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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为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提供了重要的落脚点$之所以能提供这个落脚点$就是因为根据地的重

要领导人在创建根据地的时候注重文化方面的建设$通过文化建设来促进和巩固根据地的发展&基于这个原因$文章主要通

过文献研究的方法对根据地的文化建设进行研究&通过研究$得出根据地的文化建设在配合和促进根据地政权建设的过程

中取得了许多的成就$为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历史上具有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陕甘边根据地!文化建设!成就!作用

中图分类号!

I!&#

!!!!!!!!

文献标识码!

F

!!!!!

文章编号!

!"G@?$$"3

"

!"#$

#

"%?""#"?"A

HIJ

获取!

0;;

K

%''

:11

5

:.1

<

=2

L

()*+,-=M+

'

M0

'

2+N41=,:

K

1

!!

!"#

%

#"=##GG@

'

L

=2::+=!"G@?$$"3=!"#$="%=""&

1*%9,/!

7

"3-/0,/('0-"+&,(/),#"+!/(#+

;

,*%#G&"

(

&#+

,*%$%="0/,#"+'(

7

>'&%"39*''+?#.<'+&/>"(!%(

J;DK$"%&'<&

"

01

2

%3451#46

*

H%3A&>4

$

E634-L1>413?#&@13>&4

(

$

:&

(

%#$#"#!$

$

B-&#%

#

45&,('),

%

FU:;*,M;

%

P04/0,,+12ZE,+:)*49(-);2(+,*

<

U,:4,*4,

K

*(92N4N,:2

Q

+2.2M,+;72NN-4:;(

K

;(;04[(+

Q

Y,*M0

$

K

-,

<

4N,

7,

L

(**(-4.(*[(+

Q

Y,*M0

(

:92M;(*

<

=P04*4,:(+T0

<

:)M0,:;(

KK

-,M4M()-NU4

K

*(92N4N47

K

0,:2V4N;0427

K

(*;,+M4(.M)-;)*,-

M(+:;*)M;2(+2+M*4,;2+

Q

*49(-);2(+,*

<

U,:4,*4,:=C,:4N(+;04.,M;

$

;02:,*;2M-4:;)N24N;04M)-;)*,-M(+:;*)M;2(+(+;04

*49(-);2(+,*

<

U,:4,*4,:;0*()

Q

0-2;4*,;)*4*4:4,*M0,+N.()+N;0,;;04M)-;)*,-M(+:;*)M;2(+7,N4,M0249474+;:2+M((

K

4*,;2+

Q

,+N

K

*(7(;2+

Q

;04

K

(-2;2M,-M(+:;*)M;2(+:2+U,:4,*4,:

$

T02M0M(+;*2U);4N,-(;;(;04M*4,;2(+,+NN494-(

K

74+;(.;04

*49(-);2(+,*

<

U,:4=

6%

7

8"(!&

%

;04/0,,+12ZE,+:)*49(-);2(+,*

<

U,:4,*4,

!

M)-;)*,-M(+:;*)M;2(+

!

FM0249474+;

!

*(-4Z

K

-,

<

!!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在土地革命时期$以刘志

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为代表的西北共产党人在陕西

和甘肃边界地区领导广大工农红军和人民群众创建

的革命根据地$又叫陕甘苏区&其前后历经三个发

展阶段%*

#G&!

年底之前以甘肃正宁寺村原为活动

中心!

#G&&

年初至
#"

月以陕西耀县照金为活动中

心!

#G&&

年
##

月至
#G&@

年
!

