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
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红色中华通
讯社（简称红中社）也在这一天成立。它
首次播报的新闻就是关于“一苏大会”召
开的消息。12 月 11 日（即广州起义四周
年纪念日）, 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
机关报《红色中华》在瑞金叶坪一所简陋
民房里创刊。

《红色中华》创刊宗旨是，发挥中央政
府对于中国苏维埃运动的积极领导作用，
达到建立巩固扩大苏维埃根据地，创造大
规模的红军，组织大规模的革命战争，以
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使革命在一省或几
省首先胜利，从而达到全国的胜利。创刊
之初，《红色中华》编辑部仅有三四人，栏
目主要有社论、要闻、专电、小时评、红色
区域建设、中央苏区消息、党的生活、赤色
战士通讯、工农通讯、红色小辞典、红角、
工农民主法庭及突击队等。

由于特殊的战争环境，《红色中华》在
创办过程中一直动态调整。在机构和负
责人方面，1933 年 2 月起，《红色中华》改
为中共苏区中央局、苏维埃中央政府、全
总执行局、少共中央局的联合机关报。周
以栗、王观澜、沙可夫、谢然之、任质彬等
先后任编辑部负责人兼主笔。1934 年 1
月后，瞿秋白兼任社长。《红色中华》在创
办之初为周刊，从第 50 期起改为 3 日刊，
第 148 期起又改为每周 3 期；第 1 期仅出
四开两版，第 2 期起为四开四版，以后一
般每期六版或八版，皆为铅印。直至1934
年10月3日，即中央红军长征前夕，《红色
中华》出版至第 240 期。中央红军长征
后，时任中央分局宣传部长瞿秋白克服困
难继续编辑出版《红色中华》，至1935年1
月21日编至第264期。10月，中央红军到
达陕北后复刊了《红色中华》，由于通信困
难并不清楚瞿秋白继续编发了《红色中
华》，陕北版的编委们仍按照离开苏区时
的编号从 241 期开始编发。1937 年 1 月
29 日，《红色中华》出版了第 325 期，开始
更名为《新中华报》。

《红色中华》是中央苏区发行量最大
的报纸，通过基层通讯员，把报纸发送到
苏区每个角落；发行量最大时，每期近 4
万份，超过了当时国民党统治区发行全国
的《大公报》，成为中央苏区最具代表性和
影响力的一份党报。这缘于中央苏区党
和苏维埃政府对办好《红色中华》的高度
重视。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副主
席项英和博古、张闻天、周恩来等领导人
以及中央各部门、各省负责人，经常指导、
询问报社的工作，经常给《红色中华》写社
论、专论和通讯，或者主动给报社提供重
要信息和文字材料，因此《红色中华》的政
策指导性很强。

《红色中华》忠实地履行了自己的宗
旨和职责，出色地完成了党和苏维埃政府
赋予的光荣任务。它不仅以大量的版面

刊登、宣传苏维埃中央政府的重要法

律、法令和文告，刊登、发布对全国各苏区
各项建设有重要指导意义的社论和评论，
同时还及时报道苏维埃中央政府召开的
重要会议和一些重要事件的内容；刊登了
不少对苏区工作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先进
单位的典型事迹和经验；动员广大工农群
众积极参加苏维埃革命斗争，拥护苏维埃
政权和拥护红军、参加红军；揭露批评苏
区党政机关不正之风的重要文章、报道；
大力报道全国风起云涌的抗日救亡运动
和国际反法西斯斗争。

比如，在开展工作指导方面，《红色中
华》通过组织与编发相关的文章，对各级
基层苏维埃政府的工作进行具体指导，以
达到为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心工作服务的
目的。1932年4月，张凤元在《红色中华》
发表《转变区乡苏维埃政府工作习惯》一

文，提出反对松懈散漫现象，养成积极的
有组织有计划的习惯，“是目前苏维埃政
府的一个重要工作”。他的这些指导性意
见，对于走上苏维埃工作岗位不久的工农
干部，是非常及时且十分必要的。

在扩大红军运动中，《红色中华》善于
抓住典型事例，大力赞扬或严肃惩戒，收
到以点带面或敲山震虎的宣传效果，发挥
鼓舞人、教育人的作用。1932 年 11 月，
《红色中华》报道了胜利县全体群众自动
慰劳伤病战士的盛况——胜利县十六七
万工农群众的大队慰劳代表一行五六十
人，各担着全县群众的慰劳品“鸡子，鸡
蛋，猪子，草鞋等数十扣”。手执红旗，敲
锣打鼓地向医院去。1933 年 8 月 31 日，
《红色中华》刊登的《瑞金下肖区官山乡红
军家属致前方红色战士的信》中说：“苏维

埃给了我们一切，他是我们的生命，只有
苏维埃才能拯救我们，你们应该为苏维埃
运动而奋斗到底！更加努力，千百倍地努
力杀敌！”

