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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金叶坪镇朱坊村，古老的祠堂在村里

一栋栋新修的小楼房中尤为显眼，这里是中

央红色医院旧址，讲解员钟丽婷正在向游客

讲 述 中 央 苏 区“ 红 色 华 佗 ”—— 傅 连 暲 的

故事。

傅连暲，1925 年起在福建长汀福音医

院任院长。早在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

斗争之初，傅连暲就表现出对革命事业的坚

定支持。1927 年，傅连暲冒着危险，以福音

医院为中心成立了“合组医院”，紧急救治南

昌起义部队的 300 多名伤病员，所需药品全

部由福音医院无偿供给。

1932 年 10 月，毛泽东去福建长汀看望

刚生下孩子的贺子珍并留下来养伤，被安排

在福音医院休养，得到了院长傅连暲的精心

治疗。次年初，国民党反动派加紧了对中央

苏区的“围剿”，毛泽东要回瑞金，傅连暲当

即表示要跟着一起去瑞金。

在毛泽东的倡导下，1933 年初，傅连暲

放弃了福音医院月薪 400 银元的丰厚待遇，

毅然投身革命，来到了中央苏区，并将他历

年积购的价值 2000 多元（上海时价）的医疗

器械和药品捐献给了革命事业。

中央红色医院旧址展厅内的展板上，中

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原校长钟有煌

的一段话，记录了傅连暲当时“搬医院”的细

节：“我去参观医院，首先看到的桌椅、板凳、

病床、病房用具，又看到药品器械、诊疗仪

器、药架、书架等，无一不是从汀州搬来的。

可以说除了地皮、房子搬不动外，连手术室、

诊疗室和药房的玻璃门窗、百叶窗都卸下一

并搬到瑞金来了。”

中央红色医院成立后，因设备较为先

进，医务人员水平较高，成为中央苏区规模

最大、医疗水平最高的医院。傅连暲医术精

湛，救治过很多红军伤员，深得苏区军民信

赖。毛泽东曾说：“我们现在也有华佗，傅医

生就是华佗。”

除了承担医疗救治任务外，中央红色医

院还开办了红军卫生学校，先后培养了 686
名医学人才。

从福建长汀到江西瑞金，从福音医院到红

色医院，以傅连暲为代表的一批中央苏区的

“红色医生”为革命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我们现在也有华佗，傅医生就是华佗”
本报记者 周 欢

1931 年 11 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

瑞金叶坪召开。走进红都瑞金，所有人都会被那段可

歌可泣的红色历史所震撼。

2019 年 5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江西时指出，要

深刻认识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

敢教日月换新天

1927 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迅猛发展，使得蒋

介石南京政府加紧对井冈山的“会剿”。1929 年 1 月，

为了打破困局，毛泽东主持召开柏露会议，作出红四军

主力下山，红五军和红四军余部留守井冈山的决定。

1929 年 1 月 14 日，毛泽东、朱德、陈毅等率红四军

主力 3600 多人离开了井冈山根据地，踏上了转战赣南

的艰难行程。

红四军主力下山后，连连遭到敌军的围追堵截，先

后在赣南大庾（今大余）、寻邬（今寻乌）等地与敌军反

复周旋一月余，直到农历除夕抵达瑞金城北 30 公里的

一个小山村——大柏地，决定利用这里南北长约 10 里

的峡谷打一个伏击战。

“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如今再回到大柏地

前村（原名杏坑村），一幢百余年历史的民房墙壁上，激

战的弹痕依旧清晰可见。

大柏地之战，红四军取得了离开井冈山以来的第

一个重大胜利，彻底打垮了尾追多日的国民党军，在瑞

金站稳了脚跟，被陈毅称之为“红军成立以来最有荣誉

之战争”。

1930 年秋到 1931 年秋，蒋介石调动全国的反革命

军事力量，开始了对红军的三次“围剿”。

“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

席。”敌人来势汹汹，我军巧妙应之。红军在毛泽东、朱

德的指挥下，三次“诱敌深入”，粉碎了敌人的“长驱直

入”和“步步为营”，痛快淋漓地打破了三次“围剿”。

反“围剿”胜利后，主力红军南移至瑞金一带，拔除

了许多地主武装盘踞的“土围子”。其间，又攻占了会

昌、寻邬等县城，使赣南、闽西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了

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

1931 年 11 月 7 日至 20 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

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

央政府成立。

这里是许多个“第一”的诞生地：第一个全国性红

色政权在这里创建，第一部宪法大纲在这里颁布……

苏区精神传天下

在叶坪中共苏区中央局旧址所在地，陈列着一张

珍贵的照片。那是 1931 年 11 月“一苏大”召开时，中央

局 7 位委员的合影。他们衣着简朴，眼神坚定。

走进“一苏大”会场叶坪谢氏宗祠，可以看见厅堂

两厢被木板隔出 15 个小房间，这就是中华苏维埃共和

国临时中央政府的办公场所。每个十来平方米的小房

间，便是一个部委的办公室。可就在这么简陋的条件

下，苏区干部艰苦奋斗，积极开展工作。

苏区建立了乡、区、县临时性的政权机构——革命

委员会，实行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度；先后颁布包括宪法

大纲、行政法规、刑法、民法等在内的 120 多部法律、法

令；重视文化教育发展，创办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等教

育机构，创办《红色中华》等报纸杂志……

为严明法纪，1933 年 12 月，临时中央政府颁布了

《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训令，这是中国共产党成

立以来颁布的第一部反腐败法令。据统计，仅在中央

机关就严厉查办了贪污分子共 42 人。当时中央审计

委员会在总结节省运动的审计报告中写道：“我们可以

夸耀着，只有苏维埃是空前的真正的廉洁政府。”

