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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冈山精神形成新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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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社香  

  [摘要]本文认为井冈山精神的形成经历了三个阶段：以三湾改编讲话为标志的雏形阶段；以《井冈山的斗争》为标

志的基本形成阶段；以古田会议决议为标志的成熟完善阶段。  

  [关键词]井冈山精神；三湾改编；《井冈山的斗争》；古田会议  

  胡锦涛同志2003年8月在视察江西时指出：“井冈山精神是我们党在革命斗争的艰苦岁月中形成的伟大精神。”[1]

井冈山精神过去一直被各界认为形成于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即1927年9月至1929年1月红四军下山。近年笔者对南昌起

义、秋收起义沿途、井冈山根据地六县、赣南闽西等地数次考察，从搜寻的历史资料分析，井冈山精神形成过程时间应

涵盖朱德所说的“从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南昌起义起，直到一九二九年十二月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举行为止这

段时期”[2]，形成的地域应包括井冈山根据地、1929年红四军转战的赣南闽西。其主要原因在于井冈山精神内核的形成

经历了三个阶段，它涵盖了我军初创时期主要思想建树，直至1929年12月古田会议，井冈山精神才最终形成完善。  

  一、以三湾改编讲话为标志的井冈山精神形成的雏形阶段  

  众所周知，1927年9月9日至11日，秋收起义部队分别从修水、安源、铜鼓出发，数日内均受重创，9月19日集合于浏

阳的文家市镇，决定放弃打长沙，向罗霄山脉中部进发。9月28日，历经艰辛到达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仅剩700余人。9

月29日，毛泽东在三湾村大枫树下对全体官兵讲话：“贺龙同志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当军长，我们有两营人，还怕干不

起来吗？我们要到敌人力量薄弱的罗霄山脉中部去，深入农村发动革命。”[3]就是在这次讲话中，毛泽东宣布将工农革

命军第一师改编为第一团，党支部从过去建在团部师部改为建在连部，并根据实际情况，在每个连建立了士兵委员会，

对军官有监督批评权，在部队实行民主制度。  

  罗荣桓也说：“三湾改编实际上是我军的新生，正是从这时开始，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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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支队伍便不会有政治灵魂。”[4]  

  正是这个政治灵魂，提供了中国革命从攻打城市到立足乡村战略转折的思想资源，建立了支部建在连上和士兵委员

会的制度保障，标志着井冈山精神雏形的形成。  

  早在1926年，毛泽东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时就深入社会实际认为“一切革命同志须知：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

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5]。已对农村革命的认识进

入到透视中国百年政治症结的深度。1927年4月19日，毛泽东在武汉国民政府土地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上进一步谈到：

“要增加生力军保护革命，非解决土地问题不可。其作用，在解决土地问题后即能够解决财政问题及兵士问题。……这

三点是解决土地问题的重要意义。”[6]在进军井冈山时，共产党、土地革命、革命军队早已三位一体提升为先进政党的

使命，形成为毛泽东等卓越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农村革命的初步蓝图和正确理论萌芽，远远超越了“个体生存性感

受”。  

  由于有深厚的思想基础，据贺敏学回忆，“毛泽东第一次知道井冈山，是在准备秋收暴动的安源张家湾会议。王新

亚这次会上介绍了永新、宁冈农民自卫军攻下永新县城，退往井冈山事。井冈山被毛泽东记住，不久成为文家市会议决

定放弃打长沙向罗霄山脉中部进军的依据”[7]。所以，在秋收起义部队几乎山穷水尽到达三湾时，毛泽东能够胸怀高远

审时度势，用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的事迹鼓舞人心，凝聚人心，提出支部建在连上，创建革命军队，大踏步地向井冈山

进发。这不是仅仅为了生存，而是为了坚持革命，不是被动的退却，而是主动向农村出击，开创符合中国实际的工农武

装割据的斗争，在当时很快成为各地的榜样，成为中国共产党武装夺取政权的起点。  

  由此，从三湾改编始，井冈山精神尚在雏形阶段就具有它不可比拟的先进性、革命性、战斗性和伟大性。  

  二、以《井冈山的斗争》为标志的井冈山精神基本形成阶段  



  秋收起义部队从三湾到古城、茅坪，直至1927年10月27日到达茨坪，在井冈山上安下家，随之对袁文才、王佐地方

部队进行改造，恢复和建立当地各级党组织，分兵深入农村，发动农民平分土地。1928年4月朱德率领南昌起义、湘南起

义部队与毛泽东为师长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在酃县(今湖南省炎陵县)会师，红四军对南昌起义、秋收起义、湘南起义经

