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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冈山精神的时代价值 

双击自动滚屏 来源：求实 2009年第12期  发布时间：2010-07-01   

                                                          张友南  

    摘要：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创建的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毛泽东在

井冈山首倡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为新中国成立奠定了基础。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培育形成

的井冈山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和政治优势，至今仍然有巨大的时代价值。  

    回顾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完成反帝反封建两大任务、建立新中国的历史进程，毛泽东在实践上和理论上所作出的杰

出贡献，奠定了他作为人民共和国伟大缔造者的历史地位。正如邓小平同志在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所说：

“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永远不可磨灭。回想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

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所以说没有毛主席就没

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1］（P148）  

    而毛泽东同志对中国革命的卓越领导，正是从1927年领导秋收起义、创建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

根据地开始的，因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毛泽东引兵井冈山，建立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

地，使在大革命失败后受到严重创伤的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可以积蓄革命力量、重聚革命队伍、探寻中国特色革命道路

的依托，揭开了中国共产党向反动统治的薄弱环节农村展开新的斗争的序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新

中国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干部、理论、实践基础。  

    建国后，朱德同志为井冈山题词，“井冈山的斗争，奠定了中国人民大革命胜利的基础”。1987年，彭真同志在考

察井冈山时说，“井冈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奠基石”。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时也深情地说道：“没有井冈山过去

艰苦卓绝的奋斗，就不会有今天革命的胜利。”［2］（P229）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与新中国的成立紧密联系在一起。  

    一、毛泽东引兵井冈山，重整革命队伍，积蓄革命力量，新中国的成立培养、锻炼和造就了一批干部队伍。  

    1927年9月，毛泽东以湖南省委秋收起义前敌委员会记的身份领导了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但由于敌强我弱、军事部

署不当、一部分军事长官处置不得力，再加上临时收编的邱国轩团的叛变，秋收起义很快就失利。在面临转折的历史关

头，在文家市召开的前委会议上，毛泽东否决了师长余洒度提出的“取浏阳直攻长沙”［3］（P44）的意见，在总指挥

卢德铭的支持下，议决“退往湘南”［3］（P21）。从9月20日从文家市开始向南退兵，经历了芦溪折将、莲花转向、三

湾改编、古城定策、茅坪安家、水口转兵、大汾劫难、军至大井，到10月27日进驻茨坪，历时一个多月，1500多人从文

家市出发，最终到井冈山只有700多人。除牺牲或生病掉队的外，一些意志不坚定者也离开了革命队伍。共和国中将赖毅

回忆：“芦溪受挫后，开小差的几乎天天都有。许多旧军官出身的人，看到失败似乎已成定局，纷纷不告而别；有些小

资产阶级出身的共产党员，在这时也背弃了革命，走向叛变或者消极的道路。那时，逃跑变成了公开的事，投机分子竟

然互相询问‘你走不走?’、‘你准备往哪儿去?’”［4］（P21）艰难险阻，磨砺一个人的意志、锤炼革命的队伍。  

    面对挫折和困难，毛泽东以其坚韧不拔的耐力、愈挫愈奋的毅力和绝处逢生的智力，忍受着、化解着、腾挪着、运

筹着、迎击着、推挡着、接纳着八面来风，并以其铮铮傲骨巍然屹立着，最终创建了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

山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是中国共产党的工作由城市转向农村实现战略转移的光辉典范，是马克思列

宁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伟大创举，井冈山斗争经验的理论概括，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奠基石，同

时为党的力量的重聚找到了一个基地。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边界红旗子始终不倒，不但表示了共产党的力量，而且

表示了统治阶级的破产，在全国政治上有重大的意义。”［5］（P81）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余部及湘南

暴动农军来到井冈 山，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5月4日，两军举行会师大会，正式组建了工农革命军第

四军（后改称红军第四军）。两军会师，增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工农武装力量，为进一步扩大革命根据地创造了条

件。在井冈山，毛泽东成功地改造了袁文才、王佐两支农民武装；1928年10月和11月，国民党新八军毕占云部和国民党

朱耀华十八师张威部先后在湖南桂东、江西宜春举行起义，投奔红军；1928年12月，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红五军主力700



