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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世纪之交，迎接新世纪到来之际，我们主编了"中央苏区

历史研究"丛书，共有六种:即《中央苏区财政经济史》、《中央苏区

政权建设史》、《中央苏区党的建设史上《中央苏区军事史》、《中央

苏区文化教育史》、《中央苏区土地改革史》。

本世纪 20 年代末至 30 年代中期，在中国南方的赣西南、闽

西，中国共产党人开辟了全国最大的一块苏维埃区域。它是苏维埃

中央政府所在地，也是全国苏维埃运动的中心，因此称为"中央苏

区"。中央苏区是毛泽东思想的发祥地之一。这个期间是毛泽东思

想初步形成的时期，同时，又是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统治全党及全

苏区的时期。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军事斗争则取得了第一次、第

二次、第二次、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历史的发展是错综复杂、多

层面和立体式的。对中央苏区的历史，不少学者花了毕生的精力，

搜集了大量史料，写出了几千篇学术论文与成百种的专著。真可谓

林林总总，硕果累累。我们当初是打算在此基础上作些集成研究并

提出一此新的看法，因此，组织编写了这套丛书。现在，"丛书"即将

出版了，看后又甚不满意，总觉得在"集成"与"台4 新"二方面都做得

很不够，虽然"丛书"中的二三种在某些方面作了新的探索，但相对

于整体而言，仍感到很自咎。该书面世后，尚祈方家不吝赐教!

中央苏区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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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瞿秋白、陈云、邓小平、张阔天等进行伟大革命实践的地方，

培养了一大批治党、治军、治国的人才，为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建

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获得十分丰富成

功的经验。以往在研究中央苏区历史的文章与专著中，对成功经验

的研究可以说占绝大部分。但中央苏区时期也是王明"左"倾错误

路线统治时期，实行全面"苏化"，在政治、军事、经济等各个方面都

造成许多恶果，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的文章与专著很感不足。全党认

真总结经验教训也很不够。

正如恩格斯所说的"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

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467

页)。毛泽东在 1939 年总结"中央苏区"历史时说，我们党受共产国

际和俄国人的影响，主要是民粹主义，就是不经过资本主主主直接

从古建-2豆扩也就是生表经3极防止社会主义的影响。因为中国的
革命是在广大农村进行的，绝大多数党员是农民成份，党内极容易

产生类似于俄国民粹主些望向。经兰皇岛旦雄4耳品了《新民

主以贯立1旦旦旦坠毁jf~ 府》、 1947 世旦且要变和我们

的年妇， 194些芝拿些主些主士全全占出峙丰4至统地提出
jztR主主λ往会论，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

展的伟大理论概括。

毛泽东全面论述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形

态。他认为"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达到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列

宁主义的天经地义"。中国的资本主义太少了，以资本主义的某种

发展代替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仅是一个进步，而且是

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就是没收官僚资本为国

家所有，"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新民

主主义经济纲领就是没收官僚资本为国家所有，没收封建土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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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新民主主义经济成分有农民和手工业

的个体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国营经济、合

作社经济。毛泽东还认为，没有新民主主义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没

有几万万人民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要想在旧中国的废墟上

建立起社会主义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中国革命胜利后，不能

走"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路"，也不能走"无产阶级专政的社

会主义的路"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第二步

才是社会主义。而且第一步的时间是相当地长，决不是一朝一夕所

能成就的"进入社会主义是将来的事，要"经过新民主主义的改

革。而在将来"在国家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大为兴盛了以后，在各

种条件具备了以后，在全国人民考虑成熟并大家同意了以后，就可

以从容地和妥善地走进社会主义的新时期"。毛泽东还提出了生

产力问题"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

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中国人民生产力的发展是否

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

的"。

毛主主生盘且主丰斗非斜台，是J旦笠主主且直至j戈，毛主:ì!
合中国国情的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袖创。正如恩格斯所说"伟

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不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

