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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面对大革命失败、南昌起义失败、秋收起义受挫，面对“红

旗到底能打多久”的迷茫和质疑，毛泽东带领起义部队来到井冈

山，在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成

功实践，集中体现了中国革命的正确方向。

根据地的建立

三湾改编后，毛泽东带领起义军首先来到井冈山。井冈山地

处湘赣边界的罗霄山脉中段。毛泽东选择在这里建立根据地，是

因为：这个地区的群众基础比较好，大革命时期湘赣边界各县曾

经建立过党的组织和农民协会；这里的部分旧式农民武装，愿意

同工农革命军联合；这里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周围各县有自给

自足的农业经济，便于部队筹款筹粮；地处湘赣边界，距离国民



党统治的中心比较远，湘赣两省军阀之间又存在矛盾，对这个地

区的控制力量比较薄弱。毛泽东抓住统治阶级内部发生新破裂的

有利时机，全力进行边界党、军队和政权的建设。1927 年 11 月，

成立湘赣边界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1928 年 2

月中旬，打破江西国民党军队对井冈山地区的进攻。至此，井冈

山根据地初步建立，边界党的组织也逐步建立起来。

在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中，毛泽东尤其重视军队建设。

对工农革命军，毛泽东要求改变过去军队只顾打仗的旧传统，担

负起打仗消灭敌人、打土豪筹款子、做群众工作三项任务。同时

又总结部队做群众工作的经验，规定部队必须执行三大纪律、六

项注意。以后六项注意又发展成八项注意。这些规定体现了人民

军队的本质，对于正确处理军队内部关系、军民关系和瓦解敌军

等，都起到了重大作用。



根据地的发展

1928 年 4 月下旬，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

队和湘南起义农军一万余人陆续转移到井冈山地区，与毛泽东领

导的部队会师，成立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改称“工农红军第四

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和军委书记。从此，他们

领导的军队被称为“朱毛红军”。

毛泽东、朱德在连续打退湘赣两省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中，概

括出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即“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

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领导红四军以不足四个团的兵力，在同

国民党军队八九个团甚至十八个团兵力的战斗中，不畏强敌、不

畏艰难，使根据地日益扩大。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是同土地革命分不开的。1928 年 5

月至 7 月，边界各县掀起分田高潮，年底颁布井冈山《土地法》。

广大贫苦农民从分得土地的事实中认识到，红军是为他们的利益

而奋斗的，从各方面全力支持红军和根据地的发展。这是井冈山

根据地能够存在和发展的社会基础。

根据地创建的意义

井冈山根据地的建立，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为

中国革命探索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样一条前人没

有走过的正确道路。井冈山时期留下的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井



冈山精神，最重要的方面就是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

敢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胜利。

弘扬井冈山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赴江西看望慰问广大干部群众和驻赣部队时

表示：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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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

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

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站在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点上，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挑

战，我们要不断传承、发展、弘扬井冈山精神。要围绕中航集团

打赢效益翻身仗和实现总队“十四五”良好开局，坚定理想信念，

认真学习党的先进理论，不断提高政治站位，用党的科学理论指

导总队实际工作，以实际行动践行“两个维护”；坚持实事求是，

深刻把握“十四五”时期集团、总队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

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统筹发展和安全，助力总队发



展行稳致远；保持艰苦奋斗，始终保持不畏艰难、勇于担当的干

事创业精神，增强忧患意识，逢事都想在前面，干在实处，努力

在攻坚克难中赢得主动；紧紧依靠群众，把人民群众是否满意作

为评价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要深入分析研究新形势下做好群众

工作的特点和规律，努力提高宣传员工、组织员工、服务员工的

能力和水平。

广州起义

广州起义是指 1927 年 12 月 11 日中国共产党在广州领导工

人、农民和革命士兵举行的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武装起义 ，是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继南昌起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之后，对

国民党反动派的又一次英勇反击，是在城市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大

胆尝试，在国内外都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经三天浴血奋战，因敌我力量悬殊，起义失败。这次起义虽

