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誕辰120周年 系 列 之 二

量正能尋找
登上井岡山每個人心中

都有一個毛澤東。

對曾親眼見過毛澤東的老人而言，他

是「皮鞋上真的會打補丁」的領導

人；在其三歲孫女心中，毛主席

是一首聽見便會上口的紅

歌；對崇拜毛澤東的企業

家而言，毛主席則是必勝

精神的象徵，吃得了苦，

經得起磨難。在毛澤東誕辰

120周年前夕，他們不約而同地走

上井岡山。因為他們心中有一個共同

的「井岡山」：這是一個可以絕處逢

生的地方，這是一個能夠看到希望、

解決問題的地方。

■文/圖：本報記者 王逍、劉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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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歲的馬海池在同齡人中算是成功人士，他在河南做紡織行業多
年，如今已經把投資轉到了江西。雖然
一年內需多次赴江西，但都因為工作太
忙，無暇遊覽江西美景。然而在今年12
月，他卻無論如何都要上井岡山。

迷惘企業家 欲覓得啟示
「今年是毛主席120周年誕辰，我要

上井岡山，走一下老人家當年走過的
路。」馬海池是個忠實的「毛粉」。他
開一輛進口房車，車內掛着毛主席的畫
像。之所以選擇去井岡山，馬海池的理
由是：這是毛澤東帶領紅軍絕處逢生的
地方。他想要找尋那種「不愛錢」、
「有信仰」的正能量。「我的生意越做
越大，然而面臨的問題也越來越多，有
時會有些迷惘，不知道未來該怎樣做。」
1927年9月秋收起義失敗後，同樣34歲的毛澤東曾面臨着決定共

產黨存亡的抉擇：是繼續「不自量力」強攻大城市長沙？還是轉向敵
人力量薄弱的地區，保存力量另謀出路？
毛澤東作出了選擇。走進他曾工作和居住的茅坪八角樓，我們彷

彿能夠看到他當年思索的樣子。在這裡，他寫下了著名的《紅色的
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影響深遠的
著名文章。

井岡寓創新 反腐符國情
井岡山革命博物館黨史專家饒道良說，上井岡山，確定農村包圍
城市的路線是一個創新。「按照原來的老路走不通，走不通就要想
辦法。秋收起義後隊伍不足千人，再不去尋找新的路徑，可能共產
黨就不存在了。」
井岡山革命博物館，一幅巨型繪畫《井岡路》映入眼簾。不管從

哪個方向看，畫中的井岡山似乎始終處在你的腳下、始終上行。饒
道良表示，畫的寓意是，中國革命勝利的起點就在井岡山，這裡開
闢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正確道路。
「其實中國很多事情都是這樣走過來的，都是根據當時中國的情
況，不改革不行，不創新不行。」研究井岡山20多年的饒道良以現在
中央厲行反腐為例：「這是中國現有的國情決定的，要想進一步推進
改革，必須要把道路清除乾淨。」

走過挑糧小道
找回信仰力量

來到井岡山，必然要走
一趟「挑糧小道」。當年
井岡山地少人多，紅軍補
給困難。於是紅軍主要領
導人朱德和毛澤東便與戰
士一起，用扁擔挑着糧食
和菜蔬，一步一步運到山
上。當年的軍長朱德雖已
年逾四十，仍堅持親自挑
糧，並留下「朱德的扁
擔」美談。
馬海池也想走一趟挑糧

小道，無奈穿着皮鞋的
他，一看那麼狹窄陡峭的山路，便沒了勇氣。
此時正好有一組從福建過來參加紅色培訓的學員，大汗淋漓地從

山下往上爬。他們體驗的是從源頭村到黃洋界，全長3,000多米。
「很不容易，比想像的要難走的多。」一個學員氣喘吁吁地說，臉
上全是汗珠。走完這一段，他們用了兩個多小時。
「當年那麼艱苦的條件下，是什麼支撐了毛澤東、朱德還有他們領
導的士兵們？」幾乎每一個走過挑糧小道的人都會問這樣一個問題。
饒道良的回答是「信仰」。紅軍能夠依靠小米加步槍取得最後的

勝利，這需要的都是信仰的力量。

換上布鞋 勿當錢奴
「重走挑糧小道並不是讓大家放棄豐裕的物質生活，而是希望大

家能夠明白信仰的力量。」饒道良說，他研究井岡山20多年，讓他
感觸最深的是1928年一個紅軍記下的「不愛錢」的筆記。「當年不
少紅軍戰士家庭並不貧困，跟隨共產黨是追求一種信仰。」而發揚
井岡山精神，也並不是鼓勵大家放棄物質生活。「當年大家吃了那
麼多苦，就是為了現在能夠富裕起來」、「只是不要讓金錢把人束
縛了」。
聽了饒道良一番話，馬海池也不再畏懼挑糧小道。把皮鞋一脫，
換上一雙布鞋。「只要舒服就行，沒有必要追求太多表面的東
西。」此趟井岡山之行，馬海池似乎找到了自己企業下一步的發展
方向。

在歌詠比賽現場，徐有勝（化名）正在台
下認真地看表演，他所在的隊是最後一組出
場。每一組的表演他都要點評一番：這個指
揮的不錯，那個方陣很整齊……
徐有勝快到退休年齡了。如今他不經常在

井岡山住，大部分時間在深圳幫女兒看孩
子。但作為井岡山人，他卻是驕傲得很，尤
其他還親眼看到過毛澤東。1965年毛澤東重
上井岡山時，上五年級的徐有勝遠遠地看到
了毛主席，「他真的很樸素的，他的皮鞋上
真的打着補丁呢。」這是讓徐有勝記憶最深
刻的地方。

