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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精神

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
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
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

——习近平

一座山，一座海拔 1779.4 米的山，

养育了中国革命的幼年，留下了中国共

产党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 政

权 ”道 路 的 伟 大 探 索 ，见 证 了 以 毛 泽

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与人民群众生死

与共、血脉相连的优良作风。

这，就是位于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

2016 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第

三次来到井冈山。他深情地说，井冈山

是革命的山、战斗的山，也是英雄的山、

光荣的山，每次来缅怀革命先烈，思想

都受到洗礼，心灵都产生触动。

井冈山，中国革命的摇篮；井冈山

精神，共产党人的精神高地。

一条路，引领方向

一面旗帜，鲜血染红。一条道路，

向死而生。

1927 年 9 月 9 日，南昌起义 40 天之

后，毛泽东在湘赣边界发动秋收起义，

第一次亮出中国共产党的旗帜：“军叫

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然而，起义

不到 10 天，起义军就从 5000 人锐减至

不足 1500 人。

革命之路，路在何方？

秋收时节暮云愁。从南昌起义到

秋收起义，接连的失败证明，面对悬殊

的敌我力量对比，以城市为中心的苏俄

式暴动之路，在中国根本走不通。

以俄为师，绝不意味着复制俄国革

命的道路。生死攸关之际，毛泽东顶着

巨大压力断然决策：放弃攻打大城市，

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农村进军。

1927 年 9 月 20 日，湖南浏阳县文家

市里仁学校的大操场。毛泽东向工农革

命军讲了这样一番道理：我们当前力量

还小，还不能去攻打敌人重兵把守的大

城市，应当先到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去

保存力量，发动农民革命。我们现在好

比一块小石头，蒋介石反动派好比一口

大水缸，但总有一天，我们这块小石头，

一定要打烂蒋介石那口大水缸！

引兵井冈山——这一战略转折，为

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积蓄力量找到了

落脚点，一条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

际相结合的道路应运而生，这就是：农

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

这是一条曲折之路，这是一次艰难

进军。

失败的阴影，如同弥漫在罗霄山深

处的浓雾，笼罩着士气低落的队伍。打

骂士兵的旧军队习气滋生蔓延，刚刚放

下锄头、拿起梭镖的农民纪律松散，成

批的官兵四散而逃。

乱云飞渡仍从容。就在开赴井冈山

的过程中，毛泽东力挽狂澜，人民军队建

设史上一个又一个“第一”相继诞生。

1927 年 9 月 29 日晚，毛泽东在江西

永新县三湾村协盛和杂货铺主持召开

中共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决定对这支

快要垮掉的队伍进行整顿和改编。

第二天一早，在三湾村头一棵古老

的枫树下，毛泽东说，想留的留

下，不想留的可以走，视路途远

近发路费，将来愿意回来还欢

迎。

700 人选择留下来。毛泽

东宣布了三件事：

第一、把部队由一个师缩

编为一个团，这便是“工农革命

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

第二、建立党的各级组织

和党代表制度，支部建在连上，

班排设党小组，连以上设党代

表，营、团建立党委。

第三、部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官

长不准打骂士兵，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

由，连、营、团三级建立士兵委员会。

这就是著名的“三湾改编”。人民

军队历史上一项伟大创举——“支部建

在连上”由此开始，奠定了建设新型人

民军队的基础。

半个月后的一个夜晚，湖南炎陵县

水口镇叶家祠小小的阁楼，见证了人民

军队又一个重要的历史瞬间——毛泽东

亲自主持新党员入党宣誓仪式，各连党

代表参加。6 名战士跟着毛泽东举起右

拳宣誓 ：牺牲个人 ，阶级斗争 ，服从组

织，严守秘密，永不叛党……

这是人民军队历史上第一次入党

宣誓。当这些年轻士兵激动地许下誓

言那一刻，他们也许没有想到，人民军

队由此翻开崭新篇章。

哈佛大学教授罗斯·特里尔这样评

价这段历史：“党便由一个抽象的概念

转化成了一个每日都在的实体，党便来

到了夜晚营地的篝火边，来到了每个战

士的身旁。”

