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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革命知识分子

在创建闽浙赣根据地的历史功绩

马列主义教研室 陈 群 哲

摘 要

本文从
“ 共产主义运动的播火者

” ， “ 苏维埃和红军的缔造者
” ， “

为主 义而

奋斗的捐躯者
” 三个方面简要论述了革命知识分子在创建闽浙赣根据地 的 历 史 功

绩
，

介绍了方志敏
、

邵式平
、

黄道
、

徐履峻等革命知识分子从学生时代起
，
就以天

下为已任
，
积极参加工农运动

，
大革命失败后

，
在党的

“ 八七 ” 会议号召下
，
历尽

艰险
，
出生入死

，
创建了闽浙赣革命根据地

，
在斗争中

，

摸索出了党的建设
、

军事

建设与苏维埃建设等一整套办法与经验
，

丰富了中国革命理论的光辉业绩
。

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又称赣东北革命根据地
，
是大革命失败后

，
在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方志敏
、

邵式平
、

黄道
、

徐履峻等同志领导的弋
、

横大起义
，
崇安上

、
下梅起义的基础上逐

步创建起来的
，
被称为当时的六大苏区之一

， “ 苏维埃模范省
” ① ，

是中央苏区 的 东 北 屏

障
。

它实际上包括江西
、

浙江
、

福建
、

安微四个省
，
经历了信江苏维埃政府

、

赣东北省苏维

埃政府和闽浙 �皖 �赣省苏维埃政府等几个发展过程
，

而在每牛发展过程中
，

革命知识分子

都为之抛头颅
、

洒热血
，
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
谱写了威武雄壮的革命篇章

。

探讨革命知

识分子在创建闽浙赣根据地的历史功绩
，
对进一步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

加速我国四个现

代化建设的进程
，
仍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

共 产 主 义 运 动 的 播 火 者

闽浙赣原是一个山明水秀
、

物产丰富的好地方
，
但是在帝国主义

、

封建主义 的 双 重 剥

削
、

压迫下
，

闽浙赣地区的自然经济解体了
，
广大农民过着 “ 镰刀挂上壁

，
饭就没有吃

”
的

痛苦生活
。

大革命前的闽浙赣农民为着生存
，
进行过许多英勇的斗争

，
虽然因没有一个先进

阶级作领导而失败了
，
但广大群众高昂的反抗情绪

，

为人民革命斗争准备了良好 的 群 众 珑

础
。

本 文于����年 �月 � 日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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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拉
二

