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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赴山行井冈情
□曹高芳

一次井冈行，一生井冈情。共和国
从这里走来，历史永远不会忘记井冈
山，我们也永远不会忘记井冈山！

圣地：日思夜想梦成真
第一次听说“井冈山”这个闪光的

名字，大概是出自小学三年级课本里有
篇《井冈山》的课文，那是 1975 年的事。
有一天，我曾问一个发小同学：我们以
后能否有机会去井冈山？同学只是笑
了笑，不置可否。到了小学四年级，我
们又学习了毛主席的诗词《西江月·井
冈山》，该词充分展现了井冈山革命斗
争的壮丽画卷，令人心潮澎湃。当时，
我又问另一位同学：你说我们以后有可
能去井冈山吗？这位同学回答说：有可
能，但是在梦中！

有人说，既然有梦、既然有一直追
逐的梦，那就努力去等待与创造机会实
现吧。终于，经过了漫长的近 40 年，我
心中一直渴望的梦想变成了现实。

参加工作 27 年后的 2013 年，我参
加了山东省委高校工委组织的培训班。
培训的第二阶段是到井冈山参加现场
教学。

10 月 14 日下午，我们一行从济南
乘坐绿皮列车南下。“呜——”一声长长
的汽笛鸣过后，火车头吐着发亮的火
星，沉重地喘着气，冲破黑暗，一路前
行。经过一夜的“持续慢行”，次日上午
到南昌，然后我们坐汽车，终于在下午
16 时左右，抵达了日思夜想的革命圣
地！

走下大巴车后，呈现在眼前的是连
绵不断的群山，郁郁葱葱的树木以及一
面面象征着革命精神的红旗。此时，我
深刻感受到了井冈山的庄严与神圣。
我们随之开始了用心劲丈量她的高度、
用心博感受她的厚度的人生重要行程。

红土地：每日近60人牺牲
办理好住宿后，当天下午我们即穿

上“红军服”，马不停蹄参观了井冈山革
命博物馆。步入馆内，仿佛进入了那个
战火纷争的岁月，一张张英雄的老照片
熠熠生辉，一位位留下姓名和没能留下
姓名的烈士在无声诉说，一个个壮怀激
烈、感天动地的故事猛烈撞击着我们每
位学员的心灵……

16日8时许，我们怀着无比崇敬的
心情，集体列队前往烈士陵园，缅怀先
烈，敬献花圈。顺山而上的平台台阶分
为两组：第一组 49 级，象征着一个庄严
的年份；第二组 60 级，寓意该园是在根
据地创建 60 周年时建成。由邓小平题
字的“井冈山革命烈士纪念碑”高 27
米，意含 1927 年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
家创建该根据地，骄阳映照下如一团火
焰。陈毅、谭震林、宋任穷、滕代远、杨
得志、何长工、贺敏学、温玉成等 40 多
位从井冈山走出去的将帅和革命先辈
魂归井冈，骨灰（或部分）安放于该陵园
内。

红色土石壁地上，长眠着 48000 余
位英烈，其中有名有姓的仅有 15744
位 ！ 汉 白 玉 无 名 碑 ，集 中 表 达 了 对
30000 多位无名烈士的崇高敬意与深
切怀念！两年零 4 个月的井冈山革命
斗争，平均每天就有近 60 人献出年轻
的生命。爹娘终其一生，不知儿葬何
处；妻子望空双眼，不见夫君踪影。

在这些留下名字的英魂中，有“双
枪女将”、朱德军长的妻子伍若兰，怀有

身孕的她，被捕后遭受敌人的严刑却始
终坚贞不屈，最后被残忍地割下头颅示
众；首任中共永新县委书记刘真，被国
民党军残酷地挖去双眼后，放在蒸笼中
被活活蒸死；中共莲花县委书记刘仁
堪，在被敌人割掉舌头后，用脚趾蘸着
口中留下的鲜血写下“革命成功万岁”
六个大字。

随后，我们参观了位于茨坪东山脚
下的毛泽东旧居。在当时的艰苦条件
下，虽然规定营以上干部晚上办公可点
三根灯芯，但毛泽东却坚持只点一根。
借着微弱的灯光，他写下了《中国的红
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
争》两篇继往开来的震世名作，第一次
提出了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建立革命红
色政权的思想。一根灯芯点亮了中国
的未来！

培训期间，我们还瞻仰了黄洋界战
斗遗址、小井红军医院及烈士墓、曾志
墓，参加了互动教学课，与烈士后代进
行深入交流。

黄洋界，海拔 1300 多米，是井冈山
最著名的哨口。1928 年 8 月 30 日，这
里打响了著名的黄洋界保卫战。红军
在人均只有不到 5 发子弹的劣势下，通
过构筑五道工事，以不足 300 人的兵力
与敌激战一天，成功击退了近 6000 人
的疯狂进攻，创造了以少胜多的首个战
绩。毛泽东欣喜写下了具有重要的军
事、政治和历史意义的史诗《西江月·井
冈山》。

小井红军医院，是人民军队历史上
的第一所正规医院。1929 年 1 月，国民
党军队对根据地发动第三次“会剿”，红
四军前委决定，主力向赣南闽西进军。
一天夜里，敌人偷袭了小井村，医院的
伤员、医护人员 130 多人，全部被敌人
驱赶到医院旁边的稻田里严刑拷打，逼
他们说出红军主力的去向。所有人宁
死不屈，最后被敌人残忍地用机关枪扫
射，全部英勇就义，其中最小的只有 14
岁……

