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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毛泽东、朱德、陈毅等人在古田廖氏

宗祠领导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史称“古

田会议”)，是我党我军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会上通过的《古田

会议决议>。已成为建党建军的纲领性文献。它开创了着重从思想

上建党、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的成功之路。

古田会议具有深远的历史争现实意义。江泽民同志指出：

“<古田会议决议>是个宝，至今还有强大的生命力，要温故而知

新，学而时习之。”胡锦涛同志1999年参观古田会议纪念馆时也指

出： “我们要继承和发扬古田会议精神，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这

个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确保党的政治任务的胜利完成。”今年1月

胡锦涛总书记在新时期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专题报告会上的讲话中

特别强调指出：在古田会议上。 “毛泽东针对党和红军中存在的种

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危害，提出了思想建党的原则。强调党员不但要

在组织上入党。而且要在思想上入党。要经常注意用无产阶级思想

改造和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这一重要思想。对我们党的建设

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有红四军的各级党代表以及一部分班、排

长和战士代表。共计120多人。大浪淘沙，有个别人中途退出革命

队伍。有很多人血洒疆场。没能看到新中国成立。但大部分都成为

中固革命和建设的栋梁之材。毛泽东、朱德是一代伟人。功高位

显，与日月同辉。另外还有4位副总理；3个全圆人大副委员长、全

固政协副主席。1955年，新中固第一次授衔时。也有4住元帅；3位

大将；9住上将；9位中将。

他们在古田会议前积极反映红军中存在的不良倾向，在会议上



认真分析不良倾向产生的根源，

会议精神，纯洁党、改造部队。

利。

提出纠正办法，会后积极贯彻古田

使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不断走向胜

在他们身上体现的理想信念、品德情操、意志力量，是取之不

尽、用之不尽的宝贵精神财富。为挖掘和利用这一宝贵的资源，缅

怀革命先辈的丰项伟绩，弘扬他们的革命精神，同时也为贯彻《中

共中央关于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意见》和《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

进未成年人的教育实施纲要》，为广大观众，特别是党员干部和青

少年接受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方便，特编写了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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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毛泽东(1 893—1 976)

毛泽东，伟大的马克思主义

者、战略家和理论家，中国共产

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

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

1929年12月，在古田领导召开的

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

表大会，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

队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会上

通过的《古田会议决议案》，成

为党和军队建设的纲领性文献，

至今仍然有强大的生命力。

毛泽东，字咏芝(后改为润之)，笔名子任。1893年12月26日

出生于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南岸上屋场。幼年大部分时间在湘乡唐

家坨外祖父家度过。1902年，他从外祖父家回韶山，人南岸私塾，

开始读《三字经》、 《论语》、《孟子》、 《中庸》、 《大学》。毛泽

东记忆力强。能够口诵心解，领悟很快，而且喜欢读中国古代传奇

小说，特别喜欢读反抗统治阶级压迫和斗争的故事，曾读过《精忠

传》、《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隋唐演义》等。在

学了一些字后，父亲便让他学珠算，并给家里记帐。

1910年秋，毛泽东考入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学堂读书。在离家

时，抄写了一酋诗给他父亲，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

1



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表达了他一心向学和志

在四方的决心。在东山学堂，毛泽东开始接触新学。辛亥革命爆发

后在起义的新军中当了半年兵。1914年至1918年，在湖南第一师范

学校求学。毕业前夕和蔡和森等组织革命团体新民学会。1918年夏

师范毕业后，到北京图书馆工作。五四运动前后开始接触和接受马

克思主义，1920年。在湖南创建共产主义组织。

1921年7月，毛泽东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不

久出任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领导长沙、安源等地工人运动。1923

年，出席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任中央

局秘书、中央组织部部长，参加中央领导工作。1924年国共合作

后，在国民党第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都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

委员，曾在广州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主编《政治周报》。

1926年5月在广州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培养了一批农民运动

和武装斗争骨干。11月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积极领导

推进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村大革命运动。

1925年冬至1927年春，毛泽东先后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

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作。指出农民问题在中国革

命中的重要地位和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斗争的极端重要性，批评了陈

独秀的右倾思想。1927年5月，在中共五大上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6月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后，在1927年8月7日