月以甘肃庆阳的南梁

为活动中心&+

,

#

-在这三个发展阶段中$边区领导人

特别重视根据地的文化建设&他们用新的思想文化

来武装群众和党员干部的头脑$从而巩固和发展了

根据地$使其成为全国硕果仅存的一块根据地&这

也就为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提供了重要的落脚点$从

而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总体来

说$陕甘边根据地的文化建设伴随根据地的发展$取

得了一系列成就$在中国的革命史上具有重要的地

位和作用&

一"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文化建设的成就

#一$形成了一支独特的革命宣传队伍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地处我国西北$这里由于历

史的原因$常年受封建军阀的统治与剥削$经济很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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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乔怀丽%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文化建设

后$相应的思想文化观念也非常落后&刘志丹)谢子

长)习仲勋等领导人认识到要想在经济与文化落后

的地区取得革命成功$必须要加强这里的文化建设$

解放人们的思想&而在革命与战争的年代里$要在

落后地区进行文化建设$能做到的就只有向人们宣

传先进的革命文化$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因此$他

们在领导根据地开展军事斗争的过程中$就不断地

宣传党的先进革命思想$引导干部做好党的宣传工

作$从而在实践中形成了一支可靠的革命宣传队伍&

首先$根据地领导人特别注重进行先进革命文

化的宣传&刘志丹和谢子长等人在做兵运工作时就

通过宣传革命文化$做国民党官兵的思想工作来争

取他们为革命所用$后来在开辟陕甘根据地的过程

中$边开展军事斗争$边进行革命文化的宣传&其

次$宣传中采用多种多样的方式&为了使革命文化

能够快速得到群众的认同$刘志丹)谢子长提出通过

各种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形式$比如*陇东道情)平凉

曲子)陇东老曲子)快板)秦腔)眉户等文艺形式$编

写填上宣传革命思想的唱词和内容+

,

!

-来加强革命

理论和革命思想文化的宣传&后来$他们又在乡村

机关和学校广泛开展*列宁文化运动+$相继办起了

列宁室"俱乐部#和列宁会"周末文艺晚会或文娱活

动#$以文艺演出的方式进行先进革命文化的宣传&

最后$领导宣传与群众宣传相结合&照金时期$习仲

勋等领导人亲自深入到农村把党的方针)政策)和一

些先进的革命理论讲解给群众听$以此取得群众对

革命的认同&边区领导人还成立了雇农工会)贫农

团等组织作为革命的宣传队伍$来发挥群众宣传的

作用&南梁时期$文化委员长蔡子伟为了加强学生

的革命文化思想$在为学生编写教材时加入一些革

命思想$如*3马克思)恩格斯$世界革命二导师(!3拿

刀杀豪绅$拿枪打白军(+等&

,

&

-边区特委和苏维埃政

府还创办了/布尔什维克生活0刊物和/红色西北报0

等报纸来进行党的先进革命文化的宣传&

所以$该根据地在文化建设中形成了一支独特

的革命宣传队伍$随时随地将中共中央的革命思想

得到广泛的宣传$使得边区上下呈现出一片革命的

景象$推动革命不断向前发展&

#二$形成一条具有西北特色的革命道路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文化建设是在配合边区军