泞半狱民地
、

半封建社会政治
、

经济的变化
，
文化方面也起了变化

。
赣东北的富 家

了
·

弟
，
有志之

几�
，
争相外出

，
读书求学

，
寻找出路

，
追求真理

，
开始出现了新 一 代 知 识分

子
。 一

��月革命的一 声炮响
，
给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

。

五四运动的革命浪潮
，
震动了全中国

，

也涉及到闽浙赣
。

毛泽东同志指出
� “ 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

，
知识分子是首先觉语的成

份
。 ” ② 又说

� “ �
’ ‘

大革命知识分 子对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所起的作用是很太的
。 ” ③五四

运动 以’己 楼东北外出求学的进步学生
，
与工农群众相结台

·
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起 了很

重要的先锋桥梁作用
。

在这件知识分 子中
，
比较突出的有方志敏

、

邵式平
、

黄道
、

吴先民
、

李穆
、
钱壁

、

程泊

谦
、

邹秀峰
、

扭
几
群

、

江宗海
、

舒同以及闽北崇安的徐履峻
、

陈耿等人
。

方志敏
，
江西 弋阳人

。

当五四运动消息传到弋阳时
，
他正在 心阳城里上高小

， ④他痛恨
丧权辱图的

“
二十一条

” ，
立即组织青年示威

，
带头抵制 日货

，
并将漆工镇家乡的一些 青年

组成
一

娜日几区革命社
，
后又发展成为 七阳革命 青年社

，
发动了对本区劣绅张大纲的斗争

。

结

果由于没了�工农参加和年轻无经验
， 一

斗争 自然失败了
。

但通过这次牛争给方志敏 以极大的教

丫�’’� 下去团结群众 ，
斗争是不会成功的

。

一九一九年秋
，
方志敏来南昌甲种工业学校读书

，
开始接受马列主义

，
思想水平

、

理论

水平大大提高
，

很快被推选为学校的学生 自治会领导人和南昌学生联合会的负责人之一
。

一

九二一年又
，
经袁玉冰

、

黄道介绍加入了当时江西进步青年的组织
“
江西改造社

” ，
一九二

三
�

午加入中国共产党
，

正式开始了农运
一

井作
。

同年二
、

三月间
，
他在弋阳漆工镇创力

、
了

“
旭

光义务小学
”
和

“
贫民夜校

” ，
自天教小学生

，
晚 卜�卿汝贫苦农民入学

，
既教他们学文化

，

又向他们灌输草命知识
。

与此同时
，
他还在弋附县立高小团结了一批青年知识分子

，
扩大了

弋阳革命青年社的组织
，
开展反帝

、

反官燎
、

反
一

�几豪劣绅的斗争
，
提倡新文化

，
反对封建上

义的旧文化
。

为此
，
受必反动政府的通辑

。

弋阳革命青年社后来成为弋阳党
、
团组织的前身

。

青年社员后来绝大多数都加入了共产

党租青年团
。

该社还办有 《寸铁》旬刊
， ⑤经常刊登笔锋犀利 、

反帝反封建的文章
，
其中揭露

弋阳大劣绅张念诚的文章一一父猪仔议员》
，
引起弋阳反动当局的 极大震惊

，
反动人士联名写

信向伪督军公署控告方志敏宣传
“
赤化

” ，
以要查办相威胁

。

由于方志敏 在
“ 旭 光 义务小

学刀 和
“
贫民夜校 ”

进行了大量的农运工作
，

他用
“
种田不交租

，
欠债不要还

，
讨老婆不要

钱
”
的 日号团结农民

，
酝酿成立农民协会

，
不久

， �

丈阳湖扩农民协会成立
，
九区

、

八区及七

区各
一

部也开始成立了农民协会
，
到处响彻着打倒��豪劣绅

、

打倒贪官污吏
、

打倒军阀的日

号
。

吻

邵式平也是弋阳人
，

是馈东北较早接受马列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之一
，
在 弋阳高小与方

志敏同学
，
以后

，
邵式平去北京师范大学读书

，
在北京结识了李太钊

、

陈毅等共产党员
。

在

他右引钩影响厂卜
，
马列主义思想觉悟提高

，

很快
，
是一九二六年 “ 三

、

一八 ” 惨案的
、

带 头 人 之

一
。

一九二五年经陈毅
、

黄道词志介绍入党
。

同年回牙弋阳
，
在 自己家乡邵家坂组织了

“
益

友社 ” ，

吸收了一大批农村进步青年叁加
，
他通过

“
益友辛沙 的宜传活动

，
组织了二千多名

群众向豪绅地主作牛争
。

黄进
，
江西横峰姚家垄人

。

早在一九一九年
，

他在南昌读书时
，

在
“

�

五四 ”
运动的影响

下
，
就和一些进步青年组织了

“
江西改造社

” 。

一九二三年
，
黄道去北京师范大学读书

，

结

识了李大钊
，
并聆听李的马克思主义的讲演

，
积极参加北京学生运动

，
为北京学联的主要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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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人之一
，
于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
并担任北师大党支部书记