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上。他提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即以

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并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会后．

到湖南、江西边界领导秋收起义。接着率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发动

土地革命，创立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1928年4月，同朱德领导

的起义部队会师，成立工农革命军(不久改称红军)第四军。出任

党代表、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
．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红四军的建立，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

的星星之火，引起了国民党的极度恐慌。于是，蒋介石调集湘赣两

省国民党军队．多次“进剿”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毛泽东、朱德领

导井冈山军民，凭借有利地形、采取正确的战术战略，取得了三占

2



永薪、龙源口战斗、黄洋界保卫战等战役的重大胜利，巩固和扩大

了这块红色区域。

． 1928年12月．彭德怀、滕代远率领湖南平江起义的工农红军第

五军700多人，长途跋涉来到井冈山，更加壮大了山上红军的力量。

可是，蒋介石又步步进逼。他再次调集湘赣两省国民党军3万余人，

以何健为总指挥，兵分五路“会剿”井冈山。一时间，井冈山的军

事形势变得十分严峻。

为了打破国民党军的“会剿”，毛泽东等人经过了反复的讨论

和研究，决定：彭德怀率红五军留守井冈山，毛泽东、朱德率红四

军主力离开并冈山，向赣南进军，准备攻敌后方，以期达到“围魏

救赵”之目的。

1929年1月14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3600余人，由

井冈山小荇州等地下山，开始了向赣南的进军。

红四军下山后，形势已出乎下山前的意料，强敌一直紧追不

放， “围魏救赵”的目的没能凑效，井冈山也失守了。面对新情

况，2月25日．毛泽东在东固主持召开了前委会议，分析了敌我情

势，决定抛弃固定区域之割据政策，采取变动不居的打圈子政策。

到闽粤边界去游击，以对付敌人的跟踪追击。

3月11日，毛泽东率红四军主力沿着武夷山南端的闽沟，经木

杉岭、牛犊坪、黄鳝口，踏上了闽西的土地——长汀县境内的楼子

坝，次日进驻长汀四都。

四都位于长汀西南，是个重山环绕的小镇，距长汀城约80里。

。这里没有敌军驻防。12日，恰逢圩日，又是当地群众“迎太公”会

期，满街都是群众。毛泽东有了井冈山的经验，马上抓住这个机

会，在圩场侧边坪下召开群众大会，号召贫苦农民团结起来，打土

豪、分田地，开展武装斗争，建立革命政权。

红四军进驻四都的当天．盘踞在长汀县城的土著军阀——国民

党福建省防军第一混成旅旅长郭凤鸣闻讯后，慌忙命令团长卢新

铭，带领一个补充团前往堵截。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主动出击，

将敌击溃，卢新铭补充团被歼过半，余部向长汀城南的长岭寨溃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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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红四军乘胜追至长岭寨下的陂溪村。

