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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志书，客观而又全面地记载了中国革命第一个农村根据地的创建和发

展经历，叙述了包括三湾改编、朱毛会师、黄洋界保卫战、以及向赣南闽西进

军等重大事件，总结了在根据地进行党的建设、军队建设、政权建设和土地革

命的宝贵经验，反映了井冈山人民继承发扬传统，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尤其

在科技兴市和旅游兴市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这部志书，还突出地记述了毛泽

东、朱德、陈毅、彭德怀、滕代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一大批红军将士

在井冈山的实践活动。这些史实，都很有特色。 一

井冈山的斗争，，开辟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也给今入与后人留下
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血肉相联的党群关系，艰苦奋斗的

创业精神，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都是井冈山优良传统的精华。在过去、现

在和将来，均属我党我军的优势。“追思伟人业绩，缅怀先烈情操”，让今人与

后人深知革命胜利的确来之不易，从而激励人们珍惜幸福的今天，为创造美好

的明天而建功立业。

中国有两千多年编史修志的历史。中国地方志已成为当今世界文化宝库中

引入注目的瑰宝。井冈山市地方志编委会的同志，抓住盛世之机，：辛勤耕耘，

默默奉献，取得了好的成果，为积累和保存地方文献资料，促进社会主义物质

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起了积极的作用，应加以鼓励，发扬光大。

，。一九九七年八月十九日

-’ 注：萧克(J『9D卜 )，湖南省嘉禾县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

加过南昌起义和湘南起义。1928年4月井冈山会师后，。任二十九团二营七连连

长。在龙源口战斗中右腿负伤。。八月失败’后，任二十八团一营二连连长和二营党

代表、营长j 1929年JD月攻下福建上杭后，任红四军一纵队参谋长等职。建国

后，授上将军衔。先后任国防部副部长，军政大学校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

中央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等职。 ．．

．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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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冈山志》即将问世，可喜可贺!

中共井冈山市委、市人民政府要我为这部志书写篇序言，我作为参加井冈

山斗争的一名老红军战士，很愉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

井冈山，是毛泽东、朱德、陈毅、彭德怀、滕代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

家亲自建立和发展起来的第一个革命军事根据地。在这里，开辟了一条有中国

特色的革命道路；造就了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将帅；积累了建党、建军、建政

和土地革命的丰富经验；同时为我们世世代代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这部志

书，以较大的篇幅记述了井冈山斗争的历史和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的成就，

无论从内容到体例，都有着鲜明的特色。这对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将起着良好

的作用。“夫志非图美观，而求其实用也。”我认为《井冈山志》是一部“求实、

创新”之作。

我的家，就在井冈山下的三湾村。整个井冈山斗争时期，我一直在湘赣边

界的永新、宁冈、酃县一带参加革命活动。

建国初期，我在吉安地委工作，受党中央、毛主席的委托，带领老革命根

据地慰问团，向井冈山人民进行亲切的慰问，敬赠毛主席画像和毛主席“发扬

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的题词。在那里，决定筹建井冈山特区党委和政

府，修建井冈山革命烈士纪念塔和毛泽东小学。我离开吉安地委之后，曾多次

去过大小五井和茨坪，亲眼看到。旧貌变新颜”的喜人景象，尤其是中共十一届

三中全会后，在发挥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作用和开发风景旅游事业方面所取得的

显著成绩，使我心里非常高兴。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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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井冈山斗争的老同志，健在的只有十几位了。。七十年前摆战场，好似

猛虎赶群羊，光阴似箭催人老，个个两鬓白如霜。”沧海桑田，铭刻着革命经历

的记忆；金色夕阳，依然满怀豪情，对我们党和国家的光明前途充满信心，对

下一代的健康成长和任重道远寄以厚望。

丁丑仲夏于北京

注：李立(J9D7L一 )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人。1926年参加革命，192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先后任三湾乡党支部书记，宁冈、酃

县、永新三县中心县委常委、少共书记、县委书记、红六军团民运部长、抗日南

下支队政治部副主任等职。建国后，任中共吉安地委第一任书记、河南省委书

记、中南局组织部长、贵州省省长j省委书记、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全国政协常

委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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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仲强 鲍甫生