。
一九二五年暑假

，
他回到横

峰
，

与过去在岑阳小学读书的进步同学如吴先民
、

邹秀峰
、

钱壁
、

程伯谦等组织了
“
岑阳学

会
” 。

学会的宗旨是
“
宣传革命

，
吸收人材

” ，
学会还办了《岑阳月刊》 ，

研究
一

与宣传马列主

义
。

他还与吴先民
、

程伯谦等在姚家垄
、

楼 �氏兰家
、
青板桥

、

葛空介
一

带通过务种关系发展了

农民协会
。

与此同时
，
弋阳

、

贵溪
、

东乡
、

波阳
、

铅山
、

乐平
、

德兴
、

景德镇
、 �

卜饶等地革命知识

青年胡德兰
、

缪敏
、

胡德珍
、

李穆
、

邹奇
、

江宗海
、

黄镇中
、

祝炎
、

伍英 豪
、

向 黄 义
、

刘

越
、

陈钧
、

游秀伯
、

马步英
、

徐先兆
、

李汉兴
、

胡宗松等人
，
都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和青

年团
，

在他们的宣传和组织下
， �

匕述各地都先后成立了不同形式的进步 青年组织
，

并在这个

基础上
，

建立了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
。

由于 以上进步青年 知识分子的积极活动
，
共产主义运动的星星之火已点燃了赣东�化这块

占老而深沉的大地
，
赣东北马列主义政党的涎生 己是势不可挡的了

。

一 九二六年十一月
，
北伐军进入江西

，
攻 下了南昌

，
方志敏

、
邵式平

、

黄道均以跨党的

身份参与 �省党部和省农会的领 导
，
并分别担任了省党部的农民部长

、

省农协秘书长监委主

任
一

和宣传部长等重要职务
。

中共江西省委乘当时大好形势
，
指示各地在条件成熟的地方

，
尽

快发展和建立党的组织
。
于是

，
原在各地秘密活动的共产党员立即开始组建党的支部

。

在 弋阳
，
方志敏

、

邵式平秘密与方志纯
、

雷夏
、

黄镇中
、

方远辉
、

方远杰
、

舒翼
、

余汉

帆
、

缪敏
、

胡德兰等同志在
一

弋阳城建立了党支体
。

在横峰
，
黄道

一

与吴先民
、

邹秀峰
、

钱壁
、

李穆
、

黄端 喜
、

杨莲花及一些
“
岑阳学会

”
的

进步青年组成了横峰第一个党支部
。

此外
，
贵溪革命知识青年汪群

、

江宗海等同志在贵溪象山书院图书馆
、

贫民夜校的基础

上
，
吸收进步知识分子如邵忠

、

邵棠
、

洪宏义等及一些手工业工人入党
，
组成了中共贵溪支

部
。

东乡
一

革命知识 行年舒同利用北伐军打列东乡的大好形势
，
吸收一批进步青年 加 入 共 产

党
，
组成了东乡党 支邝

。

浮梁党 支部则由革命知识分 子方维华
、
马步英等吸收景德镇

、

里村

等旭一些进步知识分子及贫苫工人
、

农民入党
。

这时
，
闽北崇安的革命知识分子徐履峻正在南京金陵大学读书

，
他从参加

“
五少汁

”
反帝

运动
、

学生运动以及阅读长新 青年》 等进步书闺
‘
一

和
，

逐步认识 到
“
只有 布 尔什维克主义 能 够

救中国
，
只有共产主义能够救

，
�
”
国�

”
功于是毅然中断学习

，
于一九二六年九月返回福州

，

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

同年十月
，

他回到崇安
，
在国民党左派组织县农民协会里工作

，
他利

用这个机会串乡走街
，
日夜奔波

一

于崇安的星村
、

吴屯
、

程墩
、
五夫

、

上梅
、

下梅等区乡
，
创

办友校
，
组织农民协会

，
为崇安的建党

一

丘作打 下坚固的基础
。

为了培养农会积极分子
，
徐履

峻回家变卖 了田地
、

茶山
，

筹集资金
，

并派人到汕头
、

福州等地购买了几百本比较通俗的进

步书籍以及许多学习文具
，
在兴旧

、

枫坡
、

枫林
、

南岸
、

大际
、

大埠等地办了六所农民夜校
，
组

织几百农民进校学习 � 他还在 自己家乡重点培养了二十多名农运骨干
。

一九二 七年农历五月

初 兀
，
他领导枫坡乡农民协会会员利用

“
端午

”
这个传维节 日

，
进行示威游 行

， “
打 倒民����

打倒豪绅地
一

主�
”
的 日 号响彻田野

，
地上豪绅惊慌失措地龟缩家 中

，
片 日 的 成 喊 荡 然 无

存
。

就这样
，
从

“
五四

‘，

运功开始到北伐军进军闽浙赣
，

通过一大批革命知识青年的播火
，
掀

起了彼澜壮阔的反帝反封建的热潮
，
共产主义 青年团和共产党组织如而后 占笋般地在闽浙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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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起来
，
星星之火将蔓延成燎原大火

