强的中

国工农红军为后盾，于是，永新的地方革命力量迅猛、健康地发

展起来。 r

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立起，永新就被列为“创造群众韵

据，布置长期斗争一的战略要地。毛泽东说过- “我们看永新一

县，要比一国还重要。所以现在集中人力在这一县内经营，想在

最短的时间内建设一个党与民众的坚实基础。以应付敌人的下次

会剿’’。从1927年冬天起，毛泽东多次深入永新农村搞调查研

究，亲自抓永新农村的党组织建设、政权建设、地方军队建设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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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革命，亲自和朱德．陈毅等指挥红四军三次攻占永新县城，

亲自布置正规红军分兵永新农村，发动群众，组织游击暴动’亲

手创建地处境内的唇齿相依的两个军事根据地——井冈山和九陇

山军事根据地。

刘真、刘作述、刘家贤、贺敏学，尹铎、贺子珍等，于1927

年11月下旬，在宁冈茅坪象山庵参加了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三县原

党组织负责人联席会议之后，旋即回永新，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和

“八七会议"决议精神，从重建党的地方组织入手，展开革命活

动。71927年12月，在小江山成立了中共永新区委，1928年2月在

田西村成立了中共永新县委。然后分头到九陇山、塘边，三房，

南边、辛田．下泮田，黄沙，黄波洲，黄冈、象形，心田等地发

动群众，建立党团组织。毛泽东也在这时率领部队来到秋溪一带

作社会调查，发展党组织。到6月下旬，全县130多个乡有了党

的组织，成立了东南．西北两个特区和4个区委。1929年8月，

党员发展N4000余人，1932年10月，中共永新县第二次代表大会

召开时，党团员发展到l万多人，其中95％是农民。杨克敏在

1929年的综合报告中，高度评价了永新党组织的工作，他说，在

根据地各县的党组织中，以永新县党组织的战斗力为最强，工作

也最出色，永新县委的组织很健全，还注意纠正了不正确的工作

方式，使永新的斗争走上了“六大一路线的轨道。

，。边界的斗争，完全是军事的斗争，党和群众不得不一齐军

事化"．县委在重建党组织的同时，大力进行了地方工农武装的

建设。
’

工农暴动队“始于永新"。早在1927年下半年，敌我阵线明

朗，阶级斗争剧烈，永新农村就成立了暴动队。开始是秘密韵，

N1928年夏公开了．赤卫队最早成立于小江区，有队员60多人，

枪42支。1928年5月，县赤E大队成立，队员600余人，枪百余

支．1929年夏，枪增至300余支。1930年7月，赣西南刘作抚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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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的报告云s永新全县召集5万武装的检阅，．开会3天，纪律

．严明，特别是七区群众，参加斗争很多，有较丰富的军事知识和

经验。1932年春，县成立赤卫军，联区成立赤卫师，区成立赤卫

团、营，乡成立赤卫连、排．班。以区为单位，挑选精干赤．1了队

员组织赤卫军模范营，在模范营中再挑选队员组成游击队。1933

年7月，组编模范赤卫军一个师，共2700人，620余支枪，分3

团、9营，27连，8l排、162班。这样，由暴动队中挑选精干，

组成赤卫队(军)，赤卫卧(军)多次升编为红军正规部队，然

后又挑选精干新组或扩充赤卫队(军)。如此循环往复，形成苏

区群众军事化的网络。 ．
．

政权建设，土地革命，在境内经历了反复．剧烈的斗争过

程。1928年4月，县委在田西进行了分田试点。在这之前，毛泽

东亲自到田西作了调查。5月，红四军一占永新城之后，红四军

、近距离分兵，深入石灰桥、高桥、天河、南阳，象形等地发动群

众，。建立红色政权，开展土地革命。6月，龙源口大捷之后，全

县红军普遍开展分田。毛泽东率红四军三十一团一营与永新县委

一起，到塘边蹲点，总结政权建设、土地革命的经验，不到一

月，南乡的大部分地区，北乡的万硕(今万石)以上各村，西乡

的高溪，鄱阳、下溪、田南、石市、夏幽，三房，南边，i朱塘、

汤溪、沙市等地，都建立了工农兵政府，分配了土地。 、

“八月失败’’，全县除小江区、万年山区、天龙山区仍保持

武装割据外，平原丘陵地带均为敌人侵占，农民分得的土地被地

主夺回，各级工农政权机构都迁入山区。

1929年，整整一年，全县人民在县委领导下，按照湘赣边特

委四次执委扩大会的指示开展了艰苦的游击战争。以当时县委的

所在地甑潭为中心，向四周发展革命势力。各区的工作路线是：

北以天龙山为依托，向吉安，安福推进，西以九陇山、鄱阳为依

托，向茶陵、莲花发展，南以万年山为依托，与宁冈取得密切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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