大浪淘沙，淬火成钢。人，还是那

批人；枪，还是那些枪，队伍却从此变了

模样。

罗荣桓回忆：“三湾改编”确立了党

对军队的领导，实际上是我军的新生。

当时，如果不是毛泽东同志英明地解决

了这个根本性的问题，那么这支部队便

不会有政治灵魂。

历史有时惊人的相似。就在同一

时期，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

也 在 生 死 存 亡 间 苦 苦 寻 求 着 革 命 道

路 。 三 河 坝 之 战 ，朱 德 指 挥 分 兵 后 的

3000 人阻击敌人。血战三天三夜损兵

过半，队伍行至赣南大余，饥饿疲惫的

士兵哄抢了县城里的当铺。多少农民

起义军就是这样垮掉的？！南昌起义的

火种，面临着熄灭的危险。

危急时刻，朱德命令团党代表陈毅

把部队拉到城外集合。陈毅高喊：“站

队！站队！”

第一个站到陈毅面前的，正是朱德。

朱德说，要革命的跟我走！俄国在

1905 年革命失败后，是黑暗的，但黑暗

是暂时的。到了 1917 年，革命终于成功

了 。 中 国 革 命 现 在 失 败 了 ，也 是 黑 暗

的。但黑暗也是暂时的。中国也会有

个“1917 年”的。

队伍中并没有几个人知道 1905 年

的俄国革命，但一双双年轻的眼睛，从这

位舍弃高官厚禄投身革命的革命者坚

定的目光中，感受到了信心和力量。

1927 年 12 月 1 日，40 岁的蒋介石与

29 岁的宋美龄举行盛大婚礼。上海大

饭店宾客如云，蒋介石得意之情溢于言

表。这时的蒋介石已经不把共产党放

在眼里了。在他看来，共产党发动的暴

动翻不起多大浪花。可他做梦也没有

想到，在千里之外的罗霄山腹地，一支

后来让他的国民党军闻风丧胆的红色

队伍，马上就要横空出世。

1928 年 4 月 24 日前后，朱德率部转

战千里，与毛泽东会师井冈山。在宁冈

龙江书院，两双大手紧紧握在了一起。

“红军荟萃井冈山，主力形成在此

间。”改编后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朱

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

这一年，朱德 42 岁，毛泽东 35 岁。

从井冈山出发，“朱毛”一同创建第一块

红色根据地，一同领导中央苏区反“围

剿”，一同指挥万里长征、敌后抗战和推

翻蒋家王朝的解放战争，又一同在 21 年

后登上天安门城楼……

道路决定命运。一条道路的选择，

唯有放在历史坐标系中，方能看出它的

深远意义。邓小平说，中国革命为什么

能取得胜利？就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

的中国共产党人，独立思考，把马列主

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

合，找到了适合中国情况的革命道路、

形式和方法。

一座山，辉映历史

1928 年 6 月 18 日，中共第六次全国

代表大会在莫斯科近郊开幕。共产国

际书记处书记布哈林还在为俄国的经

验不能完全移植到中国革命之中而感

到遗憾。他甚至担心“深山中的中国红

军会把农民的最后一只老母鸡吃掉”。

令万里之遥的共产国际难以想象

的是，尽管红军正在遭受国民党军一次

又一次的“进剿”“会剿”，深深植根于农

村和农民之中的“朱毛”队伍依然在不

断发展壮大。

1928 年 5 月 13 日，“朱毛”会师不过

20 天，国民党赣军第 27 师师长杨如轩

纠集 5 个团，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

第三次“进剿”。毛泽东、朱德指挥红军

声东击西，趁敌不备攻占永新县城，歼

敌师部又一个营，缴获迫击炮 7 门、山炮

2 门、银圆 20 余担。

一个月后，红军又在永新与宁冈边

界，粉碎了以赣军第九师师长杨池生为

总指挥的第四次重兵“进剿”，乘胜再占

领永新城，史称“龙源口大捷”。

“不费红军三分力，打败江西两只

羊（杨）”。“朱毛”合军，两战两捷，红军

名声大振。

1928年 11月底，彭德怀、滕代远率领

平江起义后建立的红五军主力汇入“朱

毛”红军之中。罗霄山脉，竹涛阵阵。万

山丛中，旌旗猎猎。五百里井冈一片火

红。全盛时期人口达65万，武装割据面积

7200多平方公里。1955年，人民军队首次

授衔，从这支队伍中走出了 5位元帅、3位

大将、14位上将和32位中将少将……