，
从此

，

闽浙赣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
演出了

一幕幕惊大动地的新史剧
。

苏 维 埃 和 红 军 的 缔 造 者

一九止六年秋
，
在方志敏的指导 「，

在弋阳党支部的具体组织下
，
漆工镇的农民协会举

行暴动
，
一下赶走了反动巡官

，
捣毁了为帝国主义

、

封建军阀服务的漆工镇派出所
，

夺取了

反动武装
，
成立了农民 自卫军

，
把革命推向武装斗争的新阶段

，
这就是当时修东北人民争柑

传诵的
“
方志敏两条半枪闹革命

”
的故事由来

。 ⑧
在漆工镇暴动的鼓舞下

，
一 九二七年初

，

横峰县的农民协会在党的领导个
‘ ，
赶走了反动

县长
，
适值省特派员邵式平来赣东一带

，
当即委任共产党员

、

革命知识分子邹秀峰
、

昊先民

为县 长和公安局长
。

这样
，

横峰县的政权
、
武装也掌握在共产党和革命群众手中了

。

与此同时
，
贵溪县农民协会

，
在邵式平的直接组织领导下

，
进剿龙虎山

，
大闹上清官

，

活捉大恶霸地主张天师
， ⑨给闽赣两省以极大震动 。

此外
，
东乡

、

波阳等地的农民运动在党

组织的领导下
，
也都轰轰烈烈地开展了反封建斗争

。

大革命失败后
，
以方志敏

、

邵式平
、

黄道为首的共产党人被迫出走南昌
，
先后回到赣东

北
，
遵照党的

“
八七

”
会议精神

，
积极准备武装起义和土地革命

。

一九二二七年十一 月 二 十 五

日
，
在弋阳窖头村召开了 飞阳

、

横峰
、

贵溪
、

铅山
、

上饶五县共产党员联席会议
，
出席会议

的有方志敏
、

邵式平
、

黄道
、

方志纯
、

方远辉
、

吴先民
、

邹秀峰
、
邵忠

、
邵棠等革命知识分

子
。

会议经过讨论
，
决定

“
深入发动工农

，

开展 上地革命
、

实行武装暴动
，
夺取地方政权

。 ” ⑩
通过了武装起义的纲领 口号

� “
推翻帝国主义

，
打倒国民匪党， 劫杀劣 绅 地 主

，
铲 除 贪 官

污吏� 平债均分土地
，
建立劳农政府

� 如果中途变心
，
刀斩弹穿不赦

。 ”⑩决定以自然 村为
单位

，
秘密发展农民革命团的武装起义组织

，
选择了党和群众基础较好

、

敌人统治力量又薄

曾
丈阳

、

横峰两地首先暴动
，
其他各县积极准备� 建立了以方志敏

、

邵式平
、

黄道
、

吴先

民
、

方志妙
、

方远辉等同志组成的五县党委会为五县最高领导机关， 由方志敏 任 起义 总指

挥
。

会议后
，

方志敏
、

邵式平
，
黄道等同志分赴各地

，
积极组织

“ �

卜名字
”
运动

， ⑩组织起义
武装一一农民革命团

。

一九二 七年十二月底
，

著名的弋横大起义暴发了
，
到处是起义的队伍

，

到处是革命的红

旗
，
不到一个月时间

， 一

弋横两县除县城外
，
均为农民革命团占领

。

横峰首镇蔼 源 在 共产 党

人
、

革命知识分子程伯谦领导的农民革命团赶走了恶霸地主刘举人后
，
群众中流传着这样一

首歌谣
� “
葛源三千烟

，
出了程伯谦

，
程伯谦开句口

，
举人老爷都要走�

”

起义成功后
，
党领导农民们烧毁了地主的债据田契

，
没收地主的粮食

，
分配土地

。

群众

高兴的唱着
� “
弋阳方志敏

，
横峰吴先民

，
领导群众来革命

，
为的是穷人

。 ”