多人来到井冈山，与红四军会师，更加增强了井冈山地区的革命力量。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及斗争的经验，成为大革命失败后党夺取全国革命胜利的一面旗帜，为全国红军和根据地

建设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经验。特别是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培养、造就和锻炼了一支干部队伍。新中国第

一代领导核心中的毛泽东、朱德就是从井冈山开始逐步成长为党的领袖；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授衔时，十大

元帅中有5位参加过井冈山斗争，他们是朱德、彭德怀、陈毅、罗荣桓、林彪；十位大将中有3位参加过井冈山斗争：粟

裕、黄克诚、谭政；参加过井冈山斗争、被授予上将军衔的有14人、被授予中将军衔的有20人、被授予少将军衔的有12

人；参加过井冈山斗争、在新中国成立后调离军队，到党政部门担任领导工作的有谭震林、何长工、陈正人、张平化等

19位老红军。他们都是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为新中国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辟的井冈山道路，为新中国成立奠定了基础。  

    新中国的成立，以新民主义革命的胜利为前提，而新民主义革命的胜利，就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井冈

山道路的胜利。  

    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学说认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武装夺取政权问题。毛泽东也说过“革

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如何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个原则运用到实践，各国的具体国情不同，实

践的途径也不一样，必须根据各国的国情区别对待。  

    在国际共运史上，无产阶级只有经过城市工人武装起义成功夺取政权的经验。但是，中国是一个农民占绝大多数

的、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双重压迫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落后的弱小国家。西方列强加在我们头上的不平等条约体

系，使中国人受到了无比的欺凌和盘剥，中华民族的独立、主权的完整，迫切需要中国革命要取得胜利，但要达到这个

目标，机械、教条地搬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原理，显然是不可能的。  

    大革命后期，中国共产党曾设想按照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模式，在上海先后组织了三次工人武装起义，以期推翻北

洋军阀的统治，但没有成功。大革命失败后，蒋介石的反动势力占据了中心城市，在这种形势下，以仅有的一点弱小武

装力量去同敌人硬拼，无疑将葬送中国革命。因此，中国革命究竟走什么道路，的确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只能在

实践中靠自己的独创去解决，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当时形势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人在城市已经无法立足，中

国革命的阵地被迫转移到广大的农村。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它与中国革命实践的最佳结合点也只有在农村。历

史也证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从湘赣边界的井冈山开始，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为开创

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

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光辉著作，系统阐述了中国革命必须依靠小块农村革命根据地，波浪式向前推进，一

片一片地发展壮大成我们的力量控制的红色区域，最后夺取全国胜利。毛泽东在井冈山的理论探索，终于找到了一条适

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井冈山道路，正如周恩来同志指出的，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信中，“明确指出要创造红色区

域，实行武装割据，认为这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也就是要以乡村为中心”。［6］（P179）毛泽东将这条

道路科学地概括为“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7］（P133）的道路。  

    井冈山道路经过中央苏区时期、延安时期的发展，逐渐成熟与完善。在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共产党人共同开辟的

这条道路的指引下，我们最终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新中国。  

    回顾历史，启迪现在。从井冈山道路，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个基本规律：在中国革

命和建设的发展史上，要想取得成功，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必须找到一

条正确的道路并引导和凝聚人民大众坚定不移地走这条道路而要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并引导和凝聚人民大众坚定不移地

走这条道路，我们的理论指导就必须立足中国不同时期的特殊国情，不断丰富、发展和创新。  

    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培育的井冈山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宝贵财富和政治优势，至今仍然

有巨大的时代价值。  

    （一）井冈山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重要源头。  

    中国共产党真正独立自主领导中国革命，是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确立新的革命政策和

方针。1927年党先后领导八一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的实践中，将全党的工

作重心逐渐由城市引上乡村，特别是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实践中，找到了代表中国革命新方向的道路，即农村包

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井冈山道路，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以“坚定信念、艰苦奋斗，

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胜利”为主要内容的井冈山精神。以井冈山精神为源头，在后续的革命实践中，



中国共产党先后又培育形成了中央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一系列革命精神。而后续形成的这些

革命精神，在内涵与特质上，都是对井冈山精神的继承、深化和发展，井冈山精神“以‘源头’和‘原型’的形式，含

括了后来一切革命精神的基本内容，后来一切革命精神，都是对它的丰富和发展”。［8］（P488）  

    （二）井冈山精神在新中国60年历程中得到了大力弘扬和发展。  

    在建国后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的历程中，井冈山精神以其丰富的内涵、深刻的底蕴，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

族进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强大精神力量和政治优势。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革命精神成为“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精神文明的重要支柱”。在战争年代，正是“靠这些革命精神吸引了全国人民和国外友好人士”［1］

（P367），在和平建设年代，“没有这种精神文明，没有共产主义思想，没有共产主义道德，怎么能建设社会主义?”