在舆论监督方面，《红色中华》通过批
评的手段提示现实中的问题和错误，以促
进工作积极健康开展。《红色中华》对各级
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的批评，主
要是通过“苏维埃建设”“突击队”“铁棍”

“铁锤”“党的生活”“轻骑队通讯”“生活批
判”等栏目实现的。此外，《红色中华》还
设置了一些集中刊登专题性批评稿件的
动态版面。比如，《红色中华》第 134期第
三版在通栏标题“开展广泛的反贪污斗
争！肃清一切苏维埃的蟊贼”下，刊登了9
则与反贪污相关的文字。

这些内容在当时的新闻宣传中独树
一帜，因而十分有效。这对于推动苏维埃
政府各项工作、促进苏区各项建设产生了
极为重要影响，同时对于正确引导战时舆
论、激励工农群众扩军备战也产生了无法
估量的作用。

《红色中华》植根于工农群众之中，为
工农群众利益奔走呼喊，被读者亲切地赞
誉为“我们苏维埃人民新生命的表现”“全
苏人民的喉舌”。它的创办，充分彰显了
中国共产党对宣传思想文化事业的高度
重视。《红色中华》出版百期之际，多位中
央领导同志撰文祝贺，期待它“更变成群
众的报纸”，更成为群众运动的“先锋”。
据统计，包括《红色中华》在内，苏区有近
300 种报刊，内容丰富多彩、形式生动活
泼，不但对组织和指导工农群众参加苏维
埃各项建设事业、扩大红军队伍、深入推
动土地革命，打破敌人军事“围剿”和经济
封锁等，发挥了积极作用，而且丰富了工
农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推动党的宣传思想
文化事业向前发展。

《红色中华》刊登的各种体裁的文章。（资料图片）

20世纪30年代的大余西华山钨矿里有
这样一个矿工，他带领工人兄弟成立中共西
华山支部和赤色工会，为保障工人的合法权
益而勇敢斗争；积极响应党组织号召，建立
工人武装，开展武装斗争，发动武装起义，为
党组织的发展壮大作出积极贡献。他就是
南康籍革命烈士吴朝贵。

1909 年农历九月，吴朝贵出生于南康
三江乡（今属赣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一个
贫困农民家里。他出生时家中一贫如洗，父
母没有土地，只能依靠租种地主家的土地，
兼做零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父亲去世
后，家中生活全靠母亲刘金秀手工织布维持
生计。1920年，由于生活所迫，刘金秀带着
吴朝贵到西华山讨生活，靠捡矿砂为生。吴
朝贵为人耿直，嫉恶如仇，乐于助人，结交了
一大群穷苦朋友，在矿工中颇有威信，很有
号召力。

1929年，赤色革命席卷赣南大地，革命
浪潮此起彼伏，各地纷纷建立起党组织，开
展武装斗争。2 月，红五军派遣曹良华到
西华山发动工人搞革命，很快就与吴朝贵
成为亲密战友，并将其秘密发展为共产党

员。随后，廖昌志、朱子风、朱子栋等进步
青年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这样的形势
下，中共西华山支部成立，吴朝贵任支部书
记。不久，根据上级党组织关于加强矿山
工人运动的指示，西华山支部作出建立赤
色工会的决定。吴朝贵带头培养入党积极
分子，发展工会会员。他向工人讲解只有
团结起来、组织起来，成立属于工人自己的
工会，才能不受保卫团的欺负、压迫。正当
矿工们纷纷加入赤色工会之际，保卫团从
中作梗，散发传单，恐吓工人，“谁加入赤色
工会，谁就别想在西华山挖砂子……”为
此，吴朝贵组织工人，将暗中散发传单的保
卫团王英茂抓住，举行了“公审”大会，揭露
了保卫团破坏工人运动的阴谋，并号召广
大工人朋友积极参加赤色工会，为保卫自
己的权利而斗争。赤色工会很快就发展到
1000多名会员。

5 月，西华山赤色工会正式成立。此
时，大余县内多家收矿砂公司开会，决定联
合起来控制砂价，向省政府申请包办收购，
不准钨矿砂外运，致使砂价急剧下跌，由原
先的每担 24块银圆压低到每担 14块银圆。
西华山的矿山工人面临饥饿威胁，人人愤
慨，个个咬牙。于是，吴朝贵领导赤色工会
作出开展打倒“包办”斗争的决定，号召工人

“我们不能再任凭他们宰割了，我们工人要

团结起来，打倒包办！”斗争最终取得了胜
利，沉重打击了资本家的嚣张气焰，维护了
工人的合法权利，鼓舞了矿工的革命热情和
斗志，也扩大了工会和党组织的影响力。10
月，西华山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并成
立了中共西华山区委，吴朝贵任区委书记。

