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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革命所场起的尘埃虽早已落定，但对它的追溯与探讨却远没结束。
在农村那块广袤的土地上，中国共产党得以生养、发展并壮大，没有农民的参与和支持革命断无可能
取得胜利，这一点毫无疑问。
农民为何参加革命？
“为胜者书”的向例使历史与真相分道扬镳。
作为革命的主力军并在革命胜利后成为新中国法理上的主人，农民理当具有积极的革命意识，而农民
革命的滚滚洪流也冲没了他们当初的怯懦、犹豫与退缩。
同时，一种必然的因果联系的探讨也让人们陷入泥沼，徘徊反复于其中而无力走出。
因是之故，这个过去本是不言自明、已成定论的问题，现在反而最有争议，各家莫衷一是、歧见杂存
。
    从1927年举起武装反抗的大旗到1929年底，共产党已在各个偏远山区建立起大小15个革命根据地，
并站稳了脚根。
其中有得有失，道路婉转曲折。
而在后人对失与得、曲与直的相较中，“失”与“得”成隔离的两面，“失”则空无一物，“得”则
高瞻远瞩。
对所走的道路毛泽东后来进行了系统的理论解说，但在他放弃攻长沙而引兵山区、开始走出一条创建
乡村割据的道路时，是否就在这种理论支撑？
如果没有，导引这种革命运行的逻辑又是什么？
    军事力量的强弱是割据能否成功的关键，而它的发展状况也是党在的割据区域内政治、经济、文化
诸项工作的集中反映。
刚开始，农民愿意加入本地的农民或赤卫队而不愿意加入红军，其中固然有浓厚的地方主义观念影响
，但红军与当地社会的联系不足亦是一个重要原因。
如同农民对因革命运动而产生的乡村精英们的接受需要一个过程一样，当红军与当地社会的联系越来
越密切后，他们不愿意加入红军的情况也逐渐发生改变。
当由主力红军、地方武装和民兵所构成的相互补充的武装组织的等级结构逐步形成后，也标志着中国
共产党在乡村的深入获得了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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