己的错误中学习来得快。"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产生是与总结第二

次国内革命战争虫期(当然包括"甘苏区"时JtM)"É:"坦盐茸的教--切也主旦主虹h一个民族如果忘记了自己的历史，就不可能深刻

地了解现在和正确地走向未来。

对历史要"温故知新"，祈望在新世纪到来之际，有更多青年学

者们运用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全新理论，去审视中

央苏区时期先辈们创造的一切(包括正面的经验和负面的教训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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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在读史或研究历史过程中，就会有所借鉴;有借鉴，就会有创

新，就能更深刻地理解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

理论价值。

不管经历如何，本世纪最后十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旗帜上

出现了邓小平理论，由于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在新的世纪里，

社会主义必现勃勃生机。

孔永松

1999 年于厦门大学北衬松k 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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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暴黯蠕

本书研究的是本世纪 20 年代后期 30 年代前期，即 1927 年至

1935 年之间，巾央革命根据地红色政权创建与发展的历史。

这段以"苏维埃"命名的红色政权建设历史，是中国共产党首

次建立政权、学习国家管理，并在特定时期内极其成功的尝试。有

关这段时期政权建设与发展的历史，至今尚无严恪意义上的专门

研究，尽管部分的、零散的研究成果，是富于启发性的和不容忽视

的。

一、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兴起及其特征

大革命失败以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新军阀建立起统

治中国的政权，开始了以现代专制体制为特征的国家统治。这个代

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权，囚其性质的反动，不仅无法解

决中国面临的国内与国际的问题，反而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障

碍。这个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南京国民党政权，对内实行封建的法西

斯专制统治，对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势力则屈辱退让，把中国

一步步推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蒋介石的南京政权从建立之

日始，就成为人民革命的对象。中国共产党顺应历史的潮流，开始

了领导中国人民致力于推翻这一反动政权，建立人民民主政权的

艰苦而漫长的斗争。

中国共产党在经受 1927 年"四-士"反革命政变的劫难之后，

总结了这次失败的教训，重新思考自身在中国革命进程中的地位

与作用，开始以武装斗争为形式和土地革命为内容的土地革命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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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寻求建立工农民主政权的途径。这两方面的早期努力，经历了

艰难与苦斗的历程。从带有标志性的中国苏维埃运动在实践中的

首次尝试一一海陆丰和广州苏维埃的成立，到将建立苏维埃的目

标，从城市转向国民党统治比较薄弱的农村，这一方向性的转变，

推动了苏维埃运动在以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为特征的农村割据区

域内迅速兴起。

在工农武装割据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最初几年内，中国共产党

在全国各地领导了无数次武装暴动，开辟了千才、块一小块分布于

不同区域的革命根据地，其中以毛泽东领导的井冈山工农武装割

据最有典范的意义。井冈山根据地的创立，在理论和实践上向人们

展示了中国革命必须实行工农武装割据，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建立

苏维埃政权的模式已创造出一个令人鼓舞的开端。

继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

在赣西南、闽西地区建立的工农武装割据，对推动中国苏维埃运动

的蓬勃发展，最终形成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全国最大的中央

革命根据地，无疑起了奠基的作用。应当指出，在毛泽东率领的红

阳军由井冈山到达赣西南与闽西之前，这-地区的党组织所领导

的工农武装暴动及其建立起来的苏维埃政权，是中共朝着尝试建

立初具国家形态政权所迈出的必不可少的重要一步。一些地区建

立的苏维埃政权，对中共创建更大规模的苏维埃政权，起了示泡的

作用。如赣西南的东固地区、闽西的溪南地区的苏维埃政权，无疑

是日后具有全国性意义的苏维埃共和国的胚胎与雏形。从这个意

义上说，赣西南、闽西各级苏维埃政权创建和不断扩展的过程，就

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权逐步建立的过程。

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的红色政权，从地方到巾央，其政权都采

用("苏维埃"形式的这-历史非实，表明了这一系列政权的建立

与苏联及其共产国际的历史渊源。尽管中共与苏共建立的政权都

引用"苏维J矢"这 J名称，都包容有 L农兵代表公民的含义，但因 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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