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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茨坪中心论
”

考讹

刘 晓 农

�宁冈县文化馆�

无可讳言
，
在井冈山斗争历史的宣传上

，
曾有一个真假中心的门题

。

过去一段颇长的时

间里
，
有人生造出一个无论从哪方面都不能立论的

“ 茨坪中心
” ，

与历史早就作出了结论的

宁冈中心相抗争
。

这种无视史实
，
以偏概全的宣传

，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得以纠正

。

然而时至今 日
，
又有人重弹旧调

，
再捧 “ 茨坪中心 ” ，

不过从头面上稍加了改换
，
即冠以了

“
军事 浪据地 ” 几字

。

这个翻新了的 “ 中心 ” 可否立起来
，
且让史实来予以论证

。

众所周知
，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又叫湘籁边界革命恨据地
，
它横贯罗霄山脉中段

，
其中心

区域是在宁冈
，
周围有赣之永新

、

莲花
、

遂川
，
湘之鄙县

、

茶陵
，
而积约有一万三千多平方

公丝�
。

在这块范围内
，
还有井冈山

、

九陇山两个军事根据地
。

至于井冈山军事根 据 地 的 地

域
，
是

“
介在宁冈

、
都县

、

遂川
、

永新四县之交
，
北麓是宁冈的茅坪

，
南麓是遂川的黄坳

，

两地相距九十里
。

东麓是永新的拿山
，
西麓是鄙县的水口

，
两地相距八十里

，
四周从拿山起

经龙源 口 �以上永新 �
，
新城

、

茅坪
、

大陇 �以上宁冈 �
，
十都

、

水 口
、

下村 �以上邪县 �
，

营盘虎
、

戴家铺
、

大汾
、

堆子前
、

黄坳
、
五斗江

、

东坳 �以上遂川 �到拿山
，

共计五百五十

里
。 ‘ ， ①卫宝个军事堡垒的建立 ，

有力地拱卫着湘赣边界的红色政权
，
所起的作用无疑是重要

的
。

从时间上讲
，
它是一九二八年 勺又月失败

”
后

，
在十月中旬召开的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

大会上
，

特委作出建立巩固两个军事根据地的决定而建立的
。

这扰很洽楚了
，
军李恨据地和

、

声命根据地
、

是两个不容分割又不能混淆的地理概念
。

卜 五 百五十里范园的井冈山军事根抿地
，

是不存在什 么
“
中心

”
的

，
向来溉有这个提法

。

如果硬要说中心的话
，
该有哪方而的定义� 当然是指边界党和红军在那组

�

的活动的多少
，
指

那水坑 厅住军事上
、

政治上
、

经济上对整个很据地的影响
。

基于这一含义
，
将中心地位落于

茨坪
，
这 委实是张冠李戴了

。

当年的茨坪
，
并不是象至今某些宣传所说的那

�
洋

� “
是整个栏据

地党政军领导机关和后方机关的所在地
。

湘赣边界党的前敌委员会
、

特委
、

湘赣边界工农兵

政府
、

防务委员会
、

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军部
、

军官教导队
、

军械处
、

新遂边睡特区工戈

兵政府
、

公卖处都先后迁来这里
。 ” ②从现有的资料来看，

笔者认为红军的部分后勤机关
，

是在
“ 八月失败

”
后迁至大小五井和茨坪

，
至于边界的党政军指挥机关

，
那是根本没有在茨

坪驻过的
。

这里一是找不到任何历史原件加以作证
，

二是井冈山市博物馆现有的 乡
’

