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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老街、一座古殿，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曾经留下浓墨重彩的印迹。
这座富有特色的庭院式建筑，红墙碧瓦，青砖地面，时光的痕迹从这里走

过，历史的沧桑感扑面而来。
94 年前，寒气逼人的一月，株洲醴陵先农坛，即神农殿，这个建于清朝光

绪年间的神庙里，闯进一个身材高大、穿着蓝布长衫的“90后”青年。
醴陵市博物馆 90 后解说员刘晓讲述，史载，从湖南湘潭市一路赶来的中共

中央农委书记毛泽东，顾不得一路辛劳，急着招呼当年湖南一师的同学、时任
中共醴陵地执委书记罗学瓒与县农民协会委员长孙筱山，提着装有笔记本的袋
子，几位“90 后”青年开启了一场关系到解决中国革命中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的考察。

中国自古为农业大国，农民占全国

人口的绝大多数。从历史的演进来看，农

民问题解决的好坏关系到国运兴衰。近

代以来，农民成为中国革命最基本的力

量 。要 想 取 得 革 命 成 功 ，就 必 须 关 注 占

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1926 年下半

年起，随着国共两党共同领导的北伐大

革命的胜利进军，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

迅速发展起来。农民的主要攻击目标是

土 豪 劣 绅、不 法 地 主、贪 官 污 吏 和 旧 恶

势 力 等 各 种 封 建 宗 法思想和封建统治

制度，引发了深刻的农村社会大革命。

中共长沙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

敏告诉记者，1927年 1月 4日，刚过了 34岁

生日的毛泽东之所以急着深入湖南农村，

实地考察农民运动，是革命背景使然。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主要任务是

反帝反封建。党最初的工作重点是工人

运动，如安源路矿工人罢工、水口山工人

罢工等，为后来的工人运动提供了示范。

在工人运动和反帝运动之后，当时的农

民运动已经轰轰烈烈开展起来了，但是

一些军阀和农村的一些地主劣绅产生了

恐慌，将此称之为‘痞子运动’。”李敏说，

因此毛泽东决心到田间地头、农户乡舍

去看个究竟。

毛泽东青年时期就开始接触社会、

了解社会。1920 年 3 月，毛泽东在致周世

钊的信中指出：“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

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

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

加以实施的调查，及研究。”信念之中，毛

泽东把调查研究、通晓国情作为改造中国

的起点。

湖南一党史研究者向记者讲述，毛泽

东不仅重视农村革命，也非常关注农村建

设和发展。1926 年 6 月，他为第六届农讲所

学生讲授农村教育问题时指出 ：“农村教

育是现在社会很大的问题 ”，对当时农村

盛行的封建教育表示了极大忧虑。8 月 14
日，毛泽东以第六届农讲所所长的身份参

加中华农学会第九届年会开幕大会。他在

讲话中指出：“农民是农业的根本，也就是

中国的根本！”他鼓励与会代表到民间去，

直接指导农民，从根本上救治中国农业 。

同年 9 月，毛泽东为《农民问题丛刊》写序

言时说得更直接 ：“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

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

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

3 个月后的 1927 年 1 月，毛泽东在 29
岁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湘区（湖南省）第一

任书记戴述人陪同下，徒步 700 公里，足迹

遍及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 5 个县，

广泛接触了有经验的农民和农运干部，召

开各种类型的调查会，获得了宝贵的第一

手材料。

而在株洲醴陵的 8 天，在毛泽东的调

研行中，有着至关重要的启示。

醴陵市博物馆的肖邦祥介绍，虽然深

冬时节寒风凛冽，毛泽东仍在醴陵的先农

坛、文庙、东富寺等地走访，并多次主持召

开了农运干部的调查会议，了解农运情况。

寒冬腊月的“三下乡”

进入先农坛大门右侧，这里保存着

毛泽东所住房间的原貌，老式木床，长方

形 的 黑 色 书 桌 ，整 个 房 间 显 得 简 单、朴

素。刘晓说，1926 年前后，全国农民运动

蓬勃发展，醴陵是湖南农运发展较快的

县之一。北伐军取得醴陵“泗汾战役”的

全胜后，醴陵农运迅速发展起来，会员增

至 20 万人。但当时的农民运动，被国民

党反对派和地主劣绅污蔑为“痞子运动”

