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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浙赣革命根据地文化建设述评

陈 群 哲

�马列教研室�

闽浙赣革命根据地是我党在上地革命战争时期建立得较早而又比较巩固的革命根据地
，

属全国六大苏区之一
，
被毛泽东同志誉为

“
方志敏式

” 的革命根据地
， “ 苏维埃模范省

” 。

闽浙赣根据地创建后
，
在粉碎敌人频繁围剿的同时

，

在原有的文化极瑞落后的基础上
，
成功

的进行了文化建设
，
以文化建谭来推动经济建设和反

“
围剿方 斗争

。

总结和研究闽浙搔根据

地的文化建设及其成就
，
对当前我国的四化建设仍有一定的现实根义

。

普及教育
，

开展扫盲

毛泽东同志指出
� “ 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

，
因而即是民主的

。

它应成为全民族中

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
，
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

。 ” �

由于历史造成的原因
，
闽浙赣苏区广大人民在旧社会没有享受教育的权利

，

苏 区 除 弋

阳
、
横峰

、

贵溪
、
德兴

、

铅山
、
乐平

、

崇安等少数县城有一
、

二所中学
，
较大的集镇有几所

小学外
，
全区基本上没有中小学

，
即使这徽乎其徽的几所中小学

，
也只有地主

、

资本家
、

富

农子弟有资格入学
，
因此广大工农群众基本上是文盲

。

根据地创建不久
，
省苏即下文强调指出

� “ 目前在国内阶段斗争的并展当中
，
在苏维埃

运动向前推进当中
，
我们为了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

，
加强群众的政治坚定性

，
造成千百万为

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的积极战士
，
以担负目前紧急斗争的任务

，
建设苏维埃的文化教育

，
确实

是刻不容缓的工作
。 ” ②当时 ，

区以上政府都设有文化委员会 �后改名文化部�来具体负责

文化教育工作
。

苏区文化建设的总方针是提高广大工农劳苦大众的文化程度和政治水平
，
使

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和恢复
、

发展苏区经济服务
。

苏区的教育主要是普及教育
，
而普及教育

首先是大力开展扫盲运动
。
当时苏区每个村都办有工农补习夜校或成年识字班

，
坚持农们垫少

学
，
农闲多学， 战时少学

，
平时多学

。

一般每人每天要求学会三至五个生字
。
一九三二年下

半年
，
全苏区参加工农补习夜校人数达二万人， 参加识字班的达四万人， 还有十万人参加固

定的读报小组
。
此外

，
每个村均办有识字站

，
识字站是儿童教育成年人识字的一种形式

，
儿

童团放哨时每天用木牌写上几个字
，
插在路 口

，
过往行人须会读会认木牌上所写的字才能放

行
。
有的难认的字

，
就运用图画或简易字说明

，
如 “ 鸟” ‘

笋难认
，
就在字旁画只 “ 鸟

” 。

这

种办法颇受群众欢迎
。

本文于�自��年 �月��日收幸
，
�



普及教育的另�个重要措施就是兴建学校让儿童入学
。

苏区小学 �当时通称列宁小学
，

在闽北苏区也有叫红旗小学�从一九二 九年信红苏维埃政府一成立即开始创办
。

随着根据地

的扩大
，
到一九三四年

，
全苏区办列宁小学三百余所

，
几乎村村有列宁初小

、
区乡有列宁高

小
，
学生全部免费入学

。
学生人数达一万余

，
广大工农子弟七岁至十五岁的学龄儿童几乎全

部进了列宁小学
。
为了解决师资不足的困难

，
省苏教育部于一九三一年在赣东北省苏所在地

葛源创办了一所列宁师范
，
闽北特区也于一九三二年在特委所在地祟安大安街办了一所列宁

师范
。
师范学制均为一年

，
学生毕业后分配担任小学教员

。

苏区各类学校的教科书均由省苏

教育部统一编印
，
计有革命读本

、

成
已

争犊本
、

列宁读本
、

共产读本等
。

党和苏维埃领导人方

志敏
、
邵式平

、

黄道等同志也在百忙中帮助编写教材
。

教材内容丰富
，

联系实际
，

通俗易懂
，

除了讲述一般革命理论外
，
还有天文地理

、

农业生产
、
生理卫生等方面的知识

，
因此颇受广

大学生的喜欢
。
如工农课本第一册第一课

� “
革命

，

革命
，

向前进
，

向前进��， 第十一课