一 ��二八年春夏之交
，

敌人对起义区域举行大规模围剿
，
情况严重

。

为着统一思想
，
明

确斗争方针
，
一九二八年六月

，
在弋阳

、

横峰交界的一个方胜峰冷庙里召 开 了
“
方 胜 峰 会

议
” ，
方志敏

、

邵式平
、

黄道
、

方志纯
、

吴先民
、

邹秀峰等同志都出席
。

会议作出了三 项 重

要决定
�

一是集中部队 �共四十余人 �
，

由邵式平指挥打击来犯之敌� 一二是由方志敏同志带

领几个游击队员到游击区去
，
负责做争取群众的工作

，
打击首要反动分子

� 三是派黄道同志

去贵溪
、

余江
、

万年开辟新的根据地
。

不久
，
著名的贵

、

余
、
万起义爆发 了

，
成功了

。

起义

���



的烈火还蔓延到邻县
，
于是

， �

卜饶
、

德兴
、

铅山都举行了起义
，
并成立了苏 维 埃 政 权

。

至

此
，
赣东北的弋阳

、

横峰
、

贵溪
、

余江
、

万年
、

上饶
、

德兴
、

铅山等八县
，

除少数县城及附

近村庄外
，
差不多都纳入了苏维埃的版图

。

一九二九年十月
，
正 戈成立了仁巾二苏维埃政府

，

方志敏为信江苏维埃政府主席
。

在闽北
，
以徐履峻为首的共产党人联络

一

了从广
‘

东学习军事回来的革命知识分 子陈耿
、 一

�
一‘

细弟等于一九二 七年 七月建 亿了崇安特别支郊
，

并很据党的
“
八七

”
会议精神于同年九月二二 卜

八 日发动了以
�

�梅
、

下梅为中心的崇安
、

浦城农民大暴动
，
徐履峻宣布暴动纲领

，
号召

“
工

农群众武装起来
，
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

，
打倒 仁豪 劣绅

，
�引余反动联首

、

地保制度
，
实行平

坦废债
” ，
当场处决了两名罪大恶霸

，

对其他捕获的土豪劣绅
，
处 以罚款后

一

子以释 放
。

这 场

暴动揭开了轰轰烈烈的闽北
�

卜地革命的序幕
，
为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奠定了部分重要基

础
。

一九三�年五月
，
闽北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一一崇安县苏维埃政府在上梅成立

。

一 九三�年
，

新军阀蒋
、

冯
、

阎爆发了中原大战
，

包围闽浙赣苏区的敌主力撒走
，
闽浙赣很

据地的领 导者们乘这大好时机
，

猛烈扩大苏区
·

至一九三一年底
，
苏区己扩大到闽浙馈皖儿十

个县
，

人 ��一 百多 人万
，
红军三万多人

。

与此�司时
，

苏区的各项建设也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

在党的建设方面
，
抓一九三 一年五月

，

赣东北党组织己有党支部四百四十二个
，

党员一

万三千余人
。

新发展的党员都是群众斗争中的积极分子
。

为了加强党的建设
，

闽浙赣党组织

在战争频繁
、

和中央联系困难
、

中央文件不 易看到
、

缺少理论读物
，

厂
‘

大党员文化水平不高

等情况下
，
由省委及时组织编写了《怎样做一个好共产党员》等通俗教材

，

对�一大党员特别是

新党员进行思想教育和组织纪律教育
。

为 了教育和培养干部
，

赣东北省委在横峰枫树坞建 扭
一

了共产主义学校
、

卢探银训练团等专门培养党员千部的学校和训练班
。

一九二一年
，
又创办

了一所固定的党校� 各县
、

区委 以至支部也经常开办各种形式的干部短期训练班
。

方志敏
、

黄道等领导同志经常给仔级 干邵学校
、

党校讨�
�

党课
。

由于赣东北党的建设好
，
在第 二次全国

工农代表大会
�

卜受列毛泽东同志的丧扬
。

在军事建设方而
。

毛泽东同 占指出
� “
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

，

是红色政权存 在 的

必要条件
。 ” ⑩方志敏 、

邵式平
、

黄道等同志充分认识到这一 点
，
并以极大努力来 抓 好军事

建设
。

漆工镇暴动后
，

帐东北人民在
“
两条半枪

”
的基础上开始了游击战争

，

并逐步扩大 了人

民武装
，
到一九二�年

，

成立
一

了红军第
一

�性丫
，
邵式平任政委

，
吴先民任政治部主仟

，
约三万

余人
。

为了提高人民武装的战
之

�
�

力
，
部队着垂思想建设

，

纠正部队中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
