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井冈山革命博物馆背景墙上的毛泽东诗词，表达1928年8月30日黄洋界保卫战胜利的喜悦之情

□周爱华

“日子好过了，艰苦奋斗的精神不要

丢了，井冈山革命精神不要丢了。”

——毛泽东1965年

“ 井 冈 山 精 神 是 宝 贵 的 ，应 当 发

扬，……井冈山精神丢不得。”

——邓小平197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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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结

合新的时代条件，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

的时代光芒。”

——习近平2016年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不同时

期，国家领导人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井冈

山精神，那么到底什么是井冈山精神？诞

生于90多年前土地革命时期的井冈山精

神，对于今天的我们是否仍然有着指导意

义？只有历史能给出答案。

大革命失败后，以毛泽东同志、朱德

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

白色恐怖的包围中建立起全国第一个农

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井冈山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的源头，

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

神，以及雷锋精神、抗洪抢险精神、航天精

神，都是起源于井冈山精神。

在发展和巩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

斗争中，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革命领导人不

断克服盲动主义、冒险主义和教条主义的

错误，在物质极度匮乏、敌人不断“会剿”

的条件和环境下，新生的共产党领导红军

历经大小战斗近百次，创建了政治建军原

则，提炼了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初步探

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

革命道路——井冈山道路。

在革命的过程中，中国

共产党人点燃了星星之火，

并形成了井冈山精神，奠定

了中国革命的精神基础。

坚定执着追理想是井

冈山精神的灵魂，实事求是

闯新路是井冈山精神的核

心，艰苦奋斗攻难关是井冈

山精神的根本，依靠群众求

胜利是井冈山精神的基石。

井冈山精神是当代具

有原创意义的民族精神，是

全党和全国人民宝贵的精

神财富，是几千年来中华民

族精神的创造性转化和升

华。它的重要价值，不仅体

现在革命时期的示范性和

先导性，在社会主义建设的

新时期同样具有重要的指

导意义和精神支撑作用。

井冈山精神所蕴含的丰富内涵，为树

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坚持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扬党的优良作风、

贯彻党的思想路线、完善党的执政理念和

执政方式、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熔铸新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提供了宝

贵资源。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的征程中，我们更需要大力弘扬井冈山精

神并不断赋予其新内涵。

（作者系井冈山斗争史研究协会副主
任、井冈山干部教育学院特聘教授）

井冈山精神在新时代闪耀

□本报记者 池沙洲

初夏的井冈山，经过几场暴雨的洗

礼，溪瀑更加丰沛，树木愈显葱翠。

欣赏如此奇崛壮丽风景的同时，游

客们通过导游的讲述，脸上的表情从惊

愕、凝重转换到叹服、敬佩。

先辈们所处斗争环境的险恶、生存

发展的艰辛，以及自我牺牲的壮烈，都

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所能够经历和

体会的。

双休日，井冈山上的旅馆与民宿都

已客满。每天清晨，一辆又一辆观光大

巴满载游客，从井冈山总站鱼贯而出，奔

赴南北相距20公里的各大景点。

记者在车上与几位自由组团的游客

攀谈起来。一位来自江苏常州的80后

游客说：他从今年年初开始在网上拼团，

直到现在井冈山之旅才成行，因为像他

这样对红色文化感兴趣的散客实在太

少，组团很难。

一位观光车大巴司机非常关心中考

和高考，据他介绍，每年小学放假、中考

结束、高考填报志愿尘埃落定，井冈山将

会迎来散客旅游的高峰。

让人惊喜的是，井冈山景区实现的

智慧化管理，使得任何一个团队或散客，

购票后即可刷脸进入景区和乘坐大巴；

在任何一个景区的车站，都能保证15分

钟之内有车辆接送，大大提升了红色旅

游的便利度和舒适度。

来井冈山参观的每一个人，不论是

团队游还是自驾游，谁都逃避不了思考

这样一个问题：今天我们能从中国共产

党人的革命历程中汲取些什么？

任何时候都不放弃对真理的追求
在与人交流中听见“真理”这个词，

令人耸然动容。

以记者的个人感受，当代语境下更

受人欢迎的语言形式是“金句”“段子”