� “
土地

革命
，
解放穷人

，
没收土豪田地

，
分给穷苦农民

。 ” 等等
。

后来
，
为了让更多的年青人 �主要是青年妇女�受到职业教育

，
以便毕业后为生产和支

援革命战争服务
，
党和苏维埃政府又在省苏所在地葛源和闽北特委所在地长涧源各办了一所

中等技术职业学校 《闽北中等技术职业学校的校长便是黄道同志的爱人吴品秀�
。

由于党和苏维埃政府的重视
，
全苏区的扭盲运动和小学教育取得了很大成绩

，
截止一九

三四年春
，
闽浙赣根据地中心区域的青壮年 �特别在红军中�基本上扫除了文盲

。

这与国统

区的儿童失学
、

文盲遍地的状况实是一个明显的对照
。

开办党校
、

军校

毛泽东同志指出
�

�“ 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
，

没有多数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
，
是不能完成历史任务的

。 ” ⑧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和根据地

的扩大
，
闽浙赣根据地对干部的需要量也越来越大 为了教育党员和培养干部

，

一九三一年
，

赣东北省委 �次年改为闽浙赣省委�在根据地首府葛源枫树坞建立了共产主义学校 �相当于

今天的党校�
、
卢森堡训练团等专门培养党员干部的学校和训练班

。 ④一九三一年
，
又创办

了一所固定的党校
，
同时各县

、
区委以至支部也经常开办各种形式的干部短期训练班

，
培养

党员干部
。

共产主义学校一学期二个月
，
学员毕业后除少数仍回原机关工作外

，
多数均由省委组织

部白区工作组派往白区或新苏区工作
，
担任领导骨干

。

党校以及训练班除少数专职教员外
，

均由同级党组织负责人讲课
，

如当时省苏领导人方志敏
、

邵式平
、

关英均是党校的兼职教员
。

共产主义学校学习的内容有阶级斗争
、

马列主义理论 �包括唯物辨证法
、

社会发展史�
、

白

区工作
、
土地问题

、

青年工作
、

婚姻法等
。

闽浙赣革命根据地还以极大的注意力进行军队的培养训练一一开办军政学校
。

红军初创时期
，
部队的连排指挥员大都是提拔哗变来来的士兵和下级军官充任

，
但他们

之中
，
有的军阀习气严重

，
对革命军队的性质缺乏了解

。

为了迅速提高部队
�

的政怡水平和军

事素养
，
培养自己的红军干部

，
党加强了对军事干部的培养

。
当红军还只有几个连的时候

，

就在弋阳九区大溪头创办了一个临时性的军事教导队
。

一九二九年秋
，
在弋阳吴家墩正式创

办了信江军政学校
，
随后

，
该校迁至省苏维埃机关驻地横峰葛源

，
改名为彭杨军政学校 �以



农民运动领袖彭湃和工人运动领袖扬殷命名�
，
以后又改名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校

，
校长

开始由邵式平同志兼任
。

军校从创办到红军北上抗日
，
共办了八期

，
每期学员二百人左右

，

训练期为六个月
，
课程的安排是

�

军事课占百分之七十
，
政治文化课占百分之三十

，
·

文化课

主要是学识字
，
学算术

，

课本均由苏区自己编写 �很大部分是黄道同志编写的�
，

通俗易懂
，

如 “ 革命
，
大家向前进

，
工农兵联合

，
万众同一心

” ， “
大树下是课堂

，
用不着高楼和洋房

”

等等
。 ⑥政治课的学习内容主要有《共产党宣言》 、 《社会发展简史》 、 《中共党史》和 《苏维埃运

动》 、
国际国形势

、
土地革命的政策等等

。

自编的政治教材同样深入浅出
，
通俗易懂

。

黄道同

志给军校学员上的政治课第一课就是
�

“ 《共产宣言》什么人起草�

十月革命什么人领导�

什么人是工农的领袖�

什么人是中国农民运动的领导�

“ 《共产宣言》马克思起草
。

十月革命列宁来领导
。

斯大林是工农的领袖
。

彭湃同志是中国农民运动的领导
。 ” ⑥

黄道同志还将这篇课文用《小放牛》这一民间小调配唱
，
这样的教材生动

、

别致
，
达到了

思想内容与表达形式的完美结合
，
颇受学员 �特别是文盲学员�的欢迎

，
半个世 纪 后 的 今

天
，
当年的老红军战士还能背诵

、

默写
。

此外
，
为了鼓舞革命的战斗意志

，
培养革命情操

，

每天有一堂音乐课
，
由方志敏同志的爱人缪敏同志教唱革命歌曲

。
毛泽东同志说

� “ 所谓新

民主主义的文化
，

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了 ……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