然失败了，但起义军民无比英勇的战斗精神，给了中国人民以新

的鼓舞。起义的许多领导人和保留下来的武装力量，继续为中国

革命事业而顽强战斗，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革

命火种。

起义背景

1927 年 4 月和 7 月，国民党内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相

继叛变革命后，广东省国民党当局亦在广州等地大肆屠杀共产党

人和革命人民，实行白色恐怖。



9 月中旬，国民党武汉政府所属张发奎第二方面军第 4 军，

乘国民党南京政府所属第 8 路军在广东省东江地区进攻南昌起

义军之际，从南昌进至广州，同桂系军阀李济深争夺广东地盘。

张发奎初到广州时，为稳定其统治，曾一度以国民党“左”

派面目出现，采取一些欺骗政策，企图获得广州工人阶级和市民

的支持。中共广东省委识破和揭露了张发奎的欺骗政策，并利用

张、李之间的矛盾，积极恢复和发展共产党的组织，发展工会、

农会并进行各种斗争，全省工农运动日趋活跃。在广州市，有组

织的工人纷纷驱逐国民党派到工会的改组委员，选举自己的工会

委员，并为争取真正的民主权利和改善工人生活条件进行斗争。

10 月 14 日，海员举行的罢工，得到各业工人的援助，2 万

多工人举着镰刀斧头红旗，向反动政府示威，显示了广州工人阶

级的觉悟和力量。广东省其他地区的农民运动，也有所恢复与发

展。为配合南昌起义军的行动，广东东江等地区农民，在 9 月发

动了秋收抗租暴动。7～17 日，中共海陆丰县委领导海丰、陆丰

两县农民赤卫军和农民群众举行起义，一度占领该两县城。10

月 30 日，工农革命军第 2 师（由南昌起义军第 24 师余部编成）

和海丰、陆丰农民赤卫军及农民群众，再次举行起义，占领了两

县全境，并建立了两县的苏维埃政府。

属于粤系的军阀张发奎，在广州站稳脚跟后，于 11 月 17 日

用武力驱逐了桂系军阀李济深驻广州的机关、部队，接着向西江、

北江扩展，夺取了广东政权。李济深为了夺回在广东失去的地盘，



迅速调动兵力，进行反扑。李济深所属之黄绍竑部集结在广西省

（今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地区，准备从西面进攻广州；陈铭枢

部则由东江地区向广州推进。张发奎亦急忙将其第 4 军主力调往

广州以西之肇庆地区，一部调往广州以东之石龙地区。

李福林第 5 军则分别驻守在韶关、江门等地。此时，粤桂军

阀之间的战争，一触即发。这样，张发奎在广州市内的部队，仅

有第 4 军军部、教导团、警卫团、新编成的第 2 师第 3 团、担负

训练任务的炮兵团和一些警察武装。另外，第 5 军军部和少数部

队驻守在珠江南岸。这些部队中战斗力最强的教导团和警卫团一

部，则为共产党所掌握。仅就广州市区的力量对比来看，确实是

举行武装起义的有利时机。但是，粤桂军阀之间的战争，尚未大

规模爆发，张发奎的部队仍驻守在广州外围，这无疑将对起义构

成严重的威胁。

起义经过



12 月 11 日 3 时许，在张太雷、叶挺、黄平、周文雍、叶剑

英、杨殷等领导下，教导团全部、警卫团一部和工人赤卫队共

5000 余人（其中工人赤卫队 3000 余人），分数路向广州市各要

点发起突然袭击。在广州的苏联、朝鲜、越南的部分革命者也参

加了起义。

东路，教导团主力在叶挺直接指挥下，迅速将驻在沙河的 1

个步兵团打垮，俘敌 600 余人，缴获部分武器，继之消灭了驻燕

塘的炮兵团，尔后回师市区，协同工人赤卫队攻占了公安局。中

路，教导团一部和工人赤卫队攻占了国民党广东省政府及其以北

的制高点观音山（今越秀山）等地。南路，警卫团第 3 营及工人

赤卫队一部向第 4 军军部、第 4 军军械库等地攻击，遇到顽强抵

抗，未能攻克。与此同时，广州市郊芳村、西村等地的农民也举

行起义，一部进入市区配合起义军的行动。起义军民经过 4 个多

小时的战斗，除第 4 军军部、军械库和第 4 军第 12 师后方办事

处之外，珠江以北市区的国民党军、保安队和警察武装均被消灭，

缴获各种炮 20 余门，各种枪 1000 余支。当日上午，广州市苏维

埃政府成员和工农兵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宣告广州市苏

维埃政府成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苏兆征为主席（在苏未到广

州前由张太雷代理）。会后发布了《广州苏维埃宣言》《告民众

书》以及有关的法令。当天，广州市工人、农民和市民欢欣鼓舞，

热烈拥护革命政府，积极参加起义。广州起义爆发后，国民党广

东省政府主席陈公博及张发奎、黄琪翔（第 4 军军长）等人仓皇



逃到驻珠江南岸海钟寺第 5 军军部，并立即电令驻肇庆地区的第

12 师、第 26 师第 78 团，驻东江地区的第 25 师，驻顺德地区的

教导第 1 师第 1、第 2 团等部，急速回防广州。12 日，张发奎所