事斗争的过程中形成了一条具有西北特色的革命道

路$即在经济文化落后的西北地区$通过传播先进的

革命文化$促进边区人民思想解放$组织和动员群众

参加革命$以此来巩固根据地&

边区重要领导人学习毛泽东的*工农武装割据+

思想$吸取屡次兵变失败的教训$决定将革命发展与

组织群众)武装斗争)根据地建设结合起来$把毛泽

东的革命思想在陕甘边这块梢林地区得以实践&在

实践中他们根据陕甘边区的实际情况$注重发挥文

化的感染和号召作用$以争取更多的民众参与到革

命中来&刘志丹曾说%*革命是从没有人到有人$再

发展成千千万万大军$这都是靠做人的工作$我们团

结一个人$敌人就能少一个人&+

,

A

-为此$边区领导人

带领干部进行了一系列的文化建设措施$包括宣传

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创办报刊$兴办学校$对边区群

众进行社会教育&

通过宣传工作和社会教育$争取了民团)哥老会

等组织和边区群众参加了革命$增加了革命力量$在

此基础上发动了一系列武装斗争$开辟了苏区$建立

了陕甘革命根据地&从而使得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

能在西北地区得以成功实践$形成了一条具有西北

特色的革命道路$为中国革命新局面的开创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

#三$建立了一批革命教育基地

由于这块根据地地处西北偏远山区$所以文化

教育很落后$尤其是南梁地区$在边区苏维埃政府成

立之前$这里很少有学校&边区政府成立后$大力提

倡兴教办学&首先在荔园堡创办了第一所列宁小

学&*校舍是没收地主的房子$设备十分简陋$条件

非常艰苦&边区苏维埃政府文化委员会委员长蔡子

伟亲自为学生编写课本$这些教材完全是新的革命

内容$多采用顺口溜的形式$通俗易懂$朗朗上口$既

是文化课教材$又是政治课教材&+

,

@

-学校还开设了

军事课$以此来锻炼学生的革命素质&后来又在太

白)九只窑口等地也办了一些列宁小学&

早在西北反帝同盟军成立时$刘志丹)谢子长等

就在部队中开办了军政干部训练班$后来$在红二十

六军又成立了随营学校
#G&A

年秋$随着革命形势的

不断深入和发展$部队和地方都需要大批干部&于

是$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陕甘边革命委员会于
#G&A

年
#"

月初在荔园堡正式开办了红军干部学校$后改

为军政干部学校$这些学校为边区建设培养了一大

批优秀的人才和革命骨干$为中国革命做出了杰出

的贡献&

在战争与革命的年代里$列宁小学和红军干部

学校不但为革命的发展培养了大批革命人才$而且

传播了党的革命理论$成为边区重要的革命教育基

地$也为后来的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文化教育事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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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文化建设的历史

地位和作用

#一$推动了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建设

文化对经济)政治有重要的推动作用$陕甘边革

命根据地的文化建设就直接推动了根据地政治和经

济的发展&

边区领导人在开展军事斗争的过程中通过加强

边区的文化建设来解决政治上出现的一些问题&比

如$针对部队内部成分不好的问题$在部队内部加强

文化建设$进行思想政治教育!针对党的成分不好问

题$通过健全党内的文化建设$开展自下而上)自上

而下的自我批评的方法来加强党的建设&这样就实

现了边区部队与党在指导思想上的统一$从而避免

了一些政治上的混乱$这就为陕甘边地区政权的建

立做好了准备$从而推动了根据地政治的发展&

边区领导人在文化建设过程中$通过对群众进

行思想政治教育$启发了群众的阶级觉悟$使得广大

群众参与到土地革命战争中去&农民通过土地革命

战争获得了土地$生产的积极性得到极大的提高$直

接促进了边区生产的发展&再加上列宁小学又在教

法和教学内容上同群众生产)生活利益相结合$注重

对群众进行政治和科学教育&*针对当时群众不会

写字)不会写信)不会写地契)对联)路条)借条$不会

记账$算账$不会预防庄稼病虫害等情况$开设了应

用课)珠算课)自然课等$学习庄家栽培)纺线织布)

