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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既指把马克思主义

的基本原理、基本观点通俗化、具体化，使之能够更

好地为人民大众所理解、接受和运用；也包括把各

个时期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各项方针

政策在广大的人民群众中的普及和有效实施。

九十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四军在偏僻落

后的川东北地区建立了土地革命时期全国第二大

革命根据地。从红四军主力1932年12月9日到达

秦岭南麓城固县的两河口，到1935年4月强渡嘉陵

江战役，川陕革命根据地先后存在大约两年半时

间。根据地在最鼎盛时期，面积达到42000多平方

公里，人口500多万，建立了23个县和一个市的苏

维埃政权，红军由入川之时的14000人发展到80000

人。数百万川陕儿女紧跟共产党，无怨无悔地投身

于革命事业，几十万人用鲜血与生命铸就了马克思

主义大众化的历史丰碑。本文试图探讨以红四军

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

的种子播种在西部落后地区贫苦大众的心中，从而

获得人民对革命的积极支持和广泛参与。

一 关心民瘼，争取民心——马克思主义大众
化的基础

川东北地区背靠川陕交界的米仓山和大巴山，

境内崇山峻岭，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工业经济和

商品经济很不发达，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据统治

地位。自1920年四川实行防区制开始，刘湘、田颂

尧、刘存厚等大大小小的军阀把持四川，军阀混战

连年不断，横征暴敛，捐税如麻，人民处于水深火热

之中。

红四军入川占领的第一个市镇是通江县的两

河口。红四方面军到来时，这个小镇上的大多数地

主绅商已逃走，乡下的农民大半照旧在山林里劳

作。 红四军的几个主要领导亲自走访了没有逃走

的人，了解了川北地区的政治和军事行情。得知军

阀田颂尧的虐政和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已经把川

北地区搞得天怒人怨，各级官绅也多是贪得无厌之

徒，土地集中的情形十分严重。“这一带的乡绅、军

官、放债者以及吃衙门饭的人也和田颂尧一样的丧

尽天良。地租多系铁租，无论收成如何，不能短少

分毫。借款利息更是重的可怕，按月对本对利的是

常事，按年对本对利的还算是很轻的了。”［1］280针对川

北地区的实情，红四军草拟了《红四方面军的入川

纲领》宣布废除苛捐杂税，减租减息和保障人民的

安全，并废除一切笞刑和体罚。

鉴于红四方面军初到川北，人民不知其底细大

多采取观望态度。红四方面军尽力关心群众利益，

改善与群众的关系，争取群众的信任，使他们相信

红军、相信共产党。例如，红四军进发到通江县的

瓦斯铺时，为了离间红军和当地人民的关系，军阀

田颂尧派人纵火烧镇，并嫁祸于红军。当火灾发生

时，红军果断、勇敢地地投入了救火工作，并有好几

个战士因为救火而受了伤。“红军英勇救火，大家有

目共睹。这个消息立即传遍各处，从此各乡镇的老

百姓，不再相信红军杀人放火的谣言，看见红军再

也不逃避了。”［1］284

近代中国西部地区盛产鸦片，川东北地区的鸦

片在全国闻名。军阀官僚政府为了征收重税，强迫

农民普种鸦片。当时四川是全国产鸦片最多的地

区，尤以川东北更突出。通、南、巴地区的烟田约占

土地面积的30%～40%，都是上等良田。“宣汉最肥

沃的南坝区被誉为“川东美芙蓉”的产地，全年产鸦

片7万担。”［2］16川东北地区鸦片成灾，农民不但广种

鸦片，而且男女老少吸食鸦片成风。“据不精确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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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成年男子90%以上吸食鸦片，壮丁几乎找不到

没有烟瘾的。连十二三岁的小孩子也有不少染上

这种嗜好，成年妇女吸烟者约占70%。鸦片也成为

敬神的祭品，我看见许多庙里的菩萨的口唇上，都

被善男信女涂上鸦片烟。”［1］280鸦片成灾不但严重地

影响到人民群众的生活和身体，而且也直接关系到

部队收招士兵的战斗力。红四军占领通江县城后，

立即开始戒烟。正是通过戒烟运动，红军获得了广

大贫苦人民的支持，特别是这个地区的妇女对革命

的热情和积极参与，比国内同时代的其他革命根据

都要明显。

与民分利，是红军改善与人民关系的第二个行

之有效的办法。川东北地区贫富分化相当明显，穷

苦人民终年缺吃少穿，粮食多集中在一些被称为

“绅粮”的地主豪强手中。红军每每要去打“绅粮”

