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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冈山市茅坪镇，群山环抱，绿树成荫，古朴民居

错落有致，谢氏慎公祠坐落其间。走进这座砖木结构

的老祠堂，一张长条案桌置于党旗之下，格外显眼。90

多年前，这里召开了中共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毛

泽东阐述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等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个人和一封信

井冈山市有 100 多处革命旧址遗迹，成为一个没有

围墙的革命历史博物馆，是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

教育的重要基地，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

1927 年，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党的工

作被迫转入地下。同年 8 月，中共中央在湖北省汉口秘

密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正式确定实行土地革

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指明了今后革命斗争的正确方

向。9 月，毛泽东等领导发动湘赣边界秋收起义，进攻

长沙失利，向南转移至农村地区。后来，一个人的出

现，让起义队伍改为走上井冈山的道路。

这个人就是时任湖南浏阳县工农义勇军第四团第

二中队党代表的宋任穷。彼时，中共江西省委机关已

转入地下。带着队伍要来参加起义的宋任穷，在省委

的秘密驻地见到了省委书记汪泽楷。汪泽楷对宋任穷

说：“你来得正好，听说‘秋暴’的队伍已离开浏阳向莲

花一带行动，你赶快带一封信去。宁冈有我们党的组

织和党领导下的几十支枪，要他们到那个地方去。”

毛泽东看到汪泽楷的信后，立刻与前委同志商量，

但没有得到大家的赞同。最后，毛泽东以决断的语气

说：“目前敌强我弱的形势，需要我们退到井冈山这样

的地方去。”

后来，起义部队到达永新县三湾时，减员较大，人

员不足千人，组织很不健全，思想相当混乱，再不进行

问题整改，恐难以完成艰巨的斗争任务。在此背景下，

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前敌委员会，提出对起义部队进行

整顿和改编，史称“三湾改编”。

当年 10 月，毛泽东率部来到井冈山茅坪，之后，于

11 月上旬在茅坪象山庵召开了宁冈、永新、莲花三县地

方党组织负责人会议，详细了解了湘赣边界各县的实

际情况，并得出结论：党在这个地区的群众基础较好；

这里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周围各县有自给自足的农业

经济，易于部队筹款筹粮；这里地处两省边界，距离国

民党统治的中心城市比较远，加之湘赣两省军阀之间

存在矛盾，敌人的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经慎重考虑，毛

泽东等选择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

“红旗到底打得多久”

早在 1927 年 12 月，毛泽东就曾以前委的名义，通

过湘南特委和吉安县委分别向湖南、江西省委及中央

写报告，建议组建湘赣边界特委；次年 1 月和 3 月，他又

先后向湘、赣两省省委和中央打报告陈述理由，但都没

有得到明文批准。

“此前，有中共湖南省委党的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

边界工作。1928 年 3 月，前委被撤销，导致整个湘赣边

界没有党的领导机构。这时，急需成立边界地方党的

最高领导机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编研陈列室主任饶

道良说道。

彼时，朱德、陈毅领导的南昌起义和湘南起义部分

部队，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在井冈山胜利会

师。两军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改称红四军）。

边界武装力量顿增，红色区域不断拓展，军民革命热情

高涨。

然而，湘赣边界党内一些人的思想一时难以转弯，

产生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在此紧急形势

下，赣西特委于 4 月底转来了江西省委的一封信，同意

湘赣边界组建特委。

1928 年 5 月 20 日至 22 日，中共湘赣边界第一次代

表大会在茅坪的谢氏慎公祠召开。“茅坪背靠黄洋界这

边的山，相对安静、隐蔽，比较安全。谢氏慎公祠算是

村里比较大的建筑，后面就是著名的八角楼，从空间和

生活便利方面考虑都比较适合开会使用。”饶道良介

绍，“当时，来自宁冈、永新、遂川、莲花、酃（音 líng 读

‘灵’）县 5 个县的县委和茶陵特别区委及军队 60 余位

党的代表参会。”

这次会议相关记载与史料甚少。饶道良说：“因为

大部分参会人员后来都牺牲了，会议情况也几乎没有

文献记载，或是难以保存，我们只能把零散的碎片式回

忆搜集起来，大致还原当时的情况。”