验教训进行了科学总结。1962年3月，朱德参观井冈山博物馆时特别强调：“写井冈山的历史，湘南暴动这方面也要写，

这样就比较全面。”[8]从侧面表达了对学界在井冈山历史探究中局限于该地区的看法。这一点极为深刻和客观。  

  红四军成立后，打退了湘赣敌人一次又一次“进剿”，井冈山根据地进入全盛时期。在全国一片白色恐怖中，井冈

山革命根据地之所以能够存在，红四军之所以能够发展，应该看到，上下五千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第一次成功地将

一盘散沙受尽剥削的工农组织起来的典范。在敌人重重“围剿”情况下，井冈山上粮食很少，红米饭，南瓜汤是最好的

“牙祭”；铺盖很少，稻草是官兵们津津乐道的“黄金被”；井冈山物质条件每天不到三分钱伙食，还经常打仗，精神

世界却使战士们感到生活在天堂。根据地处处洋溢着一种胸怀天下的革命精神!  

  正是这种革命精神在井冈山从上到下的普遍性和深远性，毛泽东1928年10月15日在湘赣边界第二次党代会上，科学

地将其纳入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的重要内在因素。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同年11月25日写给中共中央《井冈山的

斗争》报告中，进一步对这种精神的历史内涵作了新的概括：为人民打仗、艰苦不出怨言、军队内的民主主义、支部建

在连上。此标志着井冈山精神的基本形成。[9]  

  1965年5月，毛泽东重上井冈山在井冈山宾馆回忆当年斗争，特别强调，“在井冈山时，我们摸索了一套好制度、好

作风，现在比较提倡的是艰苦奋斗，得到重视的是支部建在连上，忽视的是士兵委员会”[10]。毛泽东1965年强调的井

冈山精神的三个支点艰苦奋斗、支部建在连上、士兵委员会，正是当年报告中归纳井冈山精神历史内涵新的概括，是中

国共产党执政后对艰苦岁月中形成的井冈山精神从雏形到基本形成阶段的科学揭示。  

  三、以古田会议决议为标志的井冈山精神成熟完善阶段  

  在毛泽东完成《井冈山的斗争》报告40天后，红四军为打破湘赣敌人合围，大队人马下山，转战赣南闽西大余、寻

乌、大柏地、宁都、东固、瑞金、长汀、龙岩、上杭，进军路线与南昌起义部队1927年向潮汕转移路线有所重合。在这

举兵何方的重要时刻，对建立农村根据地道路怎么认识，对部队中突出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等错误思想怎么处理，这不

仅关系到红四军的生存和发展，也关系到中国革命大计。  

  1929年6月14日，毛泽东给林彪回信中指出：“对于与党内错误思想奋斗，两年以来已经既竭吾力了，现在我又把问

题的内容提出以后，使多数同志们作不断的奋斗才能得到最后的胜利。”[11]毛泽东在此两次用“奋斗”二字，意味深

长地告诫人们，红军初创时的艰苦奋斗，不仅包括行军打仗生活的艰苦，还应包括对于与党内错误思想斗争的艰难。

1929年红四军前委在长汀、瑞金、永定、上杭四次召开扩大会议，三次展开大讨论，将井冈山时期士兵委员会的军队民

主更深远地提高到政治层面，为1929年12月在上杭县古田村召开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顺利通过古田会议决议打下了坚

实的基础。  

  古田会议决议的主要内容是纠正党内错误思想以及党内组织教育等问题。古田会议针对“少数同志们历来错误路线

的结穴”[12]，层层畅所欲言，将井冈山精神从井冈山时期的好制度好作风，开始发展为同时纠正党内错误思想的正确

思想路线，由此完成了井冈山精神自身的飞跃和统一，井冈山精神的革命性科学性创造性内核由此得到充实完善。今天

不少人理解井冈山精神或多或少局限于艰苦奋斗表面，其实艰苦奋斗是我军初创时期一种体现形式，艰苦是其表，为共

产主义奋斗是其里。要奋斗，就必然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不断纠正党内错误思想以提高和统一认

识。艰苦奋斗过程，必然是井冈山精神三个支点的继续完善，是“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不

断认识，是马克思主义对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彻底改造，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

创造性形成。所以，井冈山精神的最终形成或充实完善应该延续到古田会议时期，以古田会议决议为重大标志。  

  古田会议决议承上启下，既标志着井冈山精神的成熟完善，又奠定了我军正确的建军原则和政治思想工作系统化的

基础，加强了我党我军政治凝聚力。  

  肖克回忆：“古田会议之后，中央立即把红四军这些经验介绍给鄂豫皖、左右江、湘鄂西等革命根据地，供各地红

军学习参考，加速了中国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到了延安，又根据新的情况，结合古田会议精神，总结新的经验，

军队建设又前进了一大步，直至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以及保卫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13]正如1978年叶剑英在

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从古田会议到现在，我们的政治工作有很大的发展，但是它的根本原则，它的基础，还是

古田会议奠定的。”[14]古田会议决议进一步充实完善了井冈山精神，构筑了我党在新民主主义时期核心价值体系的基

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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