在陂溪，毛泽东会见了前来与红四军联络的长汀县委负责人段

奋夫，并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听取段奋夫汇报长汀县和郭风鸣的

情况。毛泽东听取了段奋夫的汇报后，与朱德、陈毅交换了一下意

见，指出：长汀县党组织和群众基础较好，敌郭凤鸣部战斗力差。

我们应该进攻长岭寨，彻底消灭郭凤鸣。会议同意了毛泽东的建

议，经过认真分析研究，决定集中兵力进攻长岭寨，夺取长汀城，

消灭郭凤鸣。

3B 14日上午8时，红四军兵分三路发起了总攻。毛泽东亲率军

部和特务营从左翼经牛坑迂回敌后，切断敌人的退路。经过3／1,时

的激战，红四军歼敌2000余人，缴枪500余支，击毙敌旅长郭凤鸣。

乘胜占领了汀州城。

汀州，闽西八县首府，是闽赣两省边界最为繁华的城市。素有

闺西“小上海”之称。因此，夺取长汀的胜利．其意义远远超过了

战斗的本身，它不仅引起了福建省的震动，更主要的是使福建和闽

西党组织看到了闽西的发展前景，重新点燃了他们心中的革命火

焰。

3月14日下午3时，毛泽东率红四军全体指战员分别从宝珠门和

惠吉门浩浩荡荡地进入汀州城。毛泽东、朱德和陈毅等领导人住进

了城东水东街汀州巷一座四合院——辛耕别墅。在这里，毛泽东为

进一步领导打开闽西赣南的革命斗争新局面和确定红四军今后的行

动方针，操劳了17个日日夜夜。

毛泽东历来重视社会调查研究，把它当作制定政策的依据。因

此，在进驻长汀城的当天晚上，毛泽东就在辛耕别墅查阅了<汀州

府志》和《长汀县志>，初步了解了地方社会状况。但是，看完了

这些书后，毛泽东觉得还不够全面和具体。3月16日．毛泽东在前

委委员、工农运动委员会主任谭震林和地方党组织的帮助下，邀请

长汀城的老佃农、老裁逢、老教书先生、老钱粮师爷、老衙役、老

流氓头等各阶层人士，在辛耕别墅内召开座谈会，迸一步了解了长

汀的社会政治、经济、阶级状况和民情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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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毛泽东正确地制定出打土豪、筹款

子的具体政策和对象，稳、准、狠地打击了当地的许多土豪劣绅，

群众革命情绪十分高涨。他在给中央的信中高度赞扬说： “闽西赣

南民众非常之好，长汀县城及新桥、河田等地工作时夺取土豪劣绅

谷子的群众，～聚就有几千。”

毛泽东根据汀州城商人和知识分子云集的实际情况，亲自起草

了<告商人及知识分子>，提出保护一般私人工商业、对大中小商

人略加区别，争取、欢迎知识分子参加革命的政策和出路，发展了

井冈山斗争时期，由毛泽东亲自规定的关于中小商人的正确政策，

对于纠正当时中央领导对城市工商业和小资产阶级的过“左”政

策，争取中间阶级具有重要意义。由于实行了正确的政策，在短短

几天内，红四军不仅发动了群众。还筹得了光洋五万余元。解决了

部队的给养。

在长汀地区革命斗争形势迅速发展之时，毛泽东又获悉了两件

事。一件是，蒋介石与桂系军阀已经决裂，国民党阵营内部的一场

大混战已不可避免。另一件事是彭德怀在井冈山突围后。又率部北

进占领了瑞金，希望和毛泽东会合。鉴于新的政治形势，毛泽东对

中国革命的战略和红四军的行动问题，又有了新的思路。

3月20日，毛泽东在辛耕别墅主持召开了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

会议分析了在赣南、闽西创造“工农武装割据”的良好条件，并对

全国在蒋桂战争爆发的局势下的有关革命斗争问题，提出全国的

“一般工作重心”应放在农村。进而认为“福建全省、浙江全省、

赣东赣南两地。统治阶级的军力非常薄弱”，特别是这三省可达海

口，值得引起注意，建议中央以此三地为目标。首先创造公开的割

据。

前委扩大会议从这一发展方向出发，作出了红军目前的行动计

划。决定红四军应与红五军及江西二、四团紧密配合，在蒋桂战争

爆发初期，以赣南、闽西二十余县为范围，以游击战术，发动群众

以至于公开的苏维埃政权割据，由此割据区域与湘赣边界之割据区

域相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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汀州前委扩大会议是毛泽东率红四军人闽召开的第一次极其重