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第一面红旗树立在井冈山。毛泽东、朱

德、陈毅、彭德怀、滕代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第一次在这里实行马克思

主义路线“工农武装割据”，开创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

夺取政权”，开始积累建党、建军、建政和土地革命的实践经验。井冈山的斗

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为我们世世代代留下了宝贵的精神

财富。毛泽东肯定井冈山是星火燎原地。朱德赞誉井冈山是天下第一山。这部
～

志书用重笔浓墨记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发展的光辉业绩和革命先辈可

歌可泣的英雄气概。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任务，也是爱国主义教育的需要。

井冈山是巍峨群山，苍茫林海，飞瀑流泉与高山田园风光相融合的山岳型

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它集雄、险、秀、幽、奇为一体。其中有气势磅礴的云

海，有奇妙独特的飞瀑，有瑰丽灿烂的日出，有芬芳迷人的十里杜鹃长廊。这

里又红又绿，实是罕见的“南天奇岳”。现将近年开发的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的

业绩载入史册，既反映了井冈山人民实事求是地认识与改造世界的成果，又为

海内外的观光旅游者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一滴水能透视太‘阳的光辉。”今天的井冈山市，由建国前贫穷落后的山寨

变成一个新型的、初具规模的旅游城市。它的变化、尤其是实行。科教立市、

旅游兴市”所取得的显著成绩，充分说明井冈山人民继承发扬优良传统迈出了

新的步伐。这部·志书以大量的文字和图表说明一个真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

中国。～只有社会主义能够发展中国。”

．．，蔻礓凄馐锺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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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再三强调“要讲政治”。在社

会主义新方志的研究和编纂工作中，“讲政治”这三个字显得尤其重要。这部志

书的问世，是井冈山市文化建设的一项基础工程的竣工。其意义是深远的。它

为今后井冈山人更好地认识井冈山，宣传和发扬井冈山精神，进一步搞好井冈

山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将会起到存史、教化和资洽的重要作用。

注：马仲强系中共井冈山市委书记

鲍甫生系井冈山市人民政府市长

一九九六年六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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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一、毛泽东、朱德等二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井冈山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农

村革命根据地，实现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第一次伟大转

折，开创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积累了建党、建军，建政和土地革命

的宝贵经验。故本志不受今日行政区划限制，设专篇集中记述井冈山根据地的

历史内容，并题名为《井冈山志》，藉以突出井冈山的历史特点。

二、本志以马列主义j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为指导，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各项政策和法律，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运

用现代科学理论和方法，全面真实地反映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历史和井冈山市

自然与社会的历史和现状；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三、本志上限为1 9幻年湘赣边界红色政权的创立。下限至井冈山市执行

国家第八个五年计划结束的1 995年底，突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改革

和发展。

四，本志记述地理范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期，包括原根据地各县；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则’按当时行政建置所辖地域。为方便起见，本志使用了

一些简称：“根据地”系指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国”系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解放”系指1 949年8月井冈山解放，。全山”系指井冈山管理局和井冈山革委

会时期，。全县”指井冈山县时期，“全市”指井冈山市时期。
’

五、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又是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党和国家领导

人暨著名爱国人士视察井冈山时，留下了许多活动照片与珍贵墨宝。本志特设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井冈山开发建设》、《革命文物》、《风景名胜》、《旅游

接待》、《希望工程》、《自然保护》、《名人诗词书画》等卷章，藉以突出井冈山

的地方特色。

六、本志设“人物传略”，记述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已故人物、和对井

冈山历史与现实的进步有过较大影响的历史人物。“人物简介”简述对井冈山革

命和建设有较大影响的人物。‘‘名录”则将革命烈士和英雄模范、先进生产(工

作)者给予记录。对立传人物的记载，突出传主在井冈山的“闪光点”，避免一

般化(原永新、遂川旧志中属本市地域内的历史人物，概不续编)。坚持“生不

立传”和“以事系人”的原则。有些应该立传而又缺乏资料的历史人物，暂列名

录，待续志中增补。

j)

之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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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本志遵循“横排f7类，竖写历史”的原则，采取述、记、志、传、图、

表、录诸体裁，以志为主。图表列在各卷之中。鉴于本市系建国后的行政建

置，建国前本区域没有中共以外的其他党派和宗教组织，故本志不设有关卷

章。省属国营井冈山综合垦殖场已单独出版志书，故本志除区划、建置、人

口、教育、森林等卷之外，一般不包括垦殖场的现状。民国时期的内容从简。

八、本志在十几个主要篇章附有典型材料。如《三湾红一连的新业绩》、

《厦坪镇靠科技增产》、《长坪希望小学》、《做红军传人的武警中队》、《上海市

大学毕业生赴井冈山锻炼小结》、《斯诺夫人续写井冈山》等，用以弥补综述的

不足。

九、本志资料来源于市档案馆、革命博物馆、各部、委、办、局，乡

(镇)和垦殖场、自然保护区管理处，以及修志人员的城乡调查。志书中的资

料已经核实，不另注明出处。所用数据，均以井冈山市统计局提供的数据为

准，并按国家规定的用法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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