部 3 个多师和驻守广州珠江南岸李福林的第 5 军一部，在英、美、

日、法帝国主义的军舰和陆战队支援下，从东西南三面向起义军

反扑。起义军和工农群众同优势的国民党军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浴

血奋战，但终因众寡悬殊，遭到严重损失，起义主要领导人张太

雷牺牲。这时，张发奎的后续部队陆续到达，情况非常严重，在

此危急时刻，起义军总指挥部为保存革命力量，于 12 日夜下达

了撤出广州的命令。起义军余部 1000 余人于 13 日凌晨撤出广州，

在花县（今花都区）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 4 师，后经从化、紫金

等地进至海丰、陆丰县境，加入了东江地区的革命斗争；另有部

分人员转移到广西右江地区，后来参加了百色起义；还有少数人

员撤往粤北韶关地区，加入了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

后来上了井冈山。国民党军重占广州后，对未及撤离的起义军、

工人赤卫队和拥护革命的群众，进行了血腥的镇压，惨遭杀害者

达 5000 余人。



起义结果

起义中，叶剑英根据广州的地形特点，用兵布防，使起义一

开始就比较顺利地占领了大半个广州。叶剑英冒着枪林弹雨，亲

自在长堤一带指挥作战。最终，由于敌强我弱等原因，12 日晚，

起义军被迫撤出了广州城。

起义军余部 1200 余人于 13 日凌晨撤出广州，在花县（今花

都）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 4 师，领导人有董朗、叶镛、徐向前、

袁国平等，后经从化、紫金等地进至海丰、陆丰县境，加入了东

江地区的革命斗争；另有部分人员转移到广西右江地区，后来参

加了百色起义；另有从广州撤出的部队约 200 余人向北江退却时，

在韶关附近与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会合，后来上了

井冈山。国民党军重占广州后，对未及撤离的起义军、工人赤卫

队和拥护革命的群众，进行了血腥的镇压，惨遭杀害者达 5700

余人，苏联驻广州领事馆也遭冲击。



起义意义

广州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继南昌起义、湘赣边界

秋收起义之后，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又一次英勇反击，是在城市建

立苏维埃政权的大胆尝试，在国内外都引起了很大的震动。这次

起义虽然失败了，但起义军民无比英勇的战斗精神，给了中国人

民以新的鼓舞。起义的许多领导人和保留下来的武装力量，继续

为中国革命事业顽强战斗，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组成部分。



井冈山会师

井冈山会师是指 1928 年 4 月 28 日，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

部队与朱德、陈毅领导的湘南起义和贺龙领导的南昌起义部分部

队在井冈山的胜利会师的事件。



1927 年，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开始了“工

农武装割据”。1928 年 4 月 28 日，朱德、陈毅所率的部队与农

军，安全地转移到达井冈山，在宁冈砻市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

义部队会师。

事件缘由

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湖南省平江地区的工农群众在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过几次暴动，并组织了游击队开展游击活动。

1927 年 7 月 22 日，独立第 5 师第 1 团在彭德怀、滕代远等领导

下，在平江县城举行起义。起义成功后，中共平江县委和起义部

队召开了庆祝胜利大会，成立了平江县苏维埃政府；1927 年 7

月 29 日，国民党湖南省当局调集 8 个团的兵力向平江城进攻，

企图消灭红 5 军。由于湘、桂、粤军的三路“协剿”，起义农军

难以在湘南立足。为保存革命力量，除留一部分武装继续坚持斗



争外，朱德、陈毅率南昌起义部队和农军向湘赣边界的井冈山转

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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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 年 1 月上旬，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军余部近 800