、

极端民主化
、

军阀土义等非 瓜从阶级思思
，
把支都建在连上

，
执行毛泽东同志制定的

“ 一

三大纪

律
、

八项注意
” 。

为了培养军事份 干
，

造就纽军军事指挥员
，
一九 ，乙年秋 ，

在弋阳吴家墩创

办了信江军政学校�后改名彭
、

杨学校 、 。

校 长山邵式
一

平兼任
，

方志敏
、

黄道等经常为学员讲

课� 还制定 了赣东北红军的战略原则和战术�京则
。 ⑩在闽北 ，

以
� �

卜
、

下梅为中心的崇安
、

浦城

大暴动后
，
徐履峻

、

陈耿即领
一

导起义群众建立 自己的武装
。

鉴于敌人强大
，
游击队仅一 、

二支

枪
，
徐履峻

、

陈耿领导�
’ ‘

大群众采取
“
自皮红心

”
的两面政策

，
少数 干部 与积极分子携带武器

�

上山
一

与敌周旋
。

到一九二九年四月
，
游击队发展到 戈百余人

，
正式定名为闽北红军独

一

侧科
。

政权建设方而
。
闽浙赣根据地 也和毛洋东同志在井冈山 牛争发展根据地一样

，
即是波浪

式地向前发展
。

方志敏
、
邵式平

、

黄道发动弋
、

横大起 义后
，

建立了第一个苏维埃政权一一

横峰县苏维埃政府� 方胜峰 全议后
，
派黄道去开辟第二根据地� 闽北根据地

一

与赣东北苏区合

并后
，
党又派黄�慧去闽北任特委书记 � 并 日益扩大根据地

。

这样苏维次政权便在
�

卜
一

争中不断
�

���
·



发展壮大
，

由 凭
、

横两县而信江流域
，
由信江流域而整个赣东北

，
再由楼求北而阅浙赣

，
这

就是闽浙概苏维埃政权波浪式向前发展的一个大体轮廓
。
随着苏区的扩 友

，

苏维埃组织的领

导系统也随之建立与健全起来
。

为使苏维埃工作有切实可行的规章制度
，
方志敏及时编写了

衣苏维埃
一

与群众问答 》 、 《各级苏维埃
一 〔作条例决。

方志敏
、

黄道等领导同志还以极大努力深入

一地革命
，
根据革命发展情况先后制定了两个土地法

，
这也是

“
朱德毛泽东式

、

方志敏式
”
创

造根据地的一条重要经验
。

经济建设方 �可
。

闽浙赣苏区非常重视恢复与发展生产
。

每当春耕来临
，
以方志敏为首的

各级领导深入葵层
，
层层动员努力生产

， 《红色东北》 、 《列宁青年》
、 《青年实话 》等报刊以大

景篇幅刊登发展生产的消息
，

方志敏还专门为《红色东北》撰写动员春耕的社论
，
及时组织劳

动竞赛
。

方志敏
、

邵式平
、

黄道等亲自带领省苏机关人员参加星期六义务劳 动
。
一 九 二 九

年
，
根据方志敏灼提议

，
在弋阳芳家墩成立了赣东北特区贫民银行

，

借以筹集资金
，
沟通红

自区经济
。

黄道去闽北后
，
成立了闽北工农银行

。

由于采取以 卜措施
，
尽管战争频繁

�

闽浙

赣根据地的经济还是稳步上升
。

对此
，
方志敏同志高兴的说

�
闽浙赣苏区

“
在且二业

、

农业
、

对外贸易各方面
，
都有前所未有的发展， 商业因大商人逃走 与经济封锁遭

����破坏
，
但以苏维

埃商业之创立
，
亦足够群众的需要

，
这与国民党的经济总崩溃

，
毫无办法比较起来

， �

真可以

使他们汗颜� ” ⑩毛泽东同志也曾赞扬过 � “
从发展国民经济来增加我们财政的收入

，
是我们

财政政策的基本方针
，
明显的效验己在闽浙赣边区表现出来

” 。 ⑩还说� “
债东北的同志们也

有很好的创造
，
他们把群众生活和革命战争联系起来了

，
他们把革命的工作方法问题和革命

任务问题同时解决了
。

他们是认真地在那里进行工作
，
他们是仔细地在那退解决问题

，
他们

在革命而前是真正负起了责任
，
他们是革命战争的良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

他们又是群众生

话的良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 ” ⑩这 里所说的 “

他们
”
即是指以方志敏

、

邵式平
、

黄道等 为 首

的闽渐概根据地领导同志
。

此外
，
在文化建设方面

，
闽渐赣根据地领导者也付出了极大的心血

。

当时闽渐赣根据地

的文育
、

半文盲很多
，
根据地的教育事业着重在扫盲和小学教育

，
当时几

一

乎村村 办 列 宁 小

学
，
何个村��还插识字牌

，
过往行人必须认会 了牌子上所写的字才 能 通 过

。

方 志敏
、

邵式

平
、

黄道经常为扫盲班和小学编写思想性强
、

通俗易懂的各类教材
。

黄道去闽北任特委书记

后
，
闽北根据地除了村村办列

’