的粮食时，都会带上穷困百姓，行动成功后也分给

他们一些粮食。“我军去打“绅粮”时，总有老百姓背

着箩筐，蜂蛹地跟着一道去，形成一个热闹动人的

场面。这些老百姓每次在我们征发得了粮食时，都

能分得三四十斤粗粮。我们因此获得了当地多数

人民的支持”。［1］285

根据地建立后，颁布法令废除一切封建土地所

有制，分配给贫苦农民和其他需要土地的人。广大

农民群众为保卫已获得的各种利益而响应党的号

召，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二 加强党员和红军战士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教育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根本
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大精深，不同国家的不同时

代的共产党人总是根据实际革命和建设的需要，对

马克思主义有重点、有选择地学习和传播，中国共

产党也不例外。革命求生存、摆脱国民党反动派的

追杀并谋求自身的发展壮大，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最大和最主要的军事政治任

务。所以，川陕革命根据地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主

要围绕以军事战争为中心，着力传播阶级斗争理

念，发动农民群众仇视地主军阀，积极支持党和红

军领导的革命战争。

党员和红军战士是根据地的基干，是红军能否

在军事斗争中打败众多四川地方军阀们的战斗部

队。虽然军事形势非常紧张，中共川陕省委和红四

军总政治部丝毫没有放松对广大党员和红军战士

的马列主义理论教育，并把红军的思想政治教育作

为提高军事战斗力的重要方面来抓。红四军总政

治部出版了《干部必读》，发表文章总结党政方面的

经验教训。中共川陕省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通过

《组织问题决议案》，要求党员提高理论学习，党员

首先要学习什么是共产主义、共产党，宣传部要多

编印各种由浅入深的理论小书，以供党员的研究材

料。《党员须知》讲清了党的性质、党的领导人物、党

员与党的关系等重要问题，在军队和党员中宣传普

及了马克思主义。

随着根据地迅速扩大，红军人数激增。加强对

广大新兵的马列主义教育显得尤为重要。新增战

士出生贫苦农民家庭，从小就被剥夺了读书识字的

权利，绝大部分新战士都是文盲。部队普遍开展了

识字运动，在对广大士兵进行马列主义教育的同

时，提高他们的识字水平。使他们能够看懂通俗浅

显的革命刊物，从而在新增军人中扩大了马克思主

义大众化的实际效果。各军政治部编印了多种战

士必读物，如《红色战士必读》、《红色战士必读本》、

《红色战士丛书》以及《红军须知》等，要求所有红军

战士：“战斗员、司号员、炊事员、饲养员、运输员等

都必须参加学习”。［3］32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对战士进

行政治教育的教材在编写上完全按照接受对象的

实际水平，把广泛深刻的政治内容写得浅显易懂，

使之易学易懂，能结合斗争实际，并能在实际的生

活和斗争中用得上。

红四军组织编写了针对新战士进行军事教育

和政治教育的《红军新兵基本训练纲要》和《精神教

育》，作为新战士教育的必修课。一方面训练他们

基本的军事战争素养，另一方面通过精神教育，启

发新战士的阶级觉悟和阶级意识，懂得他们是为维

护自己的利益而战。特别是红四军的《精神教育》

有几点很值得我们今天的政治教育和宣传工作者

借鉴：提供的学习材料简明扼要，联系实际；事先把

要讨论的大纲发给训练者，教员和学员都在课前做

好充分的积极的准备；采用启发式教学，有问答，有

讨论，而不是满堂灌的填鸭式灌输等方式。

三 建立以共产党员为核心的各种群众组织，

作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教育的的辅助机关
川陕革命根据地能否存在和继续发展，关键在

于群众的支持和发动情况。在紧张激烈的战争环

境中，党和红军的力量不可能把苏区的一切工作全

部包揽在自己身上。中共川陕省委为了发动群众

参加革命斗争，非常重视群众组织工作，共产党员

成为了群众社团的灵魂。“除党团外，在群众组织

中，还建立有共产党和共青团的组织，他们在工作

中起到的骨干、核心作用。”［4］85群众组织的工作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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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宣传激发穷苦大众的阶级斗争意识，鼓动他们