帝反封建的文化
。 ” ②闽浙赣苏区军政学校开设的文化课

，
完全和这一精神相吻合

。

蓬勃发展的苏区出版事业

随着人民群众政治文化水平的提高
，
根据地的新闻出版事业也得到迅速发展

。

仅省一级

报刊杂志就有
�
省委机关报《红色东北》 ，

省委
、

省苏维埃
、

省军区
、

省工会联合举办的《工农

报》 ， 红军政治部主办的《前线》 ，

省工会主办的 《工人特刊》团省委主办的《列宁青年》
、 《青年实

话》 ，
省红色救济会主办的《互济生活 》 ，

信江特委主办的《红旗报》等等
。

还有省苏维埃主办的

党内刊物《党的建设》 、 《突击分
，

团省委主办的内部刊物《团的建设 》等
。
闽北根据地也办有自

已的报纸和刊物
，
如特委机关报 《红色闽北 》 、

团内刊物 《青年与战争》 ，
还有《反帝大同盟���

由于当时条件限制
，
以上刊物多数为油印

，
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是铅印和石印的

。

至今方志敏

同志当年住过的葛源枫树坞卧室墙上还贴有 《红色东北分报纸
。

这些报刊都能正确及时的宣传

党的方针政策
，
报导后方生产和前线斗争的胜利的消息

，
凡省苏和闽北特委的训令

、

决议等

均在《工农报》和《红色闽北》等报上发表
，

因此良好的起到了鼓舞群众斗志
、

打击敌人的作用
。

方志敏敏
、

邵式平
、

黄道等同志充分利用报刊宣传阵地
，

�

亲自为报刊撰字社论和其他文

章
，
用以指导工作

。

如方志敏在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二 日的《工农报》第七十二期上发表了《为

全部实现省苏农业生产计划而斗争 》的社论
，
指出

� “
要改普群众生活

，

要发展苏区济
，
都非



抓紧春拼不可
�

里如果哪一级苏维埃政府忽视春耕中的困难
，

不领导群众热烈进行春耕
，
今年生

产计划不去完全实现
， 那不但是错误

，

而且是革命的罪恶�
” 黄道同志字的《应纠正目前党内

几种严重错误》一文也在一九三二年七月一日出版的《党的建设》上发表
，
在文章中

，

他尖锐地

指出
� “
凡是不顾革命

、

只顾自己的利益
，
只顾个人自由的

，
就不配做共产党员

。 ”
他要求

�

“ 各级党各个同志
，

都应拿出布尔什维克的精神纠正这些错误
，
转变到党的正确路线上来

。 ”