关于会议内容，主要来自日后一些文献资料，包括

毛泽东所著文章中提到的相关内容。据曾任湘赣边界

特委委员的陈正人后来回忆，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

成立湘赣边界特委，作为地方党组织的统一领导机关。

此外，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也

提到，会议解决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这个疑问，“因

为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不答复中国革命根据地和

中国红军能否存在和发展的问题，我们就不能前进一

步”。

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共湘赣边界第一届特委会，成

员为毛泽东、朱德、陈毅、刘寅生等 19 人，后来又加上

了杨开明、袁文才和莲花县委两位同志等 4 人，共 23

人。毛泽东、宛希先、刘真、谭震林、谢桂标 5 人为常委；

朱德、陈毅、刘辉霄、龙高桂为候补常委；毛泽东任特委

书记。

“成立中共湘赣边界第一届特委会，对于在井冈山

扩大根据地、建立工农武装、开展土地革命和加强武装

斗争都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饶道良说。

只准点1根灯芯

“天上的北斗亮晶晶，八角楼的灯光通通明。毛委

员就是那掌灯的人，照亮中国革命的万里程。”这两句

歌词出自歌曲《八角楼的灯光》。八角楼是茅坪当地一

栋土砖结构的两层楼房。1927 年 10 月至 1930 年 2 月，

在井冈山革命斗争期间，毛泽东一直居住在八角楼里，

领导和指挥井冈山的革命工作。

“当时毛泽东的脚受伤了，为了更好地治疗，他就居

住在当地中医谢池香的家中，也就是八角楼。”饶道良

说，“在他来之前，其实这里已经住了人，就是贺子珍的

哥哥贺敏学。在毛泽东来后，贺敏学觉得八角楼各方面

条件都不错，生活也便利，就让毛泽东住在了这里。

彼时，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力量不断壮大，国民党

当局为了扼制革命根据地的发展，不仅在军事上对井

冈山发动多次“会剿”和“进剿”，经济上也对井冈山实

行严密封锁，使井冈山根据地所需的服装、弹药、柴米

油盐紧缺。

为进行长期的革命斗争，毛泽东精打细算，教育红

军战士节约粮油等。当时井冈山只出产少量茶油，大部

分用油要靠下山打土豪获得。因此，毛泽东刚上井冈山

时，就向部队宣布了用油规定：各连及以上机关办公时，

用一盏油灯，可点3根灯芯；不办公时，应将油灯熄灭；连

部留一盏油灯，供值班、查哨用，只准点1根灯芯。

毛泽东以身作则，经常在一根灯芯的微弱光线下，

写作、学习，在这里写下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

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光辉著作。井冈山上，全军

也严格执行了这一规定。每到夜晚，熄灯号响后，只有

连部的一盏油灯点燃着。

1928 年 10 月，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在茅

坪白云寺召开，毛泽东起草了会议决议，《中国的红色

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就是其中一部分。同年 11 月，毛

泽东在八角楼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即后来收入《毛泽

东选集》的《井冈山的斗争》。

报告最后，毛泽东充满自信地指出：“边界红旗子

始终不倒，不但表示了共产党的力量，而且表示了统治

阶级的破产，在全国政治上有重大的意义。所以我们

始终认为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创造和扩大，是十分必

要和十分正确的。”

在阐述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这一思想

时，毛泽东指出：“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

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

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这种奇事的发生，有其

独特的原因。”正是像井冈山这样微弱的“星星之火”，

点燃了中国革命的燎原之势。

文/王 宁 据《环球人物》

—————/附 寻/—————

谢氏家族的八角楼记忆
从 1927 年 10 月到 1930 年 2 月，毛泽东在八角楼住

了两年零四个月。

八角楼的修建者，是谢家 13 代谢时慎，当地人称时

慎公。据谢甲开的侄子谢绍国说：“他是我爷爷的爷爷

的父亲⋯⋯谢家老祖时慎公，在外面做木材生意赚了

些钱，就回乡修八角楼、修书院，还沿着茅坪河边修桥

铺路，做了很多好事。”

在井冈山革命史上，只活了 32 岁的谢甲开，是和袁

文才、王佐这些风云人物的名字和事迹连在一起的。

谢甲开 1926 年参加农民运动，1927 年红军在茅坪安家，

他主动拿出家中的粮食、茶油，支援军队。1927 年入

党，1928 年春任茅坪乡工农兵政府秘书和乡支部书

记。同年，谢甲开为掩护群众转移，不幸落入敌手。他

坚贞不屈，最后被开膛剖肚，挖出心肝，碎尸五段，抛入

河中。

谢绍国说：“八角楼不是楼是八角形，而是采光的

天窗是一个八卦形，有桌子般大小，上面有玻璃。楼前

面的谢家祠堂就是谢家我们这一支的分祠堂，谢氏家

族的总祠堂在旁边，是红四军原来的驻地。”

1961 年，国务院公布了《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八角楼名列其中。谢绍国说：“八角楼就收

归国家了，谢家后人就搬出来了。国家分配指标，谢

家后人自己找个地方建房子，国家出一部分钱，自己

出一点。”

文/马拉 据《红岩春秋》

吉吉

湘赣边界湘赣边界““一大一大””：：井冈山上召开的党代会井冈山上召开的党代会

谢氏慎公祠内的党旗下摆放着一张长条桌，就
是当年边界“一大”的主席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