要的会议。这次会议及毛泽东代表前委的报告，已经超越了一般军

事会议和行动会议的意义。毛泽东已经从井冈山到赣南、闺西的失

败和胜利的实践中，进一步认识到在农村建立和发展革命根据地的

可能性和必要性。其具体的含义则是清晰地勾划出创建赣南、闽

西革命根据地的科学构想。这是毛泽东关于“工农武装割据”思想

向“农村包围城市”理论的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

根据前委扩大会议精神，为适应远距离迂回游击战争和建立红

色政权的需要，毛泽东领导部队进行了汀州整编。在组织体制上，

把原来团的建制改为纵队，全军编为一、二、三3个纵队，每个纵

队辖2个支队。每个支队辖3个大队。在领导体制上，设立了军和纵

队两级政治部．内设秘书处、宣传科、组织科、政治保卫科。毛泽

东在辛耕别墅亲笔书写了“中国红军第四军政治部”的红旗。这次

整编，全军还更新了装备，全军官兵第一次穿上了统一的军装，显

得更加威武雄壮。

与此同时．毛泽东领导红四军在长汀进一步组织群众，帮助整

顿地方党组织和建立地方政权，着手进行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的斗

争。部队在汀州城附近进行了近距离的分兵，分头开展群众工作。

很快就在汀州组织了20个秘密农会，5个秘密工会，总工会也成立

了。党的组织比以前发展了两倍。3月下旬，召开了工农兵代表大

会，毛泽东在代表会上庄严宣告：长汀县革命委员会成立。这是毛

泽东率红四军下井冈山以来，在赣南、闽西建立的第一个县级红色

政权，标志着毛泽东创建赣南闺西革命根据地的开始。

红四军驻汀州期间．毛泽东还指示前委通过长汀县委与上杭、

武平、永定、平和等县取得了联系。上杭、龙岩、永定三县委在上

杭举行联席会议，讨论红四军攻克汀州后急剧变化的闽西形势，确

定新的工作方针。中共福建省委也对闽西的革命斗争发出了指示。

在红四军人闽的影响下，闽西的群众斗争迅速恢复并走向高潮。

3月廊。江西的国民党军队北调，准备蒋桂战争。于是，毛泽

东决定按照辛耕别墅前委扩大会议的预定计划，利用赣敌后方空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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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机，于4月1日率红四军离开长汀，经古城向瑞金出发。同从井冈

山突围出来的红五军合会。

红四军回师赣南后，在毛泽东领导下，进行了近距离分兵发动

群众，在短短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建立了兴国、宁都、于都三个县

的红色政权，初步开创了赣南革命根据地的基础。

1929年5月，蒋桂战争以桂系的失败而告终，从江西调出的蒋

系军队大部返回，重新部署向红军进攻。而此时．盘踞龙岩的地方

军阀陈国辉主力正开往潮汕，参加粤军对桂系的混战。闽西一时显

得空虚。于是，中共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及时将闽西南敌情的变化

和闽西革命斗争的现状。写成详细的书面报告．派秘密交通员火速

赶往赣南，面交毛泽东，建议红四军再度人闽，推动和扩大闽西地

区的革命斗争。

5月18日。毛泽东在瑞金叶坪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

会议一面批评了军中以林彪为代表的右倾悲观思想；一面讨论制定

了红四军的行动方针．决定立即挺进闽西，发展闽西革命力量。

5月19日，毛泽东率红四军从瑞金出发，经古城、四都抵达濯

田，一路上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在濯田．毛泽东顾不上休息．就

在石桥头召开群众大会．亲自宣传发动群众。这时，赣敌李文彬发

觉了红军的动向，在后面紧追不放，企图围歼红军于汀江两岸。红

四军前委决定指挥部队迅速过江。尽快甩开敌人，直下龙岩。晚

上，毛泽东在住地溜田“槐盛店”，与朱德联名发出两封紧急信件，

派宋裕和先行出发。一封交中共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要求特委做

好红四军向闽西纵深迸发的各项策应准备。另一封送给在上杭蛟洋

的闽西地方武装领导人曾省吾、罗瑞卿、傅柏翠，要求他们在5月

21日到连城庙前等候，商讨红军下一步的具体行动计划。

第二天清晨，毛泽东率领红四军在汀江水口渡过汀江。彻底甩

开了赣敌的尾追，并于第二天下午，经涂坊、南岭、下罗地、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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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进驻连城的庙前。当晚，毛泽东和朱德在庙前驻地“孔清祠”