夕小学外
，
还办 了一所列宁师范和一所职业学校

，
校

一

长就是黄

道爱人吴品秀
。

为 主 义 而 奋 斗 的 捐 躯 者

党的六届四中完会后
，
闽渐赣根据地被强行贯彻王明的

“
左

”
倾错误政堆

，
虽然方志敏

、

邵式平
、

黄道等同志作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
，
但还是被强行贯彻了

，
因此形势急转直下

。

党

中央为了使主力红军跳出国民党反动派第五次
“
围剿

”
的包围圈

，
北上抗 日

，
一九三四年七月

七 日
，
决定以红七军和红十军团合并组成北上抗 日先遣队

，
方志敏为总司令

。

由于敌我力量

过于恳殊以及指挥上的失误
，
北上抗 日先遣队在怀玉山一带失利

，
闽渐债很据地的主要缔造

者之一方志敏落入了敌人的魔爪
。

方志敏在狱中与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
教育被敌人囚禁的共产党人坚持革命气节

，
他

说他
“
最感痛苦的就是失却了为党努力的机会

， ……能够为党工作为党斗争
，
那是十分 宝 贵

���



的
。 ” “

我能丢弃一切
，
唯革命事业却耿耿在怀

，
不能丢却

。 ”
他极诚恳地指出

� “
我们临死前

对全党同志诚恳的希望
，
就是全党同志要一致团结在中央领导之下

，
发扬布尔什维克最高积

极性
、

坚决性
、

创造性
，
用尽 白己的体力和智力

，
学习列宁同志

‘
一天作十六点工作

，

的榜

样
，

努力为党工作� ” ⑩一九三五年八月六 日，
他在敌人的监狱里受尽了非人的折磨后

，

在

南昌英勇就义
，
时年才三十六岁

。

党的好儿子
、

闽渐赣根据地的创造者之一
、

红十军政治部主任吴先民同志
，

闽北苏区的

创造者之一陈耿同志
，

都相继在
“
左

”
倾扩大化的肃反中

，
被诬为反革命

，
含冤而死

。

吴先

民同志虽然蒙受如此不白之冤
，
似在临刑前还高呼

� “
我是冤枉的

。

共产党万岁� 苏维埃万

岁�
” ⑩
闽北党和苏维埃的创始人

、

上
、

下梅暴动的领导者徐履峻在敌人的劝降书和恐吓信前大

义凛然
，
威武 不 屈

，
敌 人 对 他 威 胁 说

� “
夫东北一隅之地

，
即非独立国

，
又无后援兵

，

一旦大军糜集
，
四面围剿

，
如火燎原

，
玉石难分…… ” 。

徐履峻鄙夷地一笑
，
对同志们说

�

“
敌人威胁我们

，
想让我们放弃革命

， ……我们就是要在反动统治的地区开辟出一个
‘

独立

国
’ ，

一个红色的苏维埃独立国
，
直到全中国的解放

。

我们的后援兵多得很
，
广大劳动大众

都是我们的后援兵
。

我们一定要把革命进行到底�
” ⑩

北上抗 日先遣队挺进皖南后
，
赣东北苏区的缔造者之一

、
程伯谦同志奉命留在赣东北坚

持游击斗争
，
不久也英勇牺牲

。

北上抗 日先遣队离开赣东北后
，
闽北苏区也成为游击区了

。

根据党的安排
，

黄道同志留

在闽北
，
他率领闽北游击健儿进行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

。

后来他回忆近十年来的出生

入死
、
历尽艰险的革命生涯时说

� “ 我经过人所未经过的艰难困苦的生活
，
尝过人所未尝过

的咸酸苦辣的味道
，
但这对我却是滋滋有味的生活

。 ”
�抗 日战争爆发后

，

他又率部改编为

新四军第三支队第五团
，
自己则留在南昌主持新四军驻赣办事处工作

。

一九三九年五月在铅

山河 口遭敌人暗杀
。

当他一息尚存时
，

他敲着床板
，
大骂汪精卫

、

蒋介石卖国
。

此外
，
还有很多当年闽渐赣根据地的创始人

、

革命知识分子如邹秀峰
、