“鸡汤”“吐槽”之类，再高大上一点是“密

码”“秘笈”“宝典”“梦想”……人们在精

神层面的需求一直没有中断过，但对需

求对象的表述方式，却深深地打上了时

代烙印。

也许在现代人的眼里，“真理”的说

法有些矫情、偏执，过于认真。但那些

年、那些人，他们站立在井冈山的群峰之

巅，数度处于强敌环伺、资源耗尽的绝

境，仍然能孤傲地、大胆地发出“追求真

理”的宏愿，并作出惊世预言：“农村包围

城市。”“20年夺取全国政权。”“星星之

火，可以燎原。”

纵观今日，西方势力企图以科技封

锁与经济制裁遏制中国，分裂主义思潮

趁机从中干扰，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斗争

形势与红军草创时期何其相似？

然而，当今中国的民族凝聚力和综

合国力、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经验和能力，

与建国初期相比不知要强多少倍，与红

军草创时期相比更是不可同日而语。

因此，我们更应该有强大的信心，去

战胜任何困难，去创造美好前景。

常州的那位80后游客向记者讲述，

自己曾陷入人生低谷，是通过阅读毛泽

东著作走了出来。他认为毛泽东同志一

生阅读了大量书籍，他的思想中包含了

古今中外的哲学，可以运用到社会生活

的方方面面，对企业管理或人生规划都

有帮助。

他说，现在教人做人的书籍很多，

有各种成功学、管理学、厚黑学，但是研

究毛泽东思想并用其指导人生的图书，

不论在书店还是图书馆都不太能找到，

而他的这种爱好也使他与周围的人格

格不入。

当表妹聊起去长沙旅游刚回来，他

立即反应道：“不是喝奶茶就是逛街，长

沙都去了，还不顺道去一下韶山？”

对于他的这种“不正常”，亲戚朋友

们已“习以为常”，但他并不觉得苦恼，生

在信息时代的他能够通过网络，与志同

道合者加群加好友，推心置腹地探讨红

色话题。

所喜90后、00后人群中，喜爱红色

文化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从观察者网、哔

哩哔哩，以及主旋律影视作品和文创产

品的创作中，可以看出他们日渐活跃的

身影。

早立志向，人的眼里才会有光彩
“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

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中国

的前途是你们的，世界的前途是你们

的，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这是1957

年11月17日毛泽东在莫斯科大学礼堂

接见中国留苏学生代表时脱口而出的

一段名言。

毛泽东说这番话的时候，也许眼前

浮现的是红军时期一起战斗过、争论过、

憧憬过的战友。那时的他们与初生的政

党一样，年纪都非常轻。

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初创时的

1927 年为坐标，年龄最大的朱德 41

岁，毛泽东34岁，绝大多数年龄都不满

30岁。

彭德怀、黄公略，以及在上海主持中

央工作的周恩来29岁，陈毅26岁，谭震

林、罗荣桓25岁，滕代远23岁，伍中豪、

陈毅安22岁，宛希先21岁，粟裕、林彪

20岁，寻淮洲15岁……

20多岁的年轻人，就算足够优秀，

人们的确会产生欣赏或赞美之情，但要

把“敬仰”“尊崇”加在他们身上则很难。

而历史事实是：他们中的大多数刚

从军校毕业，血气方刚，壮志满腔，敢打

敢拼，甚至常有鲁莽冲动之举——他们

是真正的中国青年。

红军中的“关云长”张子清，放弃了

出国留学的机会，参加了秋收起义。他

受伤后拒绝一个人去大城市治疗，表示

要实现官兵平等。最后因伤口反复感

染、化脓而去世，时年28岁。

座下白马，浑身是胆，如“赵子龙”一

般的卢德铭，是黄埔军人楷模，任武昌警

卫团团长、秋收起义总指挥。他率部救

援殿后部队时，被流弹击中，生命定格在

22岁。

拒绝了蒋介石许以军长职位的拉

拢，红军参谋长王尔琢为革命蓄下长

须。当好友兼同乡背弃革命时，他决定

只身赴敌营劝说。25岁的王尔琢刚一

进门，就倒在了叛徒的枪口下。

毛泽东因此写下：“一哭尔琢，二哭

尔琢，尔琢今已矣！留却重任谁承受？”