土 资料

了即当地老人的采访记录�与一些参加过井冈山斗争的老同志的回忆大泪径庭
。

一九七七年三

月
，
河长上在参观茨坪遗址的时候

，
有同志问到

� “ 特委是否没在这里�
” 何长工同志回答

本之予�仑��年 �月�� 日�次到



说
“
特委根本不在这个地方

，
这儿除住有王佐的一个营外

，
一般是部队路过的地方

。 ”
又如谭震

林同志曾是第二届特委书记
，
他生前说过

� “ 特委除在茅坪办过公外
，
茨坪我们没有办公地

点
，
哪里搬上什么机关去了� 袁文才是湘赣工农兵政府主席

，
也未到过茨坪办公

，
一直住在

宁冈
，
和王佐一起跟着全军打仗

。 ”
当年在特委工作过的彭濡同志回忆说

� “
我和陈正人是在

茨坪结婚的
， ，

茨坪没有房子
，
老依 自己房子也不够住

，
住了两三个晚上

， … …我们又回到了

茅坪特委
，
在谭震林同志住房对面安排了一间住房

，
共同住了几个月

。

在茅坪时
，
谭震林

、

陈正人都很忙
，
经常到下面工作

，
有时晚上也不回来

，
又要考察土地分配

，

又要解决土客籍

矛盾
。 ” ⑤从以上资料看 ，

边界特委确实没有搬到过茨坪
。

这一点老同志是很清楚的
。

曾于

一九二八年五月至翌年一月
，
担任袁文才传令兵的赖春风同志

，
最近 在 茨 坪 看到宾馆下面

的边界特委旧址
，
就说过

�

特委哪里来过这儿� 没有呀
。

我常来茨坪送信给王佐同志
，
有特

委的话还不知道�
”