人从粤北转至湘南宜章县境。1 月 12 日，智取宜章城，揭开了

湘南起义的序幕。随即，南昌起义军余部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 1

师，朱德任师长，陈毅任党代表，并组建了宜章农军。在粉碎国

民党军许克祥部反扑后，于 2 月 6 日建立宜章县苏维埃政府。与

此同时，在中共湘南特委和各地党组织领导下，工农群众纷纷起

义。工农革命军第 1 师先后协助当地农军占领郴县、资兴、永兴、

耒阳等县城，并相继建立了县苏维埃政府。3 月中旬，湘南特委

在永兴县太平楼召开湘南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了湘南苏维埃政

府。湘南起义过程中，中共湘南特委将宜章、耒阳、郴县和永兴、

资兴五县农军，分别编成工农革命军第 3、第 4、第 7 师和两个

独立团，共 8000 余人。

3 月下旬，国民党军 7 个师向湘南地区反扑。为保存革命力

量，避免在不利的条件下同敌人决战，朱德当机立断，作出退出

湘南、上井冈山的重要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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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3月上旬，当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第 1师进驻酃县中村时，

得知朱德、陈毅、王尔琢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正向井冈山方向

撤退。当即决定兵分两路去迎接朱德、陈毅部上山：一路由他和

何挺颖、张子清率领工农革命军第 1 师第 1 团，从江西宁冈的砻

市出发，楔入湘南的桂东、汝城之间；另一路由何长工、袁文才、

王佐率领第 2 团从井冈山大井出发，向资兴、郴州方向前进。毛

泽东还派毛泽覃带着一个特务连赶到郴州，同朱德、陈毅领导的

部队取得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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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9 日，朱德率领部队完成了转移的准备。在毛泽覃带

领的特务连接应下，朱德、王尔琢率领的工农革命军第 1 师主力

经安仁、茶陵到达酃县的沔渡。陈毅率领湘南特委机关、各县县

委机关和部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的主力于 4月 8日到达资兴县城，

同从井冈山下来的由何长工、袁文才、王佐率领的工农革命军第

2 团会合。毛泽东等率第 1 团在桂东、汝城牵制敌军，掩护湘南

起义军转移，于 4 月中旬到达资兴县的龙溪洞，同萧克领导的宜

章独立营会合。这是第一支同毛泽东亲自率领的部队会合的湘南

起义军。同时，陈毅带着工农革命军第 1 师主力一部以及何长工、

袁文才、王佐带领的第 2 团一起到达酃县的沔渡，和朱德率领的



主力部队汇合。接着，朱德、陈毅带领直属部队从沔渡经睦村到

达井冈山下的宁冈砻市。

胜利会师

1928 年 4 月下旬，毛泽东率领部队返回砻市，立刻到龙江

书院去见朱德。毛泽东同朱德的这次历史性的会见，是共产党我

军历史上光辉的一页。从此，毛泽东和朱德的名字便紧紧地联系

在一起。两军会师后，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 4 军。朱德任军长，

毛泽东任党代表和军委书记，王尔琢任参谋长，辖 3 个师，朱德、

毛泽东、陈毅分任第 10、第 11、第 12 师师长，共 1 万余人。不

久取消师的建制，编为 6 个团。5 月下旬，第 30、第 33 团返回

湘南开展游击战争，在井冈山的部队为第 28 团、第 29 团、第

31 团、第 32 团，共 6000 余人。

1928 年 12 月，彭德怀、滕代远率领在平江起义中创建的红

5 军主力 800 多人，突破敌人的围追堵截，来到井冈山同红 4 军

会合。井冈山又多了一支革命劲旅。



历史地位

井冈山会师和红四军的成立，“两支铁流汇合到了一起，从

此形成红军主力，使我党领导的武装斗争的大旗举得更高更牢”，

它不仅是中国工农红军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而且也是中国共产

党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不仅大大增强了井冈山的武装力量和

有力地推进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而且对推动红军队伍的

建设和中国革命战争的发展，“对以后建立和扩大农村革命根据

地，坚持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推动全国革命事业的发展”，

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井冈山会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史

上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井冈山两军会合和红四军的成立，在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解

放军建军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今天，毛泽东同志朱德同志亲

手缔造的这支新型人民军队已发展成为强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几十年来，这支人民军队在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

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