“糟得很”，党内右倾投降主义者迁就国

民党反动势力，对农民运动加以责难。

“农民运动到底是‘糟得很’还是‘好

得很’？”肖邦祥说，毛泽东带着这些疑问，

到醴陵农村来寻找答案。

1927年 1月 28日晚上，毛泽东在先农坛

正殿二楼召开全县农运干部调查会。留存至

今的木质楼房里，复原了毛泽东当年开会时

的摆设：房间摆着长条凳子，柱子上挂着马

灯。因年代久远，墙上的红漆有一些脱落。

在先农坛居住的 5 天里，毛泽东深入

县城，详细了解当地情况。2 月 1 日，农历除

夕，他顶着鹅毛大雪，步行 15 公里，到醴陵

南乡的东富寺继续考察。

90 后博物馆讲解员刘晓对目光敏锐

在历史的紧要关头为中国革命指明

了 方 向 的 《湖 南 农 民 运 动 考 察 报 告》，

从 1927 年 3 月 5 日起，先后在中共湖南

区委机关报 《战士》 周报、汉口 《民国

日报》《湖南民报》 等连载。4 月，汉

口长江书店以 《湖南农民革命 （一）》

为 书 名 ， 将 《报 告》 以 单 行 本 出 版 发

行。时年 28 岁的中共领导人瞿秋白对

此著赞叹不已。他在为该书所作的序言

中说：“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

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去奋斗⋯⋯

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

这本书。”

