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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包括了中央苏区报刊概述、马列主义传播的首要渠道：闽西赣南早期革命报刊、党的重要喉
舌：党和群团组织报刊、红军运动的推动量，中国工农红军报刊、革命根据地建设的呐喊者：苏维政
府报刊、中央苏区报刊大事记、中央苏区报刊资料与研究、中央苏区报刊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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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傅柒生，1967年生，福建上杭人。
古田会议纪念馆馆长、研究员，龙岩学院等多所大学兼职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通俗文艺研
究会理事；福建省中共党史学会常务理事，省旅游协会常务理事，省青联委员。
获、得中国红色旅游十大人物、龙岩市拔尖人才等众多荣誉称号。
出版了《军魂：古田会议纪实》等专著6部，参与主编《八闽开国将军》等十多本书籍。

　　李贞刚，1949年生。
福建连城人。
历任福建省煤炭基建公司第五工程处干事。
连城铁合金?一工会主席等职。
系中国报业协会集报分会常务理事、中国收藏家协会会员、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学会会员。
集报30多年，发表各类文章1000多篇，出版了《历史风云说号外》一书。
曾被授予“十佳文摘爱好者”、“集报成才提名奖”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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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中央苏区报刊概述
第二章　马列主义传播的首要渠道：闽西赣南早期革命报刊
　第一节　闽西早期革命报刊简介
　　（1）闽西最早的?命刊物《岩声》
　　　相关链接：捐献《岩声》记实
　　（2）改造旧社会的《钟声》
　　（3）唤醒群众觉悟的号角《汀雷》
　　（4）宣传进步思想的《莲钟月刊》
　　（5）传播新思想的革命刊物《改进》
　　（6）闽西纯文艺革命刊物《虹痕》
　　　相关链接：毛钟鸣与闽西列宁书局
　第二节　江西早期革命报刊简介
　　（1）《新江西》
　　（2）《时代之花》
　　（3）《江西女子师范周刊》
　　（4）《青年》
　　（5）青年团南昌地委机关刊物《红灯》
　　（6）江西工人运动的喉舌《安源旬刊》
　　（7）《江西省第一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会场日刊》、《江西农民》
第三章　党的重要喉舌：党和群团组织报刊
　第一节　中央党和群团组织报刊
　　（1）中共苏区中央局最早的机关报（《战斗》
　　（2）《实话》
　　（3）（《党的建设》
　　（4）《每周宣传纲要》
　　（5）中共中央政治理论刊物《斗争》的三个版本
　　（6）《布尔塞维克》
　　（7）共青团苏区中央局机关报——《青年实话》
　　（8）（《青年实话》副刊《少共国际师画报》
　　（9）苏区工人运动的号角——《苏区工人》
　　（10）《战斗》
　　（11）《少年先锋》
　　（12）（《时刻准备着》
　　（13）《列宁青年》
　　（14）《反帝战线》
　　（15）《反帝拥苏通讯》
　　（16）《加紧准备大检阅画报》
　　（17）（《互济画报》
　第二节　省委党和群团组织报刊
　　（18）《红旗》
　　（19）《福建省委通讯》
　　（20）《烈火》
　　（21）《福建红旗》
　　⋯⋯
第四章　红军运动?推动量，中国工农红军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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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革命根据地建设的呐喊者：苏维政府报刊
第六章　中央苏区报刊大事记
第七章　中央苏区报刊资料与研究
第八章　中央苏区报刊目录
参考书目与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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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岩声》是民国十二年（1923年）9月，由邓子恢、陈明、章独奇等人创办的刊物，在“改造旧社
会，宣传新文化”方面起了积极作用。
　　1942年，笔者与邻居邱长发的儿子泉三游玩时得知他家收存有《岩声》刊物，这是昔日龙岩进步
学者不畏权势，以文字为刀枪，揭露、鞭挞军阀、官僚、劣绅罪行的刊物，是人民喜爱的读物。
于是，我迫不及待地向长发伯商借其书。
长发伯思考良久，答允了我的要求，不过每次只能借一本，并教导，精读重点文章做笔记，有助提高
学习质量。
　　民国十二年上半年，驻岩赖世璜部队强迫农民种罂粟，征收烟苗捐，激起公愤，人民坚决抵制取
得胜利之际，《岩声》问世了，并适时著文歌颂人民勇于与时弊作斗争：“公理战胜，只是群众的功
劳，无论什么人都不敢冒领。
”对介入种罂粟为虎作伥之徒，文章痛斥：“乃竟出此甚为盗为窃之行为，以祸害全岩，是诚不可恕
也。
”读后令人振奋。
　　1944年笔者考取龙岩通信部门，短暂培训后，调长汀工作，临行前向长发伯辞行，他知道我爱读
书，喜欢《岩声》，特地将仅存的6本《岩声》赠送。
自此，我成为它们的收藏者，恐有散失，坚持与《岩声》相伴不分离，时时翻读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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