积极参加革命和生产、英勇保卫革命根据地。明确

要求青年团要“领导和团结无数的青年工农，继续

不断的、凶猛的参加红军地方武装。各乡各村都要

组织读报班、识字班及成立青年俱乐部来做广泛的

宣传工作”。［5］297-298

川陕边区的工业极度落后，各县只有一些手工

作坊和小型工厂，各类工人和农村雇工、水手工人、

手工业匠人及学徒店员总数不到15万人。川陕革

命根据地建立后，建立了工人组织，把零星、分散的

各业工人集中起来成立了省工会。并于1933年3

月在通江县城召开了第一次全省工人代表大会，到

会代表400人，历来毫无社会政治地位的妇女有数

十名代表参加了会议，极大地调动妇女们的革命积

极性。正式成立了川陕省总工会，雇工罗代舟任青

工部长，童养媳李远清任女工部长。总工会号召工

人参加生产，保卫苏维埃政权，粉碎军阀围攻。

把广大的青少年全部组织起来。16岁-23岁的

青少年一律加入少先队，站岗放哨，戒严肃反，配合

红军行动。要求每个青年团员加紧学习军事和文

化知识，做扩红、抗敌的急先锋。“共产青年团要领

导成千成万的劳苦青年群众，为赤化全川陕而战，

争取苏维埃的中国。每个团员要领三个青年群众

去参军”。［6］629

近代以来川陕边区是中国鸦片的重灾区之一，

男人大半吸食鸦片，体质十分羸弱。川陕边区的妇

女不但要遭受“三从四德”等封建礼教的束缚和迫

害，还要承担承重的体力劳动。“要吃四川饭，婆娘

打前站”，是川东北农村妇女悲苦命运的生动写

照。川陕革命根据地建立后，为了发动妇女参加革

命，并改善她们的生活，在乡下成立了直接受各级

党委领导的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作为组织、发动、

教育妇女的指导机关。启发妇女的阶级意识，向她

们宣传婚姻法（根据地政府自制的），组织她们唱

歌、学习文化。被组织起来的广大妇女们做鞋袜支

援红军，进行扩红宣传，运输军用物资和战利品，参

加生产、调查恶霸等工作，有力地支援了前线的军

事战争。

四 组织、建立完善的宣传机构，作为马克思

主义大众化强有力的工具
川陕革命根据地处于特殊的战争年代，军事始

终是他的中心工作。为了扩红和发动群众支持革

命战争众的需要，川陕省委和苏维埃对宣传工作十

分重视，宣传机构十分发达。省委宣传部设有几个

工作队。工作队成员有200余人，大多由青年妇女

构成，主要任务是宣传党和红军的政治主张及扩红

工作，遇到纪念日就挨家挨户进行宣传，个别谈

话。他们还根据川东北地区盛产优质石材的独特

地理环境，组建了一支由20名石匠组成的錾字队，

专门负责用铁锤钢钎在城墙、石岩、石碑上刻写政

治口号和标语；组织10人的粉笔队，专门负责在各

个墙壁上写标语口号；组织贴发队，专门负责将写

好的标语、传单和报纸、布告等到处张贴；“木工组

由木匠将木板刨光，用墨汁写上标语口号和各种法

令，用桐油封好，将木板钉在街上醒目的地方，或放

入河流，向白区群众宣传苏区情况。”［4］285

各县委宣传部设有脱离生产的专职宣传队和

临时宣传队，宣传队有3到5个人。各区还设有受

县专门宣传队指挥的临时宣传队。各宣传队紧密

结合党和政府在特定时期的中心工作，向群众宣传

土地革命政策，鼓动群众自己主动起来发动和参与

土地革命，并积极参加革命保卫土地革命的胜利果

实；把革命战争的胜利消息及时通报给人民，鼓动

他们树立胜利的信心；宣传妇女解放，发动妇女参

加革命斗争也是宣传队的重要工作之一。

鉴于贫苦的人民群众文化水平低，难以接受高

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各宣传队就尽量把马列主义

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本土化、简单化，以老百姓能

够接受、乐于接受的方式向他们传播，如“谁是世界

上的创造者，只有我们劳苦的工农。”“斧头劈开新

世界，镰刀割断旧乾坤”等至今还保存完好的石刻

标语。这些石刻标语随处可见，与群众的日常生活

融为一体，成了群众经常学习马列主义，了解党的

政策的好材料。

唱山歌是山区农民缓解悲苦生活压力的一种

方式，山区农民大都喜唱山歌。宣传队利用当地老

百姓熟悉的山歌、民歌、秧歌、小调等曲谱，填上所

要宣传的内容，由宣传队和各级机关人员教唱。红

色歌谣题材、内容极为丰富。有的歌谣表现劳动人

民悲苦的生活，来激发他们的阶级意识和对地主、

军阀的仇恨，如：“一无土地二无牛，夜夜石头当枕

头”，“年年拖帐没得钱，顿顿吃饭没的盐”。有些歌

谣热情地表达了人民对共产党的红军的期盼，如

“盼星星，盼月亮，盼着救星共产党”，“梦见红军打

胜仗，穷人翻身有指望”。［7］此外，剧团也成了川陕革

命根据地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媒。根据地

各级政府都成立了相应的剧团，川陕省委成立了工

农剧团（又叫蓝衫剧团、新剧团），巴中、通江、达县、

苍溪等县也先后成立了县剧团。剧团以话剧、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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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活报、川二簧和歌舞等形式，向人民宣传阶级斗

