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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7年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80周年，江西人民出版社将《井冈山精神——中国共产党革命精
神之源》一书修订再版，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80年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井冈山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开辟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谱写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篇之作。
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革命先辈们用鲜血和生命培育的井冈山精神，集中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的
政治本色，体现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价值观，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革命斗争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
中国共产党人革命精神的源头，是党和人民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
80年过去，井冈山早已旧貌换新颜，神州大地换了人间。
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努力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为建设富强民主
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
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精神，需要我们继续保持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
么一种拼命精神。
胡锦涛总书记强调，“我们必须坚持不懈地学习中国革命史，进一步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发扬光大我们
党在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光荣革命传统”。
井冈山精神作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中国工农红军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遗产，如同灯塔一样永放
光芒。
　　江西作为井冈山精神的发祥地，江西人民作为井冈山精神哺育的人民，在继承和弘扬井冈山精神
方面负有特殊的历史使命。
江西省委、省政府历来重视井冈山精神的宣传和教育，始终牢记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关于发扬井
冈山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的教导。
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把弘扬井冈山精神作为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兴赣富民、实现江西新崛起
的精神动力。
2003年8月，胡锦涛总书记视察江西时深刻指示“井冈山精神是我们党在革命斗争的艰苦岁月中形成的
伟大精神，其巨大的精神力量鼓舞着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而英勇奋斗”。
并强调“我们要结合时代的发展，结合党的历史方位和历史任务的变化，结合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的新实践，让井冈山精神大力发扬起来，并不断赋予其新的内涵，使之在新的时代条件下
放射出新的光芒，成为激励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团结奋斗的强大精神力量”。
这些语重心长的教导，为我们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发扬光大井冈山精神指明了方向，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
江西人民绝不辜负总书记的期望，一定按照三个“结合”的要求，让井冈山精神代代相传。
　　这本书在修订的过程中，刘孚威等作者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与时俱进的科学精神，认真吸取我党
理论创新的新成果，对原著作了较大的修改，书名也改为《论井冈山精神》。
再版版本在对井冈山精神科学内涵的阐释、对井冈山精神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分析、对井冈山精神
的历史地位和现实意义的论述等方面，都有了新的提升，加重了论著的学术价值，是井冈山精神研究
的一部力作。
相信这本书的修订再版，对学习、宣传和弘扬井冈山精神，会产生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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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井冈山精神（中国革命精神之源）》对井冈山精神产生的社会条件、思想渊源及其作为中国革
命精神之源的历史地位做了系统的考察，对井冈山精神的科学内涵及其与革命战争年代的长征精神、
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及98抗洪定神的传承与发扬、共性与个性的关系做了深入的研究和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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