在国内，这篇报告发表后，很快就

受到广大农民群众的热烈欢迎。

刘晓介绍，史料载明，此后整个湖

南农运达到了一个新高潮，仅毛泽东考

察过的湘潭、湘乡、衡山、醴陵等几个

县，农会会员骤增至 46 万余人。广大

农民群众从掌管乡政权发展为要求掌管

县政权，从减租 减 息 发 展 为 要 求 没 收

地 主 土 地 和 公 平 分 配 土 地 ， 农 民 群 众

夺 取 地 主 武 装 、 扩 大 农 民 武 装 的 斗 争

也 进 一 步 开 展 起 来 。 正 因 为 有 了 这 样

的 基 础 ， 在 随 后 蒋 介 石 、 汪 精 卫 相 继

背 叛 革 命 的 极 为 险 恶 的 形 势 下 ， 中 国

共 产 党 才 能 够 领 导 工 农 群 众 ， 从 1927
年 大 革 命 的 失 败 中 成 功 地 转 向 土 地 革

命 战 争 。 醴 陵 当 地 ， 大 批 青 年 志 士 踊

跃加入红军，截至新中国成立，牺牲的

醴陵籍烈士有 5 万多人。

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陈金

龙撰文称，《报告》 中，毛泽东所关注

的 14 件 大 事 ， 既 是 农 民 革 命 的 内 容 ，

也 是 农 村 建 设 的 重 点 。 如 建 立 农 民 武

装，建设廉洁政府，办农民学校，建立

消 费 、 贩 卖 、 信 用 三 种 合 作 社 ， 修 道

路、修塘坝等，实际上已涉及农村的政

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

设。毛泽东期待通过农民革命改造农村

权力框架，实现农村制度变革，改良农

村社会风气，提升农民文化素养，促进

农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

他 指 出 ， 改 革 开 放 以 来 ， 随 着 城 市

化进程的加快，农民在国民中所占的比

例逐渐缩小，但农民的绝对数量仍不容

忽视，新农村建设依然需要依靠农民力

量；而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培

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更需要农民的

智慧和探索。

浩 瀚 的 历 史 中 ， 醴 陵 的 农 民 运 动 史

只是大潮中的惊天一浪，但对这段重要

历史念念不忘的青年接踵而至。

让 醴 陵 市 文 化 旅 游 广 电 体 育 局 党

组 成 员 、 副 局 长 廖 志 高 感 到 欣 慰 的

是 ， 这 些 年 来 ， 越 来 越 多 的 人 来 到 这

里 ， 感 受 当 年 那 段 激 情 的 历 史 ， 缅 怀

那 些 远 逝 的 英 魂 。 以 红 色 为“魂”的组

团游越来越火。

如 今 的 先 农 坛 一 侧 ， 一 座 青 云 桥 将

新旧城区连接。这座桥，连接的不仅是

渌江两岸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更印刻

了醴陵这个全国百强县腾飞的足迹。在

新的历史时期，醴陵市结合传统产业优

势，创造性地走出了一条符合自身发展

的特色之路。刚刚过去的 2020 年，醴陵

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750 亿元，城、乡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4.5%、6.5%。经济

综合发展和基本竞争力实现“双进位”，

分别名列全国百强县第 45 位、第 64 位 。

新时代醴陵儿女的满腔热情洒满了这片

红色的土地。

的毛泽东满怀敬仰。“总能从变化和矛盾

中看到更高远的地方。”她说，当毛泽东

听闻有农民因赊欠谷物而被地主逼死的

事例后，指出“要关注农民的生产生活实

际情况，特别发掘这样苦大仇深的人加

入农会，这样的群众积极性最高。是打倒

封建势力的‘先锋’”，他还进而指出，“除

了政治上的打击，还采取其他办法，不准

谷米出境，不准抬高物价，不准囤积居奇

等。从经济上予以限制。”

在县节孝祠、县总工会办公处，毛泽

东得知当地工农武装一举攻破了县团防

局后，非常高兴，指明要发展农民自己的

武装，组建农民自卫军。“他在东富寺的戏

台上发表了一次演讲，以非常生动的比喻

来告诉农民要团结起来。他打了一个比

方：东富寺的围墙是用三合土筑成的。其

中的沙子本来是散的，加上黄泥、石灰，用

水和拢，干了以后，用羊角耙都挖不进。只

有团结起来，我们才能取得胜利。”刘晓

说，在醴陵考察期间，毛泽东还提出了革

命最关键之处——解决土地问题，重新丈

量后，把地主土地收集再均分。

通过在醴陵的实地考察，毛泽东获

得了在省城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第一

手资料。同年 2 月 16 日，毛泽东就考察湖南

农民运动的情况写报告给中共中央。报告

指出：“在各县乡下所见所闻与在汉口在长

沙所见所闻几乎全不同，始发见从前我们

对农运政策上处置上几个颇大的错误点。”

毛泽东这样描述他眼中的湖南农村：

“农会势盛地方，牌赌禁绝，盗匪潜踪。有些

地方真个道不拾遗，夜不闭户。”他阐明，党

对农运的政策，应注意以“农运好得很”的

事实，纠正政府、国民党、社会多方一致的

“ 农 运 糟 得 很 ”的 议 论 ；以“ 贫 农 乃 革 命 先

锋”的事实，纠正所谓“痞子运动”的议论；

以从来并没有什么联合战线存在的事实，

纠正农协破坏了联合战线的议论。

2 月 12 日，毛泽东回到中央农民运动

委员会驻地武昌，在武昌都府堤 41 号住所

的卧室内，写下了中国革命史上的重要文

献——《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下称《报
告》），用 大 量 确 凿 的 事 实 ，力 证 农 民 运 动

“好得很”！报告中提到和引用醴陵的事例

有 14 处之多。经过这次考察，毛泽东更加

肯定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说明农

民问题是决定中国革命全局的问题，必须

放手发动农民、组织和依靠农民，才能取得

革命的胜利。

红色真理从实践中来

国运兴衰的百年警示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陈卓琼

“在旧社会，安源煤矿工人过着牛马

不如的生活，活最重、钱最少、生活最坏，

苦得不得了。”一家几代都是煤矿工人的

熊立纯谈及当年安源路矿工运时，忍不

住 叹 息 。当 年 ，他 的 爷 爷 因 瓦 斯 爆 炸 事

故，死在了煤矿上。

到了熊立纯女儿一代，回顾那段历

史时说，“相比过去，更要珍惜现在的美

好生活。”