妇婴卫生)珠算记账)公文知识&+

,

%

-边区政府成立

后$又加强了根据地的社会教育$提高了群众的文化

水平&这些措施使得群众的文化水平得到了相应的

提高$他们掌握了一定的生产知识$直接促进了边区

经济的发展&所以$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文化建设

直接推动了边区经济和政治的发展$为根据地的巩

固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改变了西北地区文化落后的面貌

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立之前$这里的文化教

育非常落后$人们严格遵守封建落后思想文化所规

定的一系列落后的规定$男人留着辫子$女人裹着

脚&这里很少有学校$农民基本上都是文盲$能识字

的人不多$会写信的人更是少之又少&刘志丹)习仲

勋等领导人来到这里后非常重视这个问题$他们致

力于改变这里的文化落后面貌&习仲勋亲自深入到

农村开展文化宣传教育工作$刘志丹甚至亲自给学

生编写教材&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成立后$从革命发

展实际需要和边区实际建设的需要出发$针对不同

群体进行不同的思想文化教育&

针对干部成员$主要通过兴办红军干部学校来

提高部队的思想文化水平&刘志丹)习仲勋等领导

人在南梁荔园堡成立了陕甘边红军干部学校$刘志

丹亲自编写/军事教育大纲0作为部队军事训练的教

材!针对边区的成人$苏维埃政府加强对成人的文化

教育$在部分村庄办起了扫盲识字班!针对青少年儿

童$苏维埃政府创办了列宁小学$以解决贫困家庭孩

子的受教育问题&边区政府还特别注重加强农村的

社会教育$为此政府颁布了*禁烟)禁毒)放足的条

例$开展了以3劝破除迷信)劝诫赌博)劝诫吸食鸦

片)禁止买卖婚姻)劝妇女放足)劝男子剪辫子(为内

容的3六劝(活动&+

,

$

-用新思想)新文化教育群众$使

他们能够革除陋习$移风易俗&

通过上述的一系列文化举措$陕甘边的文化事

业蓬勃发展$各种民族特色文化活动也得到迅速发

展$各种文化宣传活动越来越活跃$极大地丰富了根

据地人民的精神生活&边区政府这一系列措施使边

区的社会面貌焕然一新$改变了西北地区落后的文

化面貌&

#三$为党中央奠基西北准备了条件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文化建设促进了根据地的

巩固与发展$为党中央和红军到达陕北$开展新局面

奠定了坚实的人才)群众和经济基础&

边区领导人重视根据地的文化建设$通过兴办

红军干部学校$为革命培育了大批革命主干$包括培

养了一批革命家$为党中央到达陕北后$开展抗日战

争新局面提供大批军事人才&通过兴办列宁小学$

使得许多穷苦人家的孩子也能上的起学$深得群众

的支持与拥护&再加上他们善于利用群众与国民党

地方军阀的矛盾$挨家挨户做群众的思想工作$创造

性的把革命思想编成一些地方民歌)曲调$深得群众

喜爱&这样的说唱方式使群众深入的了解到只有建

立苏维埃政权才能救中国$才能解放他们&这些文

化工作深得群众的支持$这就为党中央开展革命新

局面奠定了可靠的群众基础&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

文化建设又是在领导群众进行土地革命的过程中不

断发展起来的$通过文化建设启发群众开展土地革

命$在这一过程中$农民既得到土地$文化水平又不

断提高$所以生产的积极性就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从

而促进了根据地经济的发展$为中央红军的到来和

后期开展革命活动奠定了重要的经济基础&

#下转第
#&D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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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公民的生

命权和健康权更加难以保障&我国从改革开放以

来$经济有了长足的进步$但由于贫富差距)区域发

展不平衡等问题的存在$许多中下层的人民仍然存

在*药品可及性+的问题&古人说%居安思危$思则有

备$有备而无患&在当前我国公民*药品可及性+不

容乐观的情况下$*药品的微小修改+被授予专利$无

异于雪上加霜&为了公民的生命权和健康权$我国

相关部门必须具有忧患意识$密切注意*药品的微小

修改+被授予专利的发展情况以及在各国的实践$提

早制定对策以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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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文化建设融入到了

根据地发展的整个过程$以刘志丹为代表的共产党

人在领导人民群众进行革命的过程就是带领人民进

行文化的建设过程$所以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文化

建设的作用除了上述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

文化建设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革命精神$比如刘志

丹精神)照金精神)南梁精神等$其中最突出的就是

南梁精神&南梁精神概括起来就是%*恪守信念)矢

志不渝的奋斗精神!勇于创新)锐意进取的开拓精

神!忍辱负重)团结协作的大局精神!实事求是)勇于

纠错的务实精神!忠城于党)忠于事业的奉献精神!

建设苏区)勤政为民的公仆精神&+

,

D

-这些精神既是

在文化建设过程中形成$又丰富和发展了边区文化

建设的内涵$为西北地区的军事斗争和文化建设凝

聚了力量$提供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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