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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赣南，是全国著名的革命老区，是人民共和国的摇篮。
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从井冈山来到赣南，开辟了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央革命根据地不仅版图最大，人口最多，而且是中央首脑机关所在地，是全
国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领导指挥中枢，在全国苏维埃运动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1931年11月，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诞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红色
共和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她是新中国的雏形和基石。
2001年10月24日，胡锦涛同志在纪念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座谈会上
曾指出：“中央苏维埃政府的建立是我们党建立人民政权的探索和尝试，它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对各
根据地、各部分红军的中枢指挥作用，扩大了党的影响，也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根据地建设，
以及后来新中国政权建设，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培养了大批领导骨干和组织、管理人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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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共产党领导开辟、建立中央苏区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十年革命斗争史，主要是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的十年革命武装斗争史。
它伴随着中央苏区奠基开创、初步形成、正式建立、鼎盛发展、最终丧失、游击战争六个历史阶段而
展开，贯穿中国十年仝地革命斗争历史全过程，波澜壮阔，曲折艰难。
《中央苏区军事史》以丰富翔实的史料，对中央苏区十年军事斗争各个历史阶段的情况和中央苏区革
命武装力量的建立与发展、军事领导指挥体系的建立与完善、苏区战争动员工作的开展等方面的情况
，作了详细、准确的记述，对所涉及的部分重大历史问题，有许多新史料披露和新观点阐述，对毛泽
东、朱德、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广大红军指战员在中共苏区军事斗争中所建树的丰功伟
绩，热烈讴歌颂扬；对中央苏区十年军事斗争的重大历史意义和在中国革命、中国军事历史上的重要
历史地位，给予了精当的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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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赣西南、闽西古时有少数土著居民。
赣南最早的土著居民称“赣巨人”，生活在春秋战国前期。
史载秦始皇为统一中国，曾派出大军征伐南越，并派军在赣南梅关筑城戍守。
这些远征将士中有些人后来留居赣南。
秦始皇修建阿房宫时，又派出大批人员前来赣西南砍伐良木，不少伐木客亦留居下来。
这些人后来成为开发赣西南的先锋。
　　从公元5世纪前后到唐末、五代十国时期及南宋时期，中原战乱频繁，黄河流域大批居民为避战
乱，不断举家南徙。
其中许多人渡过长江，进入鄱阳湖区，然后顺赣江溯江而上，逐渐南迁至赣南，辟荒定居，建立家园
，繁衍后代。
据考，赣南的宁都县，是这些南迁居民最早的落脚地、聚居地和繁衍地之一。
这些来自中原的南迁居民，不论是秦汉时期的军卒、木客，还是后来为避战乱南迁入赣者，全部被称
为“客家人”。
这些客家人随着后代繁衍不息，人口日渐增多，为寻辟新的家园，又继续南迁赣南和粤东北各地，还
经过赣南石城县和福建宁化县等地向东南发展到闽粤沿海。
明清时期，由于沿海战乱及自然灾害等原因，大批居住在闽、粤沿海的客家居民又纷纷北返至赣南及
闽、粤、赣边境地区。
还有不少人为谋生计，南下向南洋、海外发展。
这样就使赣南（包括赣西部分地区）、闽西、粤东北（主要是梅州地区）这一广阔地区成为客家人的
主要聚居地。
这一地区的居民，80％以上为客家民系。
赣南又被称为“客家摇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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