［1］（P367）作为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重要源头的井冈山精神，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发挥了理想信念凝聚作用，精神

文明建设的导向作用，从而使井冈山精神在新的历史时期得到了传承。这种精神本身所含有的道德力量，成为一代代社

会主义事业建设者的强大的精神动力。以艰苦创业为本质特征的大庆精神、无私奉献为核心的雷锋精神，以顽强拼搏为

特征的女排精神、奥运精神，以执政为民、密切联系群众为灵魂的焦裕禄精神、孔繁森精神，以解放思想、锐意创新为

特色的改革开放精神等等。建国后形成的这些共产党人的精神，它们本身就是共产党人理想信念，党的世界观、价值

观、人生观以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意识的展现，同时，也是共产党人创造的优良革命传统的继承。这些价值内涵

和优良品质都可以从我党最早培育的井冈山精神中找到源头。建国后所培育出的中国共产党的精神形态，都闪烁着井冈

山精神的思想光辉。  

    （三）井冈山精神仍然具有巨大的时代价值。  

    中国革命胜利离不开井冈山精神，实行改革开放，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样离不开井冈山精神。  

    第一，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依然需要弘扬井冈山精神，坚定理想信念。理想信念，是一个组织的精神支柱和精

神动力。一个没有远大理想信念的组织，就不可能有宏大的志向与追求。当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艰苦卓绝

的井冈山斗争时期，坚信“边界红旗始终不倒”，“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当前，我们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仍然必须具有这种理想和信念。我国的社会主义将长期处于初级阶段，但只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

动摇、不懈怠、不折腾，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必将化为现实，中华民

族的伟大复兴一定可以实现。冈山精神。  

    第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依然需要弘扬井冈山精神，坚持开拓创新。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

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审时度势，独辟

蹊径，引兵井冈，大胆摈弃了苏俄“城市中心论”的模式，开创了中国革命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道路。

实事求是、敢闯新路成为开辟中国革命道路的力量源泉，也是井冈山革命精神的核心。今天，我们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同样需要我们弘扬实事求是、敢闯新路的精神，不断探索和解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出现的新矛盾和新问题。这是

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时代提出的必然要求。  

    第三，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依然需要弘扬井冈山精神，保持艰苦奋斗，坚持反腐倡廉。毛泽东在井冈山领导工

农武装割据的时候，党、红军和广大人民群众始终保持了血肉相连、鱼水相依的亲情关系，培育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井冈山精神中蕴含着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的优良传统。执政以来，我们党始终保持与人

民群众的鱼水关系，“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成为我们的共识。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终要把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执政为民，艰苦奋斗，作为反腐倡廉建设的根本

来抓。只有像井冈山时期那样，始终相信和依靠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才能构筑反腐倡廉

的大厦，不断率领全国人民取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伟大胜利。正如胡锦涛总书记2009年春节视察井冈山时所

说，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80多年前，我们党在艰苦卓绝的井冈山斗争中铸就了井冈山精神。这是我们的宝贵精神

财富。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离不开井冈山精神，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样需要井冈山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我们要始终忠于理想、坚定信念，勇于应对挑战、战胜困难，矢志励精图治、艰苦创业，使井冈山精神始终成为激励广

大干部群众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不懈奋斗的强大精神力量。“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

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没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共产党人艰辛开拓的井冈山道路，就没有

中国革命的胜利；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没有新中国的诞生；没有新中国的诞生，就没有今天蓬勃发展的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建设事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共产党人培育形成的井冈山精神，也将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凝聚全党全国人

民、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精神力量。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井冈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奠基石”，为领导

开创这块根据地作出最突出贡献的毛泽东，是新中国的缔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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