如果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比

作一部鸿篇巨制，那么，井冈山斗争无

疑就是这部巨著的经典开篇。

黑夜沉沉，红旗到底能打多久？围

困重重，红色政权能否存在和发展？

一 个 又 一 个 漫 漫 长 夜 ，毛 泽 东 深

思熟虑、奋笔疾书，写下《中国的红色政

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

两篇重要著作，为夺取革命的胜利指明

了方向。这就是：在战略上，走农村包

围城市的道路；在军事上，坚持“敌进我

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

游击战方针；在建设上，把土地革命、武

装斗争、根据地建设结合起来。

红色井冈，辉映历史。八角楼里，

一盏只有一根灯芯的油灯，点燃了中国

革命的星星之火；八角楼前，一棵坚韧

不拔撑开石头而长的枫树，一如共产党

人坚定的信仰。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时设计了工农

红军第一面军旗的何长工直到晚年还

清楚地记得，打仗之前，战士之间只有

两句话：一句是告诉我的老母亲，你儿

子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牺牲了；另一

句 话 是 胜 利 之 后 ，在 烈 士 纪 念 册 上 给

我登记一个名字。

1931 年 3 月的一天，一封皱皱巴巴

的信件，辗转送到湖南长沙一位名叫李

志强的年轻母亲手中。她急急打开来

信，竟然是两页无字的白纸。李志强猛

然意识到，心爱的丈夫已经牺牲，不由

得热泪长流。

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四期的陈毅安，

22 岁跟随毛泽东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

义。黄洋界之战，陈毅安指挥不足一个

营的兵力，战胜数倍于己的敌人，保住

了井冈山大本营。捷报传来，正在湘南

领兵作战的毛泽东欣然写诗称赞：“黄

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后来，

陈毅安身负重伤，被秘密转送到长沙养

伤。重返井冈山前，他与相恋多年的李

志强匆匆成婚，留了生死之约：“我把信

封提前写好，一旦战死，战友们就会替

我发出一封无字书。”

在白色恐怖的长沙，李志强历尽磨

难，独自抚养着从未见过父亲一面的儿

子。陪伴她一生的，是丈夫投身革命后写

给她的54封信和最后这一封无字书……

1951 年 3 月，毛泽东亲自签发了全

国前十名革命烈士荣誉证书，陈毅安名

列第 9。

在两年零四个月的井冈山斗争中，

有 4.8 万英烈献出生命，这意味着每天

有将近 60 人牺牲。如今，镌刻在井冈山

烈士纪念碑上的英名只有 15744 人，更

多的烈士在鲜血染红战旗的那一刻，连

姓名都没有留下……

理想，因其远大而为理想；信念，因

其执着而为信念。

一段流传于井冈山的歌谣，生动概

括了红军将士革命理想高于天的豪情

壮志：红米饭，南瓜汤，秋茄子，味道香，

餐餐吃得精打光；干稻草，软又黄，金丝

被儿盖身上，不怕北风和大雪，暖暖和

和入梦乡。

在莽莽大山深处，在烽火连天的岁

月里，毛泽东、朱德与普通士兵穿一样

的衣，吃一样的饭，一样脚穿草鞋行军

打仗。以至于刚入伍的新兵，把年长的

朱德当成了“老伙夫”。

当年的军需官杨至诚曾回忆：“我们

在井冈山的岁月中，从毛党代表、朱军长

起，官兵的生活都是一样的，每天吃的是

南瓜和红米，有时红米都吃不上，只吃到

南瓜。每人每天只有五分大洋的油盐菜

钱，有时连油盐都吃不上……但是同志

们对于井冈山的艰苦斗争是有信心的，

我们的心情都是很愉快的。”

这就是信仰的力量，就是共产党人

的制胜密码。

靠着坚定的信仰，以毛泽东为代表

的共产党人种下的红色种子，最先从这

块 土 地 上 扎 根 发 芽 ，由 此 播 撒 神 州 大

地；中国革命从井冈山上的崎岖小路出

发，最终走上了通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光明大道。

星火燎原。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写

道：“它看起来不像一支军队，但它就是

伟大的人民解放军的萌芽，20 年后它踏

遍了全中国，震撼了全世界。”