邹琦等同志在北

上抗日先遣队失利后牺牲
，
还有更多的革命知识分子如江宗海

，
雷夏等则早在土地革命战争

时期就为共产主义事业而捐躯
。

以方志敏
、

邵式平
、

黄道等为首的革命知识分子
，
从学生时代起

，
就以天下为己任

，
积

极参加学生运动
、

工农运动
，
特别是大革命失败后的紧急关头

，
他们不畏艰险

，
挺身而出

，

秘密发动农民运动
，

播种革命火种
，
在实际斗争中

，

摸索出了党的建设
，

军事建设与苏维埃建

设等一整套办法与经验� 日寇侵华后
，
他们遵照党的指示

，
以民族大义为重

，
毅然率部北上

抗 日
，
留下的则就地坚持抗日游击战争

。

他们绝大部分为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而英勇牺牲
，

他们的光辉业绩将流芳千古
，
他们的英名将永垂青史互

注 释

①⑩方志敏 � 《赣东北苏维埃创立的历史》序言
。

②毛泽东� 《五四运动》
， 《毛泽东选集》���页

。

③毛泽东 � �
、

论联合政府》
， 《毛泽东选集》 ����页

·
���

�



神方志敏家贫
，
十七岁始由祠堂保举到弋阳城里的高级小学读书

。

⑤方志敏当时己认识到 ，
要和敌人作斗争

，
光有文的不行

，
还要有武的

，
那怕是一寸铁

也是战斗的武器
，
故将刊名命为 《寸铁

、

�
。

⑥当时弋阳一带的农民协会里，
在方

�

态敏
、

马维奇等革命知识分子的积极工作下
，

流行着

这样一 首歌曲
� “

打倒列强
，
打倒列强

，

除军阀
，
除军阀

，
国民革命成功

，
国民革命成功

，

齐欢畅
、 二

乍欢畅�
”

⑦⑩ 、徐履竣》 ，
载 《崇安英烈》 。

⑧当时漆工镇农协会员从漆工镇派出所夺取的三支步枪中，
其中有一支是没有机柄的九

响毛瑟枪
，
故称

“
两条半枪 ” 。

⑨张天师，
即《水浒传》上所说的信州 �今上烧 �贵溪县龙虎山上清宫的

“
天师

” ，
此时

已是第六十三代孙
，
名叫张思溥

�

是个大地主
、

大恶霸
。

一九二七年初
，
邵式平同志带领农

民 自卫军打下上清宫
，
活捉张天师

，
并将其押解到省农协会

。

咖⑧方志纯 � 《赣东北苏维埃创立的历史》 ，
人民出版社

，
����年�月第�版

。

�
“ �

仁名字
”
运动

，
就是让那些上无片瓦

、

下无寸地的贫协积极分子登记一个名字
，
表

示参加苹命
，
后来连巾农也参加 了

。

⑩毛泽东�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 ， 《毛泽东选集》第��页
。

�赣东北红军的战略原则 注
�
以游击成为主

，
在有利条件 下

，
有把握时

，
也打中小规模

的远动战
、

攻击战
。

战术原则是
�

出敌不备
、

声东击西
，
避实击虚

，

集中兵力
，
争取主动

，

围点打援
，
围魏救赵

，

截断给养
，
扎 口 �

，
打埋伏

，
斩蛇头

，
切尾巴

，
打小仗

，
吃补药 �即

用敌人装备来武装 自己 �
，
打不打操之于我

，
吃得

一

『就吃 ，
吃不下就跑

。

�毛泽东
� 《我们的经济政策冷

， 长毛汗东选集诊第���页
。

⑩毛泽东 �

关心群众生活
，
注意工作方法》 ， 《毛泽东选集办第���页

。

⑩方志敏 � 《我们临死
一

前的话
。

⑩徐大梅 � 认闽渐赣苏区斗争忆实决。

⑧黄道 � 《致徐先兆书》 ，
见拙著长黄道 》 ，

载 《中共党史人物传 》第七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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