革命的“山大王”袁文才、王佐，曾
被誉为“井冈双雄”。王嫡孙王生茂讲
述了毛泽东对王佐和袁文才团结教育

改造的过程，介绍了袁王两人被错杀的
历史真相与严重后果（导致了井冈山根
据地的彻底失守）。他感谢党和国家没
有忘记王、袁烈士为中国革命做出的重
要贡献。井冈山沦陷后，敌人对根据地
群众进行疯狂报复，导致永新县减少了
10 万人，大小五井的 120 户村民被杀绝
了69户……

老红军曾志的长孙石金龙，深情讲
述了奶奶的感人故事。当年，曾志将亲
生女儿卖 100 块大洋给党作为经费；为
奔赴前线，她“狠心”将自己亲生仅 26
天的儿交给当地农民抚养，而新中国成
立后担任了高级干部的她，也依然没有
把时隔 23 年终于相认的亲骨肉转为

“城市人”。她在遗嘱中提出，将自己省
吃俭用攒下的6万多元钱，放于87个信
封中，全部捐献给“希望工程”；将其骨
灰分成三份，其中一份放在小井烈士碑
旁的树下作为肥料……

 根据地：天下第一山
“巍巍井冈山，中国革命的摇篮

……”“我爱你啊，红色的井冈山……”
秋意渐浓，这里已有寒意，但我们走在
井冈山的大街小巷上，随处都可听到这
些亲切之歌、温暖之曲。

我国是个山地大国,名山大川不计
其数，但只有井冈山在地理位置、群众
基础、经济条件、武装力量等方面具备
优 势 而 成 为 了 最 早 的 革 命 根 据 地 。
1927 年 10 月 27 日，毛泽东在人生最艰
难的时刻做了一个重大决定：把部队带
到了井冈山，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1962 年 3 月，朱德总司令阔别井冈
山 34 年后重游故地，挥毫亲题“天下第
一山”六个光辉大字，为井冈山在中国
革命中的政治地位作了最高界定。她
是中国革命的航船正确航向的起点。
只有她，才能担得起这个美誉。

有一种情怀，叫做故地重游。1965
年 5 月，对井冈山有着独特情感的伟人
毛泽东，72 岁时回到故地。他重访了
当年工作战斗过的地方，接见了部分当
年和自己一同参与井冈山革命斗争的

老同志和烈士家属，其中包括袁文才、
王佐的遗孀，深情地称呼她们为“袁嫂
子”“王嫂子”。老人家抒激昂天地之
情，填写了两首著名词作——《水调歌
头·重上井冈山》《念奴娇·井冈山》。

“天下第一山”的光辉历史，拥有亲
情的温度。从井冈山走出了建国后授
衔的 5 位元帅、3 位大将、15 位上将、21
位中将和 14 位少将，在这些“老井冈”
中，朱德元帅一生最爱兰花，主要是缘
于怀念在井冈山斗争时期牺牲的爱妻
伍若兰；甘祖昌少将，硬是把女儿被推
荐上大学的机会让给了贫困的退伍兵；
李聚奎上将弥留之际，亲笔将诞生于井
冈烽火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抄写 5
份，发给5个子女作为遗产……

创新基地：昔日井冈今飞跃
井冈山，系无人不晓的地名，但她

的名称并非与其他名山一样古已有之。
资料表明，1928 年 11 月，毛泽东代表井
冈山前委起草了一份给中共中央的报
告即《井冈山的斗争》，首次正式使用了

“井冈山”这一名称。这是“井冈山”三
个字首次真正在文献中出现。从此，井
冈山被载入了现代中国革命的光辉史
册。

任岁月流转，信仰如日月之恒。最
早喊出“共产党万岁”的老区人民，在革
命、建设与发展的各个时期，一直秉持
与发扬“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
是、敢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胜利”的
井冈山精神，不断拼搏、进取、创新与发
展。2017 年 2 月，井冈山市正式宣布在
全国率先脱贫摘帽，成为我国贫困退出
机制建立后首个“摘帽”的贫困县，吸引
了世界的目光。“星星之火”成为“燎原
之势”，当年的贫困山区变成了富裕新
村。

谈到这里的脱贫致富，有人曾风趣
地说，井冈山本来就有“最值钱”的山
峰，所以就不应该是贫穷的地方。据报
道，1985 年，央行准备发行第四套人民
币的百元面钞。在征求面钞图案时，有
关方面人士提议，要把中国最值钱的地
方绘出来。经过反复论证，决定以井冈
山主峰“五指峰”作为票面图案，不仅因
为这里是中国革命的摇篮，还因为有中
国首个红色造币厂——上井红军造币
厂（中国人民银行的前身）。后来，人们
称井冈山是“中国最值钱的一座高山”，
是财富之山。近年来，井冈山探索协同
推进生态优先和绿色发展的新路。“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
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摘掉贫困帽
子后，戴上了一顶顶新帽子。数据显
示，这里每年接待游客上千万人次。一
户一亩茶竹果、一户一栋安居房、一户
一个农家乐，竹制品加工、红色旅游等
产业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挣钱。相信
老区人民在乡村振兴的新征程上，必将
过上更加美好的新生活。

在 17 日 10 时左右，在即将与英雄
的土地依依惜别时，我猛然感到，虽然
我们在这里前后不
到 42 个小时而且可
能 永 远 没 有 机 会
再来了，但总有
一种情感只能用
心去感受，总有
一种景仰只能用
心去珍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