历史具有偶然性，这些早期军事奇

才，现在已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的名字。

将星过早地陨落，个中缘由，有斗争环境

的残酷，也有青春个性使然——热血柔

肠，身先士卒，敢于奉献。

几十年的军事改革和战争磨砺，使

得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迎来了一个战

神辈出的时代。开国将领中有不少人曾

经参加过井冈山革命，其中十大元帅中

就有五人……

这是一段旷世传奇：少年的政党领

导着一群有少年感的年轻人，为了少年

中国而奋斗牺牲，终至获得举世瞩目的

胜利。

他们中的很多人有“躺平”的资本，

但在民族危机深重的年代，他们有所放

弃，有所选择，有所追求。他们前往高山

密林之间、万军围困之中，与劳苦大众同

呼吸，共命运，谋求国家的独立与人民的

幸福。

甘坐冷板凳，做足做实调查研究
井冈山虽然地势险要，易于固守，但

战略纵深狭窄，土地物产贫乏；加上白军

“会剿”日益频繁，井冈山大营数度失守，

革命群众的生命财产蒙受重大损失。

从1929年年初开始，红军谋求向赣

南进军发展，于1931年11月以瑞金为

首都，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

央政府，也就是中央苏区。

在位于瑞金的苏区政府调查统计

局旧址外的草坪上，立着几个黑色的

石墩子，每个石墩子上都有一个用水

泥浇筑的线装书形状的彩塑，书名是

《寻乌调查》《兴国调查》《宁冈调查》

《永新调查》……

毛泽东的阅读量是惊人的，写作量

更是远超我们普通人的想象。

从 1929 年到 1934 年的短短 5 年

间，毛泽东有迹可查的调查研究活动就

有30多次，写了数十万字调查报告。

毛泽东从寻乌、兴国等县的调查，

管窥赣南闽西粤东边区的社会全貌，尤

其是赤贫阶层的生活现状，如土布“棉、

蕉、苧、葛”受洋布冲击“消灭于无形”；

如“每日数以百计的挑脚力的穷人早出

暮归两头断黑”，用一担鸡或一担米换

回一担盐巴；如遭遇高利贷盘剥、三餐

饭两餐杂粮；如“每百户人家有十家是

卖过儿子的”……

2011年11月，习近平在中央党校

开学典礼上，曾这样评价毛泽东的《寻乌

调查》：“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诸如该

县各类物产的产量、价格，县城各业人员

数量、比例，各商铺经营品种、收入，各地

农民分了多少土地、收入怎样，各类人群

的政治态度，等等，都弄得一清二楚。这

种深入、唯实的作风值得我们学习。”

毛泽东早期所做的调查研究，是今

天我们国家统计调查项目的发源。甘坐

冷板凳，甘当小学生，不做调查就没有发

言权，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是中国共产

党的传家宝，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

由此可见，“建成富强、民主、文明、

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奋斗目标，

是“诞生于一百个问号之后”的，是以实

践作为唯一标准来接受检验的，绝不是

来自凭空臆想。

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各

个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而国家政权的

雏形早在井冈山—瑞金时期形成。如第

一所部队医院（小井红军医院）、第一家

中央银行（红军造币厂）、第一家兵工厂、

第一所基础教育学校（列宁小学）、第一

座国家礼堂、第一家最高法庭，以及中央

各部委的前身。

筚路蓝缕、薪火相传，这片红土地

是现代中国的摇篮，有讲不完的传奇故

事，更有数不清的精神财富，留待年轻

的后继者们回到这里，去挖掘，去延续，

去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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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井冈山小井村的红军医院旧址

井冈山的龙江书院，朱毛红军1928年在这里会师

1934年在江西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二次
全国代表大会场景复原

江西瑞金共和国摇篮景区群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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