井岡山民歌家喻戶曉
當然，對於如今的年輕人而言，毛澤東離

他們有些遠，但井岡山的民歌還有毛澤東的
詩詞卻離他們很近。在這裡，每個學生都會
唱上一兩首井岡山的民歌，背上幾句毛澤東
的詩詞。如今徐有勝三歲的孫女便會唱「紅
米飯、南瓜湯」的民謠了。

而剛從深圳轉學到井岡山的初中生鄧迪
（化名）也「入鄉隨俗」，迅速「紅」了起
來。「在深圳不大會學這種歌的。但是這裡
這種氣氛滿濃的。」只是井岡山精神她還記
不太熟。「胸懷理想…勇闖新路…艱苦奮
鬥…敢於勝利…」。

在井岡山兩年
多的時間裡，毛
澤東不僅成功擊
退了國民黨軍隊
的多次進攻，成
功保全了紅軍實
力，更重要的是
贏得了民心，奠
定了堅實的群眾
基礎。

饒道良從事黨史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其父
親影響。新中國成立不久，他父親便加入了共
產黨。據他父親介紹，年輕時，他在深山住，
碰到一群士兵讓他帶路，父親就以為「死定
了」，把他們帶到指定地點後，沒想到他們不

僅讓他飽餐一頓，還安排人親自把他送回家。
後來，他的父親才知道，原來他們是紅軍，是
共產黨，是「埃」的兵。（「埃」是土家方
言，意思是「我」）。
當然，在饒道良的研究中，讓他印象深刻

的還有就是毛澤東語言的藝術。「毛澤東懂
得用老鄉們的話跟他們交流。」
1928年1月24日，臨近井岡山的遂川縣第
一次有了紅色政權，一兩萬工農群眾集會慶
祝工農兵政府的成立。為了讓《遂川縣工農
兵政府臨時政綱》能夠人人都懂，毛澤東用
通俗易懂的語言代替深奧的語句。比如，
「不虐待兒童」，改為「不准大人打小孩
子」；「廢除聘金聘禮」，改成了「討老婆
不要錢」等等。

與老鄉交流 毛澤東語言「親民」

「主席的皮鞋真的有補丁」

「千里來尋故地，舊貌變
新顏。到處鶯歌燕舞，更有
潺潺流水，高路入雲端。」
儘管48年過去了，但用毛澤
東1965年重上井岡山寫下的
這首詞來形容現在的井岡山
仍然非常貼切。
走進井岡山中心景區茨坪

紅軍北路，兩邊是筆直高聳
的水杉樹，中間掛滿了紅燈
籠與「迎接毛澤東誕辰120周年」的紅色
條幅。與這「紅」相映襯的是井岡山透
亮透亮的「藍天」。這一時期，內地大
部分地區「十面霾伏」，惟這裡還是
「藍藍的天」，從未受過「霾」的困
擾。
「這是因為井岡山森林覆蓋率高，負

氧離子含量也高。」陪同記者的井岡山
宣傳部工作人員驕傲地介紹。
在漢白玉毛主席雕塑前面，一群穿着

紅軍服的井岡山某鄉鎮工作人員正在排

練歌曲。據他們透露，為迎接毛澤東誕
辰120周年，該市正在舉行歌詠大賽。

舊貌新顏 農家樂火爆
改變的不只是井岡山的容顏，井岡山

人的生活也發生了巨大的改變。「紅米
飯南瓜湯，秋茄子味道香，餐餐吃得精
打光。」原本是困難時期的「苦飯」，
如今卻成了井岡山遊客必點的一道特色
菜。依托着井岡山景區的火爆，井岡山
人或搞起了農家樂，或賣個當地土特

產，日子過得也是紅紅火火。
在景區，記者看到了一位正在編草鞋

的李大爺。「半個小時能編一雙」，李
大爺邊編邊向記者介紹。單是拿在手
中，草鞋都顯得很扎手。「這怎麼穿
啊？」記者不禁問。李大爺笑起來，現
在哪有人穿啊，都是買回去當紀念品
的。不像他小的時候，上學遇上下雨天
連草鞋都不捨得穿，都是把草鞋夾在腋
下，光腳走路，到學校了把腳擦乾淨了
才肯穿上。

■馬海池（左）專程到井
岡山找尋正能量。

■■李大爺在毛澤東舊居裡編草鞋李大爺在毛澤東舊居裡編草鞋。。

■來自福建的學員重走挑糧小道。

■饒道良（左）接受本報記者採訪。

■井岡山舉行歌詠比賽紀念毛澤東誕辰120周
年。

■■井岡山到處都洋溢紀念毛井岡山到處都洋溢紀念毛
澤東誕辰澤東誕辰120120周年的氣氛周年的氣氛。。

■■井岡山的標識井岡山的標識。。

12月份原本是井
岡山的旅遊淡季，
但無懼寒冬進山的
人卻絡繹不絕，他
們大部分是來接受
「紅色培訓」的。
據介紹，井岡山

旅遊中心及時策劃
了「群眾路線教育
紅色培訓」。該課
程按照十八大後中
央政治局定出的
「照鏡子、正衣
冠、洗洗澡、治治
病」的總要求，旨
在用中國革命歷史
的鏡子，從信念、

民心、名利、作風、勤
政、廉潔、紀律等七個方
面引導學員對照檢查，學
習思考，自我淨化，自我
提高，在歷史中吸取經
驗，獲得啟示。

企業人員 重點客源
來自井岡山旅遊中心的

數據顯示，僅井岡山幹部
教育學院，截止到目前為
止便接待紅色培訓70多批
次，參與培訓人數近萬
人。據估計，整個井岡山
接待有1萬多批次，10萬
餘人接受培訓。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越

來越多的企業也加入到
「紅色培訓」的隊伍中
來，而這也將是井岡山下
一步重點要培育的潛在客
戶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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