一种精神，照耀未来

天寒地冻，毛泽东将棉衣送给房东

谢槐福，自己却身穿单衣过冬；朱德把

舍不得吃的食盐送给孤寡老人，并说出

了一句朴素的名言：共产党和红军与人

民群众“有盐同咸，无盐同淡”……

群众的冷暖，牵挂在心；人民的利

益，高于一切。在井冈山，这样温暖的

故事不胜枚举。

井冈山麓西南，荆竹山山脚，屹立

着 一 块 远 古 时 期 的 陨 石 ，叫 作“ 雷 打

石”。1927 年 10 月 24 日，毛泽东站在这

块石头上，对开赴井冈山的红军宣布了

三项纪律：一、行动听指挥；二、不拿群

众一个红薯；三、打土豪要归公。初上

井冈山，毛泽东又明确提出红军的三项

任务：打仗，筹款，宣传群众、组织群众、

帮助群众建立工农革命政权。

“革命成功，尽在民众”。从“三大

纪律”到“三项任务”，彰显了共产党坚

定的人民立场和深沉的人民情怀，成为

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区别于一切旧军

队的鲜明标志。

井冈山，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起

点。从这座盛开红杜鹃的山峦开始，党

的初心使命变成了生动的实践。

1928 年 5 月，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

埃政府成立。毛泽东宣布，红色政权的

一切权力归工农兵。

“土地回老家，合理又合法，分了田

和地，穷人笑哈哈，跟着毛委员，工农坐

天下。”当年 12 月，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

正式颁布《井冈山土地法》。这是中国

共产党制订的第一部土地法。祖祖辈

辈第一次拥有属于自己土地的农民，由

衷地喊出了“共产党万岁”，参战支前的

热情空前迸发。

龙源口大捷，红军在七溪岭与敌人

打成胶着状，当地党组织一声召唤，宁

冈、永新两县 2000 名农友走上战场，冒

着炮火帮助红军运送子弹、转移伤员。

“军民团结如一人”的威武活剧第一次

在 红 土 地 上 演 ；黄 洋 界 保 卫 战 危 急 时

刻，农民赤卫队、暴动队手持梭镖大刀

参战，妇女、老人日夜削制竹钉，埋在山

路上阻挡敌人，留下了一幕“早已森严

壁垒，更加众志成城”的人民战争动人

史诗。

巍巍井冈山，到处都珍藏着用生命

写就的 8 个大字：生死与共、血脉相连。

1929 年初，红四军主力出击赣南。敌人

攻占井冈山烧杀抢掠。当年 5 月，彭德

怀率领红五军收复失地。按照主力撤

离时当地群众的数量筹备了 2000 块银

圆，准备每人发一块，结果只发出了 800

块银圆。此时的井冈山，已经有 1200 多

名群众遇害。大小五井 120 户村民被国

民党杀绝了 69 户……

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

人民。毛泽东、朱德率部上山，就是寻

找人民这个靠山。正是因为民心所向、

民意所归、民力所聚，红色政权才能够

在白色恐怖的缝隙中生存下来，人民军

队才会在浴血奋战中不断发展壮大。

1965 年 5 月，正值映山红花开似火

的季节，毛泽东重上井冈山。夕阳西沉，

远山如血。登上黄洋界极目远眺，毛泽东

思绪万千：“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三

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可上九天揽

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

犹 记 当 年 烽 火 ，九 死 一 生 如 昨 。

1976 年元旦，毛泽东这首《水调歌头·重

上井冈山》公开发表，90 岁高龄的朱德

聆读再三，欣然不寐，在病榻上写下了

这样的诗句 ：“昔上井冈山 ，革命得摇

篮。千流归大海，奔腾涌巨澜。罗霄大

旗举，红透半边天……”

历史，常常在开启时就标定了方向。

回眸井冈山，回望这块最早点燃星星之火

的地方，有一种精神照耀未来——

““坚定执着追理想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实事求是闯新

路路、、艰苦奋斗攻难关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依靠群众求胜利。。””

这这，，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

星火燎原 光耀未来
■贾 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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