更多的安源青年是从历史书和纪念

馆的文物中建立起有关这段历史的记忆

和思考的。

萍乡市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里

不乏慕名而来参观学习的青少年，他们

有的是背着相机一个人来的，有的是父

母领着来的。在这段历史的开篇，馆内

的讲解员会告诉他们，“安源是我党早

期开展革命活动的重要实践地，被誉为

中国工人革命运动的策源地。”

从 1921 年到 1930 年，安源路矿工

人革命斗争历时近 10 年，毛泽东同志

更是 10 次来萍乡、8 次来安源，亲手点

燃了安源工人革命运动的火种。

小石子凝结在一块就不
容易搬动了

安 源 路 矿 是 株 萍 铁 路 和 萍 乡 煤 矿

（现为安源煤矿） 的合称，安源工人大

多数是来自于湖南、湖北和江西等省的

破产农民，路矿两局工人最多时有 1.3
万多人。

萍乡市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陈

列大楼里有一处萍乡煤矿总井口——总

平巷的复原陈列，参观者可以通过走进

巷道，体验当年工人下矿井的感觉。据

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副馆长黄洋介

绍，巷道内循环播放的 10 余个声音片

段 均 在 矿 井 中 实 地 录 制 ， 井 下 的 水 滴

声、挖煤声、拖煤车运转声，甚至连矿

工的粗重喘息都十分清晰。

“工人们每天早上 5点多顶着星星月

亮下矿井，在黑暗潮湿的井下劳动 12个

小时以上，晚上看着月亮出矿井”。萍乡

市红色文化和党性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

兼秘书长黄仂一直在研究安源革命斗争

史。他说，作业时工人没有衣服穿，身

上 只 围 一 块 三 尺 长 的 布 ， 这 块 布 有 包

头、围身、洗澡等几种用途，渴了没有

水喝，饿了只能吃发霉的食物，身体遭

到严重摧残。

据 1918 年 统 计 ，工 人 中 患 矽 肺、肠

胃等病的有 90％以上。有的巷道非常矮

小，工人只能侧躺着挖煤，挖出来的煤

全靠人工拖运。工人嘴里衔着一盏小油

灯 ， 爬 在 地 上 将 两 三 百 斤 重 的 煤 拖 运 出

来 。 且 井 下 安 全 设 备 极 差 ， 经 常 发 生 冒

顶、穿水、瓦斯爆炸等事故，工人生命毫

无保障。

哪 里 有 剥 削 、 压 迫 ， 哪 里 就 有 反

抗、斗争。从 1901 年到 1919 年，安源工

人先后进行了 7 次较大规模的自发斗争，

但 是 ， 由 于 没 有 工 人 阶 级 政 党 的 领 导 ，

这些斗争最终都失败了。

90 后 讲 解 员 杨 凤 说 ， 毛 泽 东 第 一 次

来 安 源 考 察 就 下 到 矿 井 与 工 人 促 膝 谈

心 ， 了 解 工 人 的 疾 苦 ， 用 浅 显 易 懂 的 比

方 ， 说 明 团 结 的 重 要 性 ， 启 发 工 人 受 苦

不 是 什 么 命 中 注 定 ， 而 是 资 本 家 剥 削 压

迫 的 结 果 ， 工 人 们 的 团 结 就 好 比 把 许 多

小石子凝结在一块，就不容易搬动了。

1922 年 9 月初，毛泽东再次来到安源

召开党支部会议，作出了立即组织路矿两

局工人大罢工的决定。9月 14日凌晨，安源

路矿工人俱乐部 （以下简称“俱乐部”）
发出罢工命令，震憾全国的安源路矿工人

大罢工爆发。

中 国 共 产 党 领 导 下 最 早
的工人经济组织

罢 工 持 续 了 几 天 ， 安 源 路 矿 当 局 仍

拒 不 接 受 工 人 提 出 的 复 工 条 件 ， 并 想 尽

种 种 诡 计 破 坏 罢 工 ， 但 均 遭 失 败 ， 无 奈

之下路矿当局决定与工人俱乐部谈判。9
月 16 日上午，俱乐部委派刘少奇作为全

权代表来到萍乡煤矿总公事房进行谈判。

历 史 上 ， 刘 少 奇 和 路 矿 当 局 的 这 次

谈 判 ， 为 大 罢 工 的 胜 利 和 《十 三 条 协

议》 的签订奠定了基础。

在黄仂看来，《十三条协议》 的签订

一 定 程 度 上 为 安 源 工 人 在 政 治 、 经 济 方

面 争 取 了 利 益 。 不 过 罢 工 成 功 后 工 人 的

经济生活水平并没有得到大的提升。

“薪水不高是因为兑换难，工人每兑

换一次就受一次剥削 。”黄仂提及之处，