争、揭露反动军阀，并号召人民群众支持、配合红

军。如川剧《刘湘投江》、《田颂尧自叹》、话剧《慰

问》、歌剧《送郎当红军》等都很受群众的欢迎，宣传

效果很好。

五 通过系列的速成文化教育来传播马克思

主义理论
川陕边区的贫苦人民文盲率高达90%以上，人

们非常渴望能读书识字。虽然川陕苏维埃的中心

工作是军事战争，但他们对根据地人民的文化教育

工作也高度重视。川陕省苏维埃政府成立了专门

主管文化教育事业的文化教育委员会，文委会由学

校教育局、社会文化局和国家出版局三部分构成。

县、乡、村苏维埃也都设有分管文教的委员会，层层

有人负责文化教育工作。

虽然川陕革命根据地存在时间不太长，但是他

们的学校教育系统确是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举办

了从列宁小学、中学到各种专科学校等一系列的由

低级到高级的学校教育。川陕省委提出普及儿童

教育和农村青年教育，要求各县建立列宁学校。一

切文化教育机关，都由工农劳苦大众掌握，工农子

女有受教育的优先权。在经济条件非常艰难的情

况下，当时的列宁小学却能做到真正的义务教育。

上学不但不要钱（纸张、课本、笔墨均由苏维埃政府

提供），而且离家远的学生一日三餐的生活都由苏

维埃供给。为了节省办学经费，列宁小学的教师由

红军的伤病员担任，不足的就聘请当地穷苦的知识

分子担任，苏维埃政府不但管所聘乡村教师的吃

穿，还派人代耕他们的田地，使他们没有后顾之忧，

能安心教学。各区乡的教师由区乡政府供给基本

生活的薪水，苏维埃针对模范教师发给一定的奖

金。人民群众对接受教育非常积极。红军解放巴

中后18天，各乡村的民众小学就成立了20余所。

随着革命根据地的扩大和发展，列宁小学在各县区

乡先后普遍建立，甚至一些村也办有列宁小学。“列

宁小学的教育包括文化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军事

锻炼3个方面。”［4］262

文化课国语教材全部用新编的，既是国文教材

又是政治课本，把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融化在

日常的教育活动中，起到了润物细无声之功效。课

程编写内容简单明了，可读性强。每一课的教学内

容简单明了，都与他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易学

易懂，把阶级斗争思想融化在日常生活的观察中。

如初级识字课本第三课: 手能做工；第八课 ：世界上

有两种阶级，一种是剥削阶级，一种是被剥削阶

级。儿童团的站岗课本第一册，每五个字一句，朗

朗上口，便于记忆，意思浅显易懂，斗争性强。如：

我们童子团，放哨要戒严。穷人分田地，富人不甘

心。派些反动派，进来当侦探。希图探消息，破坏

我政权……。少先队以《革命三字经》作为课本，如

“擒刘湘、邓李罗、灭田杨，除众恶。赤化了，全四

川，享太平，乐安然。”学生既能识字学习，又能站岗

放哨、看路条。

为了适应苏区建设的需要，还开办了医学班、

农事学校、经济训练班等，培养医学和农业及经济

发展所需人才，以及教师培训班，为苏区培养了大

批的小学教员。总之苏区的学校从提高苏区人民

的整体生活水平出发，把对人民的马克思主义教育

与苏区人民的日常生活融为一体，使马克思主义教

育生活化、常态化。

六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教育融入出版物和群

众的休闲娱乐生活
为了使根据地的军民有更多的书报可读，川陕

省苏维埃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成立了国家出版局，

负责出版各种书报杂志和宣传品。同时建立了工

农书店，负责发行各种文化课本和政治理论书籍，

如《干部必读》、《红色战士丛书》、《土地法令》、《共

产主义ABC》等。川陕省委各级机关都出版了大量

的报纸，据统计，那个时期川陕苏区发行的报纸共

有17钟之多。川陕省委机关报《共产党》，西北革命

军事委员会机关报《赤化全川》，川陕省苏维埃政府

机关报《苏维埃》，红四军总政治部机关报《红军》

（原名《战场日报》），这些报纸内容极为丰富。特别

是一些油印画报融教育于娱乐中，通过漫画的形式

把各个军阀画成以他们的姓名为谐音的各种动物，

就连不识字的人都能看懂，广大群众尤其喜欢，教

育效果非常好。

社会文化工作也是苏维政府毫不放松的部

分。社会文化工作的对象主要是不能脱离生产学

习的广大群众，特别是不能进学校的部分青少年，

通过提高文化水平和政治觉悟的办法，使他们摆脱

宿命论的影响，敢于参加红军、接受共产党的领导

为自己的幸福生活而斗争。各区乡都开办了扫盲

识字的夜校班，凡是不识字的，男女老少晚上都参