丰富多采的文体活动

毛泽东同志说
� “ 一定的文化 �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

，

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
。 ” ⑧ “ 至于新文化

，

则是在观念形态上反

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东西
，
是替新政治和新经济服务的

。 ” 国闽浙翰苏区的文娱体育活动是

苏区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反映
，
是紧紧为苏区新政治和新经济服务的

。
当时根据地的文体活动

非常活跃
�
工厂

、
农村

、

机关
、

学校
、

部队中
，
都成立了俱乐部或列宁室

，
建立了 列 宁 公

园
。 ⑩ “

党内每个运动
，
都要经过俱乐部各种会议深入群众中去

。 ” � 一九三三年全苏区俱乐

部达三百五十七所
。
俱乐部内设有流动图书阅览室犷 弈棋室

、

剧团
、
宣传队

、

歌咏队
、

体育

会等
。

俱乐部的活动主要是组织群众识字
、

读报
、

举行晚会
、

出墙报
、

壁报
、

开展体
一

育活动
、

举办运动会和政治报告等
，
因此它是群众自我教育的良好机构

。

苏区各村基本上都设有红色舞台
，
供各地工农剧社和俱乐部演文明戏 �即现代戏�和自

办晚会用
。
一九二九年

，
当召开信江苏维埃代表大会时

，
方志敏

、

邵式平
、

黄道等领导同志

登台共同演出了名为《政权》的新编话剧
。

一九三一年
，

特区苏维埃政府改造了一个旧戏班子
，

成立红色戏剧团
，
以后改名为工农剧团

。
演出内容一般随着形势的变化和配合中心工作

，
选

择革命斗争中的新人新事编成文明戏
。
例如独幕剧 《婆媳扫盲》 、

小歌舞么送郎当红军》
、

活报

剧 《消灭白狗子》等都是根据形势和配合党的中心工作而创作演出的
，
这些戏由于内容新颖

，

又采用了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形式表演
，
因此颇受广大群众的欢迎

。

一次
，
工农剧团在贵溪

夏家村演出《送郎当红军
，

当台上唱到主题歌时
，
台上唱

、

台下和
，
演出一结束

，

村苏主席立

即上台宣讲形势
， 一

号召青年参加红军
，
当场就有八十多个小伙子报了名

。

剧团的活动还与美

术工作相配合
，

剧团备有三四百幅用白竹布画的图画
，
每到一地

，
先把画幕挂起

，
由演员承

担讲解
，
宣传党的方针政策

，
配合党的中心工作

。

省苏教育部还在首府葛源办有画室
，
专门

培训美术人才
。

在闽北苏区
，
首府大安街办了工农剧社� 每乡都有业余剧团

，
上演新剧

、

三角戏
、

文明

戏
、
赣戏

。

整个闽浙赣苏区看戏不花钱
，

演戏也不要钱
。

苏区的歌咏活动也开展得非常活跃
、
普遍

，
几乎是无人不唱歌

，
无处不闻歌

。

据统计
，

整个闽浙赣苏区创作的歌曲达三百余首， 这些从群众中创造出来并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听的

歌曲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
，
爱憎分明

，

百唱不倦
，
百听不厌

， “
有的歌颂起义斗争

，
有的歌

颂红军的胜利
，

有的号召人民�起来�斗争
。 ” � 如革命前工农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
山歌