至于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
，
也是从来没有迁到茨坪的

。

曾任特委书记的陈正人同志
，
一

九七�年对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的同志谈到
� “

在湘赣边界第一次党代会上
，
还决定成立湘赣

边界工农兵政府
。

在成立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时
，
出过一次布告

。

边界工农兵政府一直设在

茅 坪
，
没有迁往别处

， ” ⑥有的老同志一再指出� “
茨坪地方小

，
不是屯兵的地方

，
这里山

上主要是王佐部队的机关
，
罗霄中段政府在茅坪

。 ” ①在前委任过秘书的江华同志 ，
一九七

七年重返井冈山
，
在座谈会上说过

� “
还有一个政府

，
也在茅坪

，
不在你这里 �茨坪 �

，
政

权党权
，
领导中心头子

，
还有部队

、

朱毛会师在宁冈
。 ” ⑧他还指出� “

当时军 部 跟 部 队

走
，
茨坪没有军部

。 ” ⑥
以上老同志的回忆资料

，

与史实是完全吻合的
。

从时间上看
，
红四军大队自九月底回到湘

赣边界
，
十月一 日在茅坪坳头垅全歼赣敌一个营

，
收复宁冈全县

。

接着
，
部队驻于茅坪

、

新

城等地
，

配合各级党政组织全力投入重开割据局面的斗争
。

十月十四日
，
在茅坪步云山召开

了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
，
下旬

，
特委在宁冈

、

永新领导两县的
“
洗党

” 。

十一月九 日
，

我军又击破周旅一个团于宁冈城和龙源 口
，
翌 日进占永新

，
随即退回宁冈

。 ” ⑩ 同 月 十 四

日
，
为期三天的红四军第六次代表大会在新城召开

。

会后
，
红四军在新城一带开展整训

。

此

间
，
毛泽东和朱德等人都在新城

，
肖克同志还在新城城皇庙毛泽东同志的住房里

，

看见了他

写的《井冈山的斗争》一文的部分手稿
。

就特委来说
，
书记谭震林同志正在茅坪害病

，
�组织

委员宛希先在石 口一带指导农村支部洗党
。

大量的史实说明
�

十月至十二月上旬 这 段 时 间

内
，
边界的党政军领导机关并没有迁到茨坪去

，

始终设在宁冈
。

这正如有些老同志所说的
�

“ 八月失败
，

敌人占领宁冈地区 也不是全部占领
，
只占去龙头

、
�龙市一笔者注 �古城

、

新

城等
，

大部分地方还是我们的
。

从时间上也不是两个月
，
只是一个月左右

，
我们 又 打 回 来

了
。

特委
、

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
、

军委
、

红四军军部还是住在茅坪
。 ” �这样一类的佐证资

料还有不少
。 “
我们二 十 八团和袁文才那个团住到茅坪

，
因为毛泽东

、

朱德
、

陈毅等军委领

导同志都住在茅坪
。

那么多部队吃住全靠宁冈
，
到外面打仗

，
除了消灭敌人

，
巩固扩大根据

地外
，
就要把布匹

、

药材
、

盐挑回到茅坪
、

坝上一带
。 ……特委

、

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搬上

了茨坪
，
没有那么回事

，

一直在茅坪
，
连王佐都曾住在茅坪

。 ” ⑩
不单是边界的党政军领导机关始终没有搬到茨坪

，
就是 ，’�又月失败” 后

，
红军的一些后

勤机关
，

如桃寮被服厂
、

茶山弹药库
、

茅坪医院
、

白云寺修械所等
，
一直留下在茅坪没有搬

迁
，
只是移到了峡谷险峻

，
林木茂密的山里

，
也就是陈山

、

周止
、

坪上山等地方
。

而这些地



方
，
就是被人们称为

“
井冈山上

” 。

须要知道
，

当年的
“
井冈山

”
三字

，
是一个概括性的地域

名称
，
并没有限定的地理概念

。

大小五井和茨坪一带可以叫做井冈山
，
宁冈的茅坪

、

大陇等

许多地方亦可以这么叫
。

譬如说
，

南昌起义部分部队来到宁冈龙市
，
与秋收暴动的部队胜利

会合
，

就叫井冈山会师
。

彭德怀等同志率领红五军从平江抵达宁冈新城
，
也是到 达 了 井 冈

山
。

持
“
茨坪中心

”
观点的同志还认为

�

茨坪所以是军事根据地的中心
，
因为在它周围有五

大哨口
。

笔者认为
，

倘若把这方面也当为理由
，
将是不充分的

。

看待历史上的某种事情
，
应

该把它纳入到当时的环境和时间之内
。

五大哨口是什么时候修建起来的�各有不同的时间
，

其中最早的要算黄洋界了
。

这年八月
，
湘赣敌人乘红军大队前去湘南

，
分兵合击 进 占 了 永

新
、

宁冈
。

月底
，
湘赣四个团从宁冈大陇向大小五井进攻

，
守山红军和地方武装选在地势险

峻的黄洋界抢修工事
，
埋设竹钉

，

布置擂木滚石
，

凭着顽强的战斗意志
，
击退了敌人的数次

强攻
。

这次战斗获胜之后
，
边界党和红军认识到了凭险据守的重要性

，
直到十月下旬

，
在边

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
，
特委作出了建立军事根据地的决定

，
军民开始在黄洋界加固壕沟

工事
，

建造营房
，

在小井设立红光医院
。

其余儿个哨 口的设立
，

则是一九二九年 一 月 的 事

了
。

是月初
，
前委在宁冈柏露召开会议

，
决定红四军主力出发赣南

，
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

红五军和四军三十二团留守边界
，
保卫井冈山

。

自这时候起
，
守山军民才全面在双马石

、

桐

木岭等隘 日险处布防设阵
，
五大哨 口就是这样形成的

。

显然
，
红军的战略意图是利用山险抗

击强敌
，
把这些哨口作为御敌的阵地

。

并不是茨坪四周设有哨 口
，
它就成了中心

。

上述史实无可辩驳地表明
�

茨坪根本不是军事根据地的中心
。

它也成为 不 了 什 么
“
中

心
” 。

这是为它的经济条件
、

政治条件所限制的
。

茨坪这地方能住下多少部队� 能供给多少

粮食�江华同志说过
� “

它供不起部队一餐饭
” 。

它仅仅是红军路过的上上下下的地方
，
而

且不少老同志明确地讲到
�

毛泽东同志和大队红军只有三次路过那里
。

那么
，
这种

“
中心

”

