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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赣南，是全国著名的革命老区，是人民共和国的摇篮。
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从井冈山来到赣南，开辟了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央革命根据地不仅版图最大，人口最多，而且是中央首脑机关所在地，是全
国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领导指挥中枢，在全国苏维埃运动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1931年11月，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诞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红色
共和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她是新中国的雏形和基石。
2001年10月24日，胡锦涛同志在纪念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座谈会上
曾指出：“中央苏维埃政府的建立是我们党建立人民政权的探索和尝试，它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对各
根据地、各部分红军的中枢指挥作用，扩大了党的影响，也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根据地建设，
以及后来新中国政权建设，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培养了大批领导骨干和组织、管理人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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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央苏区政权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首次局部执政所创建的全新政权形态。
《中央苏区政权形态与苏区社会变迁》旨在考察中央苏区政权形态的特点及其与赣西南闽西区域经济
、社会发展的关系，探讨中央苏区的经济建设与发展、社会改造与社会重建、精神文明建设与民众物
质生活等问题。
将中央苏区政权形态与赣西南闽西区域社会变迁结合起来研究，不仅可以全方位多层面地透视苏维埃
革命的意义，还有助于深化埘政权形态与社会变迁关系的认识，具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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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论及中国革命发生发展缘由之时，往往存在某些“极化”的现象。
过去的诠释似乎绝对地强调共产党依靠阶级观念分化和动员农民，在获得广大农民支持后才获得革命
的成功。
这种诠释的假设是贫困化的农民对平等、公平的诉求与革命正是达到这一诉求的桥梁。
这种“理所当然”的诠释固然存有忽视地区差别的误区，而对农民的“主体性需求”关注不够，但如
据此而走向另一个极端，即过多地强调差异，或者说对社会、经济与意识形态等因素视而不见，则显
然亦有悖于历史唯物主义，或多或少有以个别取代一般之嫌。
近来，有学者试图在两者之间寻找结合点，并取得某些令人信服的阶段性的研究成果，即表明在诠释
中共革命发生发展缘由这一复杂性问题之时，应予关注者不仅仅是某些差异或个别性的因素，经济的
、社会的、意识形态的因素更应在考察之列，至少在中国问题上应是如此。
因而，当我们将关注视野聚焦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发生在赣西南、闽西大地上的中共式苏维埃革命时
，对前苏维埃革命时期的经济与社会的一般状况作一简要的交代，就显得很有必要。
　　整体言之，赣西南与闽西地区属中国相对落后的地区。
苏维埃革命前，虽然在外力的推拉作用下该地区的商品经济有一定的发展，但其经济主体仍是小农经
济，没有现代化的工业，只有分散的个体农业、手工业和中小商业，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处于停滞状
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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