1933 年 4 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从

瑞金叶坪搬迁到沙洲坝村，毛泽东在这里居住期间，开

展了长冈乡和才溪乡的调查，先后写下了《必须注意经

济工作》《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著作，提出

“要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

们呼吸相通的”。

“哎呀嘞……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

……”叶坪景区讲解员黄露芬是客家妹子，开嗓唱起客

家的山歌，清亮的声音悦耳动听。这是一首当时广为

传诵的红色歌谣，反映了苏区干群鱼水相依的深厚

情谊。

中央苏区发展到鼎盛时期，辖有江西、福建、闽赣、

粤赣等 4 个省级苏维埃政权，60 个县级苏维埃政权，总

面积 8.4 万平方千米，总人口 453 万人，党员总数超过

13 万人，红军总人数 12 万余人……

这里是一片希望的热土。毛主席曾经在“二苏大”

会上这样总结，“谁要跑到我们苏区来看一看，那就立

刻看见是一个自由光明的新天地。”

为有牺牲多壮志

1933 年 3 月，周恩来、朱德等运用和发展以往反

“围剿”的成功经验，从实际出发，取得了第四次反“围

剿”的胜利。国民党反动派四次“围剿”都未得逞，1933
年 9 月，蒋介石任总司令，调集 100 万军队，向根据地发

动疯狂的第五次“围剿”。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苏区范围日益缩

小。1934 年 4 月下旬，会昌筠门岭、广昌相继失守，中

央苏区的南北大门门户洞开，红军在内线打破第五次

“围剿”的希望日趋渺茫，不得不决定开始长征。

9 月 29 日，张闻天在《红色中华》上发表《一切为了

保卫苏维埃》的重要文章，指出红军必要时应当“突破

封锁线转移地区”作战。

10 月 10 日晚，中央红军开始实行战略转移。中共

中央、中革军委机关也由瑞金出发，向集结地域开进。

10 月 16 日，各部队在雩都河以北地区集结完毕。从 17
日开始，中央红军主力五个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

属部队共 8.6 万余人，踏上战略转移的征途，开始了著

名的长征。

在扩红运动中，赣南苏区到处涌现母送子、妻送

郎、兄弟相争上战场的动人场景，赣南人民不仅送出了

最优秀的儿女，还节衣缩食，节省每一块铜板支援革

命。据统计，中央红军长征前，瑞金人民一共认购革命

战争公债和经济建设公债 78 万元，支援粮食 25 万担，

捐献银器 22 万两，连同存在苏维埃国家银行瑞金支行

的 2600 万银元，全部奉献给了中国革命……

当年仅 24 万人口的瑞金，一共有 11.3 万人参军参

战，5 万多人为革命捐躯，其中 1.08 万人牺牲在红军长

征途中。在瑞金，留下姓名的烈士有 17166 名。

叶坪的红军广场，一片静谧肃穆，眼前高耸的红军

烈士纪念塔，状如炮弹，镶满小石块。塔的正前方地面

上用煤渣铺写着“踏着先烈血迹前进”8 个苍劲大字。

如今，瑞金每年要迎来几十万游客。 2017 年夏

天，一位福建老人在他儿子的陪同下，来到叶坪红军

广场参观。听闻纪念塔中唯一完整的“烈”字，是一

位大娘冒着生命危险抬回家中给保护起来，只为纪

念像小儿子一样在战场壮烈牺牲的烈士时，老人老

泪纵横。原来，老人的父亲也是牺牲在长征途中的

革命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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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金总是给人以感动，给人以震撼。

一代领袖人物，无数英雄豪杰，怀揣着

党的初心，肩负着民族的希望，在红土地上

留下了一串串深深的足迹。

在以红都瑞金为中心的原中央苏区红

土地上，无数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

以坚定信念、求真务实、一心为民、清正廉

洁、艰苦奋斗、争创一流、无私奉献为主要内

涵的伟大苏区精神，撒播了薪火相传的红色

火种，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壮丽诗篇。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苏区时期，仅 24 万人口的瑞金，竟有 11.3 万

人参军参战，5 万多人为革命捐躯，其中 1.08
万人牺牲在长征途中，瑞金有名有姓的烈士

就有 17166 名——一组组数字，连缀起一个

个前仆后继的身影，怎能不让人动容？

凝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旧址，我们分明看到的是：新生的“人民共和

国”，正大踏步地向我们走来。

触摸红军烈士纪念塔的碑文，我们分明

感受到的是：共和国大厦的基石，正是无数

优秀中华儿女的血肉之躯铸就。

品一口沙洲坝的“红井”水，喝一碗赣南

“无盐汤”，我们感受的是党同人民群众风雨

同舟、同甘共苦。

最后一碗米送给红军，最后一尺布送给

红军，最后一块木板献给红军，最后一个儿

子送去当红军——这些历经风雨、字迹斑驳

的标语，背后原本就是一个个鲜活的故事，

历久弥新。

循 着 先 辈 们 的 足 迹 ，走 进 瑞 金 ，感 悟

初心。

走进瑞金，就是走进了红色历史，走进

了人民，更是走向了未来。

“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大柏地的

枪声永不忘怀，历史的车轮已驶进新时代。

从红军广场到天安门广场，从红军烈士

纪念塔到人民英雄纪念碑，从瑞金到北京

——90 年前的伟大预演，启示着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实践。

红色基因需要一代一代赓续，英雄篇章

正在一代一代书写。

热血依旧，砥砺前行。

红都不朽，初心永恒。

永远的红都
郑少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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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瑞金沙洲坝红井旧址。 本报记者 王 丹摄

图②：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内景。 本报记者 朱 磊摄

图③：游客在叶坪革命旧址群参观毛泽东同志旧居。 杨友明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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