的假象是怎样造成的呢�这里面一是某些宣传上的偏颇
，
如井冈山革命博物馆过去的陈列

，

就存在着以偏概全的现象
。

该馆在第一室就有一个军事根据地的沙盘
，
把茨坪置 于 中 心 位

置
，

配有
“
中心

”
内容的解说词

。

尤其是文革时期
， “

茨坪中心
”
论广为流传

，
达到了即成

事实的地步
。

二是国家于建国后投放巨款建设茨坪
，

使得茨坪
“ 旧貌 变 新 颜

” 。

宾 馆
、

大

厦
、

博物馆都在这里
。

加之那里的山景优美
，

每到夏秋
，
开会

、

观光者群群而来
，
的确起到

了一种先声夺人的作用
。

笔者认为
，
尽管茨坪已经成了当今宣传接待的中心

，
但与历史上根

据地的中心完全是两回事
。

更何况当年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已有一个中心
，
毛泽东同志在他的

著作中作了多次阐述
，
陈毅

、

杨开明等同志当年写下的报告
，
也有这样的记载

。

至于参加过

井冈山斗争的老同志
，
其肯定

“
宁冈中心

”
的资料则更多了

。

反过来说
，
历史原件和老同志

有谁讲过一句
“
茨坪中心

”
吗�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实事求是的态度

，
乃是党史工作者最基

本的一条原则
。

明明有一个不须争论的中心存在
，

却硬要生造出另一个中心来
，
还反责别人

抱着乡士吟域之见
“
争中心

” ，
这实在令人费解� 到底谁在争中心呢�到底那个地方是井冈

山根据地真正的中心� 岂不是显然的事情�所以说
，
宣扬

“
茨坪中心

”
在政治上是有一定危害

的
，
它既背离了毛泽东同志在农村建立根据地的思想

，
又有悖于井冈山斗争的历史

。

笔者热

切地希望
，
在井冈山革命根便地创建六十周年之际

， “
茨坪中心 ” 论可以彻底休矣

。



注解
�

①⑩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
②见于井冈山市外办编写 、

香港通达广告公司承印的大型画册《井山河》第十一页
。

③⑦《何长工同志参观井冈山革命旧址的谈话》��
�

�
。

④⑩公肖克同志回忆井冈山根据地》存在于井冈山会师纪念馆
。

⑤《彭儒同志的回忆》存于井冈山会师纪念馆
。

⑨《陈正人同志谈毛主席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伟大实践》��年��月

⑧⑥《江华同志在井冈山博物馆座谈会上的讲话 》

⑩《访问张桂庭老同志的记录》存井冈山会师纪念馆
。

⑩《访间唐天际同志记录 》存于井冈山会师纪念馆
。

了 �

�
一 、 一

�气
分 简 讯 今
气小今

�

争今声

扭功耗红外线报瞥器通过技术鉴定

我校基础部何岳山
、

张洗淳两同志研制的主动式
“

微功耗红外线

报警器
”

已于四月廿九月通过了技术鉴定
。 ’

参加鉴定的专业技术人员

认为
�

该装置在国内同类产品中属先进水平
，

具有推广使用价值
。

主动式红外线报警器装置已广泛用于银行
、

商店
、

机要部门等的

安全保卫工作
，

但目前该类产品都依赖交流电网供电
，

常受停电影响

而被切断破坏
，

故降低了可靠性
�

何岳山
、

张汽淳研制的该装置系采用电池供电
，

克服了同类产品

的上述缺点
。

其主要技术指标如下
�

�
、

警戒距离
�

不小于 � �米
�

�
、

电源及功耗
�

发
�

射
�

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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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

我校实习工厂正与有关部门洽商
，

组织成批生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