加。逢场天，少先队、童子团在岗哨和十字路口设

识字碑，凡是路过的人必须认几个字才能走。工会

也组织青年工人下班后学习，读书识字、唱歌、写标

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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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丰富的文娱活动充实人们的生活，陶冶他

们的革命意志。各村各乡都设有俱乐部，经常举行

晚会，开展读报、讲演、唱歌、跳舞等活动，宣讲苏维

埃的各种知识和政策。在通江、巴州、毛浴镇等地

还设有阅报室，群众可以看到苏区当时出版的各种

报刊，还有专人负责给不识字的群众读报。有的阅

报室还设有留声机，群众可以听革命歌曲。到阅报

室去学习、娱乐的群众十分踊跃。妇女部还专为妇

女组织了识字班、读报组，为妇女参加政治军事斗

争提供了条件，很受妇女的欢迎。各县、区、乡普遍

设立了红场，添置了各种运动器械。各级军区指挥

部经常在红场上向群众随机讲授军事知识。红场

上有篮球场、足球场、跳高、跳远、杠架等设备，共青

少年和广大群众进行体育锻炼。“规定每日下午3时

至5时，参加打球、跳栏、赛跑、掷铁饼者极为踊跃，

大家为消灭刘湘去锻炼身体！”［4］264

总之，在川陕革命根据地存在的两年多时间

里，红四军正规军能够以入川时的14000人发展到

离川时的80000人，并组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我党领导的唯一支女子独立师，这虽不排除因四川

军阀的残暴统治使川陕地区人民群众所受剥削压

迫极深、生活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革命形势良好的

客观环境之外，也与川陕省委和红四军较为成功的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教育不无关系。在与反动军阀

和地主势力争夺民心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能够把

绝大多数贫苦人民争取过来，并对他们进行成功的

马克思主义教育，使之能积极支持并不惜牺牲自己

的生命来巩固和扩大根据地。特别是那些受传统封

建文化影响相当深、且几乎没有受过什么现代教育

的川东北女子，她们能够接受马克思主义，冲破传

统，走出小家庭，离乡背井跟着大部队走上了艰苦卓

绝、危险丛丛的革命之路，说明中国共产党在川陕革

命根据地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教育是成功的。其中

有很多经验仍然值得我们今天学习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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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outhern Shanxi and north-east Sichuan area was one of the most undeveloped and

counter-revolution area of modern China. The Red Army had not only brought Marxism there and set up

Sichuan-Shanxi revolutionary base successfully, but also made it the second base in large ,after they entered this

area .As The Red Army and The provincial party committee of Sichuan-Shanxi popularized Marxism in the area ,

they had obtained lots of experience. Today, it is very useful for the project of national popularization of Marxism to

analyse their past successful experience, especially in western undeveloped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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