约见了曾省吾、傅柏翠，听取了他们关于上杭、永定、龙岩等几个

县的革命形势汇报．决定红四军沿苎园、烂石峡、古田、小池一

线．乘敌不备，袭击龙岩。

5月22日，红四军经苎园抵达上杭古田，前委立即召开群众大

会，毛泽东在会上宣传党的主张和政策，提倡实行男女平等。在毛

泽东的亲自发动和红军的帮助下。地方党组织立即组织群众武装暴

动，迅速包围了古田镇反动民团团部，不费一枪一弹活捉了团长廖

建熊，并成立了古田革命委员会。与此同时，邓子恢在上杭接到毛

泽东、朱德的信后，也立刻召开特委紧急会议，通知各县县委积极

准备发动农民武装暴动，配合红四军的军事行动。一时间，整个闽

西革命潮涌。
。

傍晚，毛泽东率红四军到达小池，当晚，毛泽东在驻地小池

“赞生店”主持召开前委军事会议，当即决定：乘陈国辉主力开赴

广东，龙岩城防备空虚的有利时机，出其不意，歼敌一部，攻下龙

岩城，捣毁陈国辉巢穴。会议还具体部署了攻城的作战方案。

23日上午7时。红四军向龙岩城发起总攻。不到两个小时，战

斗就胜利结束。进城后，毛泽东亲自到当地的最高学府——省立第

九中学的“雨盖”操场上向全校师生发表演说，阐述全国和福建的

形势，历数社会弊端，痛斥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屠杀工农的

罪行。他精辟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主张。号召知识分子同

工人农民一道。勇敢地投入到革命斗争的洪流中去，担负起解放劳

苦大众的重任。毛泽东的精彩演讲，像春风吹拂着师生们的心扉。

许多学生听罢演说．当场踊跃报名参加红军。

红四军第二次人闽，毛泽东的意图不在于占领一、二个县城．

而是打击和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迸一步开辟闽西革命局面。因

此，红四军攻占龙岩的当天下午。就主动撤离，南下进驻永定坎

市。为了使地方武装更有力地配合红军的行动。撤离龙岩前，经毛

泽东、朱德批准。红四军拨给龙岩游击队一、二百支枪。以加强闽

西人民革命武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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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下午，毛泽东率红四军第二、三纵队挺进永定，在张鼎丞

领导的地方武装的配合下，一举攻破了永定县城。

红四军在永定城驻扎了4天，毛泽东住在“赖家祠”，指导红军

分赴永定城乡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26日，毛泽东在“赖家

祠”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朱德、陈毅、罗荣桓、刘安

恭、谭震林、张鼎丞、邓子恢等出席了会议。会议决定成立永定县

革命委员会。第二天．在城关南门坝广场召开群众大会，毛泽东亲

自宣布了闽西第二个县级红色政权——永定县革命委员会正式成

立，由张鼎丞任主席。

5月28日，毛泽东在永定得知溃逃的残敌又摸回了龙岩城后，

立即召开红四军前委会，决定：以第三纵队二打龙岩，引诱陈国辉

主力回援，聚而歼之；第一、二纵队分别在永定坎市和龙岩西郊龙

门一带，深人发动群众，扩展红色区域。6月3日，红四军第三纵队

在闽西地方武装的配合下，再次攻占龙岩城。毛泽东也随即率军部

和第二纵队由永定坎市进驻龙门圩，住在赤水村“映雪厝”。

这时，远在广东参加军阀混战的陈国辉得知龙岩二次被红军攻

占，大为震惊，立即率其主力，气势汹汹地回龙岩援救。毛泽东得

知这一消息后．毅然决定红军再度撤离龙岩城，转攻上杭白砂，并

于6月7日，将驻守白砂的国民党军卢新铭旅一个团击溃，消灭了其

大部，迫使残敌退守上杭城。6月10日，毛泽东率领红四军经旧县

前往连城新泉。红四军深入周围农村，发动了连城南部十三乡的农

民暴动，帮助建立了连南革命委员会。期间，红四军前委还决定将

闽西地方武装组建为红四军第四纵队。

毛泽东率红四军转战连城新泉，果然又造成了陈国辉的错觉。

陈国辉不费一枪一弹回到龙岩城，以为红军人少势单，打算撤回赣

南了。因而在城里举行“庆功祝捷”大会，对红军毫无防备。就在

此时，毛泽东和朱德运筹帷幄，在新泉向全军下达了三打龙岩，彻

底消灭陈国辉的命令。6月17日，毛泽东率红四军离开新泉，挥师

东进，向龙岩飞速进军。6月19日，红四军第三次攻占龙岩。毛泽

东指挥红军应用飘忽不定的游击战术，使得陈国辉根本来不及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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