唱道
�

着烂衫
，

住茅屋
，



革命后
，

吃的烂番薯
，

工农们
，

真辛苦
，

军阔要拉夫
，

劣绅压
，

土豪欺
，

贪官污吏摧
。

广大人民群众不受剥削压迫
，

从前开 口唱山歌
，

没有甜歌唱苦歌
。

山歌越唱心越苦
， ‘

哪有心情唱山歌
。

如今开 口唱山歌
，

苦尽甜来山歌多
。

自从来了方志敏
，

翻身穷人爱唱歌
。

一唱桌上有瓷碗
，

二唱灶上有铁锅
。

梦里有了黄金谷
，

床上有了新被窝
。

唱得家鸡团团转
，

唱得山鸡飞了窝
。

唱得天河下了水
，

牛郎织女笑呵呵
。

唱得天宫乱打转
，

唱得天神打哆嗦
。

人间有了共产党
，

哪个穷人不唱歌县

不愁吃穿
，
于是山歌又唱道

�

闽浙赣苏区的领导者们在紧张繁忙的战争环境中
，
也创作了不少反映群众斗争生活

、

欢

舞人民雄进的诗歌
，
如黄道在匈北山尽坚持游击斗争时

，
写下了《妇女解放歌》 ，

抗日战争爆

盆后， 他又及时的写了《抗扫战歌》秘《满扛红》礼 这些歌词在阿念苏区广为流传
。

苏尽还因厄就简开展样众性的体育活动
，
每年都开运动会

。

体育活动主要以军事体育为

岛 如一九三四年一月在葛撅开的运动大会的比赛项目有
�
军事测验

、

猫准射击
、

劈刺
、

捧

手榴弹
、
目侧

、
高低栏

、

挑高
、

跳远
、

爬山
、

越体碍
，
劈刀

、

打拳
、

刺花枪等等
。
在倒北首

府大安街对面的山脚下
，
开辟了一个可容万人的大运动场

，
闽北苏区经常在这里举行适动大

会
。



白手起家
，

兴办卫生事业

革命前
，
闽浙赣根据地和全国各地一样

，
由于长期受封建剥削

，
谈不上什么医疗卫生事

业
，
广大工农群众对医药卫生知识愚昧无知

，

养成了许多不卫生的习惯 �加上处在战争环境
，

不少群众为躲避白匪军的骚扰
，

经常睡在山上露天草窝里
，

因此苏区前期传染病蔓延
，
烂脚

、

疥疮
、

材痢者甚多
。

根据地创立后
，
苏维埃政府大力开展反封建斗争

，
一些陈腐观念已被荡

涤
，
有病再也不去烧香求佛

，
但是

，
由于卫生知识太少

，
一些旧的生活习惯依然存在

。

闽浙赣根据地创建后
，
苏维埃政府非常重视医疗卫生事业

，
大力宣传卫生健康对生产

、

草命的关系
，

在一九三�年颁布的《施政大纲》中就明确宣告
，

要举行大规模的清洁卫生运动
，

发展苏区医疗事业
。

一九三二年省委又指出
� “ 卫生运动

，

同样是重要工作之一
，
能强健工

农兵群众的体力
，
以有力的进行革命战争

。 ” ‘
�

为了加强对医疗卫生事业的领导
，
各级苏维埃都设有卫生部门

，
省

、

县
、

区设卫生部
，

乡设卫生委员会
，

村设卫生小组
。

省苏在弋阳漆工镇设有红军医院总院
，
贵溪朱家

、

横峰王

扩垄
、

弋阳黄家源
、

德兴小突坞都因陋就简的设立了四个分院
。

各县均有工农医院
、

工农药

店
、

区乡也有较好的医疗站
、

所
。

在离闽北首府大安街十几里的张山头村
，

也有所红军医院
，

可容纳数百病人
。

由于国民党对苏区的封锁
、

围剿
，
当时苏区的医药甩品极端缺乏

，
为此

，

苏区各级卫生部门除通过白区地下采购员千方百计采购医药用品外
，‘

还及时领导各地医院
、

药店采用中草药防病治病
，
象红军总院当时就大力推广用山上的苦莱叶

、
杜鹃花

、

冬泡刺叶

搅拌捣烂用以治疗战士的枪伤
。

苏区还注意保护婴儿
，
各地都培训了一批新法接生员

。

苏区医疗卫生事业贯彻以预防为主
、

医疗为辅的方针
，
苏维埃卫生部平时派出大批工作

同志深入群众普及卫生常识
，
逐步改变群众中的不卫生习惯， 同时大力发动群众开展灭蝇

、

灭蚊
、

灭鼠和清扫环境卫生工作
。

乡与乡
、

村与村之间还广泛开展卫生竞赛
，
规定每七天评

比一次
。

苏维埃政府还免费替群众种牛痘� 一旦发现病情
，
各地医院及时予以治疗

，
使之不

再蔓延
。

苏区由于重视医疗卫生事业
，

广大军民的健康水平大大提高
，

发病率和死亡率不断下降
，

单红军烂脚者
，
一九三二年就下降了百分之七十五

，
以后还逐年减少

，
就是当年流行的皮肤

病一一疥疮也大为减少
，
在红军中甚至消灭了

。

聂洪钧同志在《半世事略》一文中回忆说
�
一

九三二年
， “
对严重影响红军战斗力的疥疮

，
进行了强制的卫生运动

，

发给每人一竹筒樟脑油
，

强制每天洗搽
，
不到半年消灭了疥疮

。 ”
这就有力地促进了苏区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极大地

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
。 一

·

气
’

、

综上可知
，

闽浙翰革命根据地在党和苏维埃政府领导之下 、尽管处在敌人的四面包围中
，

物质条件极差
，
但文教建设和经济建设一样到还是欣欣向荣， 蓬勃发展

，
苏区中心区域的青

壮年 钱本上扫除了文盲
，
工农子弟的学令儿童几乎全部入学

，

健康水平大大提高
，
清除了封

建迷信思想
，
普及了卫生知识厂人们心情舒标

‘
�

精神抖擞
，
在紧张繁忙的战斗和生产中

，

还

穿插着轻松愉快
、

情操高尚的文娱生活
，
油此

，
再次证明了

“ 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
” 匆这

个颠破不灭的真理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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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毛泽东� 》新民主主义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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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毛泽东�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 ， 《毛泽东选集》���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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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卢森堡训练团是以德国共产党的妇女运动家卢森堡的名字命名的一所培养党的妇女干
部的学校

，
后改名为 “ 三八

”
女子学校

。

⑤宣金堂� 《回忆赣东北省红军彭杨学校》 。

⑥吴稚航 、

祝也安
� 伏闽北杜鹃红 》 ，

江西人民出版社
，
����个版

。

⑦毛泽东� 《新民主主义论》 ， 《毛泽东选集》���页
。

⑧毛泽东� 《新民主主义论 》 ， 《毛泽东选集》���页
。

⑨毛泽东�、 《新民主主义论》 ， 《毛泽东选集》���页
。

⑩闽浙赣省首府葛源的列宁公园至今完好无缺 ，
园内松柏长青

，
环境极为幽静

，
这是当

年苏区文化生活繁荣的历史见证
。

�见����年�月�日的《中共闽浙赣省委宣传部通知》
。

�集体慢谈
，
黄知真执笔

� 《慢谈闽浙赣老根据地》 。

⑩《闽浙赣省第二次全省工农兵代表大会听了省苏执委工作报告后的决议》
。

�方志敏
� 《给某夫妇的信���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