在 《李 立 三 回 忆 安 源 工 人 学 校 、 消 费 合

作社和大罢工》 一文中也有相关印证。

李 立 三 指 出 ， 当 时 工 人 受 商 人 的 剥

削最重要的是银元换铜元，1 块银元应当

换 280 枚铜元，但在每次发工资时，1 块

银元只能换到 260 枚铜元。

在这样的背景下，安源路矿工人消费

合作社在老后街的门市开张营业，这是中

国共产党领导下最早的工人经济组织。

合 作 社 进 行 了 很 多 有 益 尝 试 ， 为 了

弥 补 资 金 不 足 ， 消 费 合 作 社 发 行 了 股

票 、 铜 元 票 、 纸 币 ， 进 行 了 中 共 历 史 上

最 早 的 货 币 和 对 股 份 制 的 最 初 的 有 益 尝

试 。消费合作社还成立了兑换股，可兑换

银元、铜元，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

早的储蓄金融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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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年前，一位 34岁青年用脚丈量，考察湖南农村大地，擘画了革命最关键的路径

毛泽东的 32天 700公里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洪克非

“这里开创了党的
廉政建设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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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5 月 26 日，参观者在广州

毛泽东同志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

址纪念馆参观。位于广州市中山四路

的毛泽东同志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

旧址纪念馆，原为番禺学宫（孔庙），

始建于 1370 年。1926 年 5 月至 9 月，毛

泽东任所长的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

所在此举办，周恩来、肖楚女、彭湃、

恽代英等共产党员任教员。

新华社记者 刘大伟/摄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陈卓琼

身穿一袭长衫，左手握拳，右手挟
伞，步伐稳健。这是油画《毛主席去安
源》 中描绘的毛泽东 1921 年秋第一次
来安源时的情景。

刘 春 华 在 1967 年 创 作 了 这 幅 油
画，画的单张彩色印刷数量累计达 9亿
多张，被认为是“世界上印数最多的一
幅油画”。在该油画的基础上，1969年
2月刘春华为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
进行了再次创作。

安源位于江西、湖南两省交界处，
毛泽东于 1921 年秋第一次来到安源开
展工人运动。他当时的公开身份是湖南
第一师范学校教员、一师附小主事(即
校长)。 1921 年秋，毛泽东来安源考
察，在八方井四十四号住了一个星期。

在安源考察期间，毛泽东深入洗
煤台、锅炉房、餐宿处等工作处，下
到矿井 最 艰 苦 的 工 作 面 和 工 人 促 膝
谈 心 ， 与 工 人 同 吸 竹 脑 壳烟，广泛
地接触工人，进行调查研究。从谈家
常入手，了解工人的疾苦和安源的阶
级状况。

萍乡市红色文化和党性教育研究中
心副主任兼秘书长黄仂介绍
说，这次考察，毛泽东亲身体
验到安源工人的痛苦生活，对
工人的思想状况有了真切的了

解。更加确定安源工人阶级是我们党完
全可以依靠的阶级力量和阶级基础。

“这是建党后，毛泽东最早开展群
众工作和调查研究的实践地，从现实层
面推进了中国共产党人与中国革命实际
的深度融合，从而为党组织在安源和安
源工人中的扎根与发展，作出了具有开
创意义的探索。”黄仂说。

世界上印数最多的一张油画

图为刘春华 1969年 2月再次创作的《毛主席去

安源》。 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