1931年1月上旬，罗贵波率领红三十五
军一部，占领了大余县城。吴朝贵利用这个
大好时机，立即组织武装起义。一天的傍晚
时分，吴朝贵带领起义工人，趁着夜色，进入
靖卫团周文山连队营房，收缴了靖卫团的
30 余支枪支和一批弹药，将靖卫团赶出了
西华山。不久，国民党反动派为重新控制西
华山，组织部队进攻西华山。由于敌众我
寡，为保存实力，吴朝贵率领工人游击队撤
离西华山，向龙回苏区靠拢。

在部队行进途中，遭到反动武装阻击，
部队被打散，吴朝贵不得不秘密转移到南
康。不久，吴朝贵回到西华山，联系原有党
员，发展了一批新党员，重新组建了 7个党
支部，并根据赣南特委第三次扩大会议的决
议，于 1931年 6月成立中共西华山特区委，
吴朝贵任特区委书记。

1932 年 2 月，驻扎新城的红十一师派
叶修林到西华山发动工人起义，以策应红
军夺取赣州。西华山特区委立即组成了西
华山、洪水寨、生龙口、漂塘等四矿赤色工

会，吴朝贵任委员长。同时，西华山特区委
召开扩大会议讨论起义计划。会后，吴朝
贵等领导人积极组织队伍，准备武器。手
榴弹不够，就用烧酒瓶装上火药，制成土手
榴弹；枪支不够，就赶制梭镖、鸟铳。还派
出共产党员打入周文山部，开展兵运工作，
配合进行起义。8 月中旬，吴朝贵跟随叶
修林前往驻扎新城的红十一师领取枪支，
当行至青龙时，忽然听闻红军已经退出新
城，新城重新陷入敌手。吴朝贵与叶修林
只得经油山退往广东南雄，再绕道潜回西
华山。此时，大余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国民
党军余汉谋部入赣“剿共”。国民党部队到
处搜索、巡逻，西华山起义的计划未能实
现。吴朝贵只得回到工人当中，等待时机。

1932 年 6 月 11 日，吴朝贵正在工棚里
教工人唱《国际歌》，忽然一群穿便衣的国
民党特务闯了进来，将他逮捕带走。被捕
入狱后，敌人对吴朝贵进行威逼利诱、严刑
拷打。吴朝贵始终不为名利所动，没有向
敌人透露半点有关党组织的消息。6 月 13
日，吴朝贵拖着沉重的脚镣走向刑场，高呼

“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工农红军万岁！”
壮烈牺牲，年仅 23 岁。6 月 18 日，中共河
西道委在上犹营前为吴朝贵举行了隆重的
追悼大会，称赞他为革命史册上增添了闪
光的一页。

《红色中华》创刊号。（资料图片）

毛泽民，一生只活了 47 个年
头。前 25 年，他是韶山冲的一个
农民；后 22 年，他投身革命，成为
中国红色金融事业的开拓者和先
驱。毛泽民的名字，两次印在中国
红色金融史册上：一次是以总经理
身份出现在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
作社的股票上，另一次是以国家银
行行长身份出现在中华苏维埃共
和 国 国 家 银 行 第 一 套 货 币 上。
1931 年秋，35 岁的毛泽民辗转来
到中央苏区领导机构所在地瑞金，
开始了艰苦卓绝的红色金融事业
开创历程。

1931年11月，在瑞金召开的中
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
了一项经济建设决议案，其中特别
提到要创建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
可是，由谁担负创办银行之大任
呢？众人经过仔细思考，细心比较，
觉得毛泽民比较合适。因为毛泽民
在萍乡、安源、上海、天津等地从事
过党的理财工作，积攒了大量的金
融经验，并且他热忱积极，点子多，
肯钻研，活动能力很强，是最合适的
人选。经过认真讨论，中央执行委
员会正式委任毛泽民为财政委员会
委员，筹办国家银行。

毛泽民把缴获的战利品中有关
经济的书籍、账册、表格收集起来，
给银行工作人员办培训班。不久，
毛泽民又在老乡烧田契时，捡来了一本字迹模糊的《经
法学》，使他学到了不少金融理论知识。按照原先的计
划，国家银行成立后，苏维埃共和国财政人民委员会应
该拨款100万元，但实际上“成立时注册资本仅有20万
元，且在成立后的几天之内因为战争需要被全部划
出”。为了解决存款问题，毛泽民大力组织存款，将没
收、税收、捐款、罚款、盈利等款项聚集到金库，办理机
关、企业、红军部队和个人的储蓄，想方设法让银行运
转起来。

由于毛泽民的组织协调得力，国家银行甚至组织
起了没收征集委员会，每逢红军有重大作战行动，没收
征集委员会就会随部队到前方筹款。1932 年 4 月 20
日，红一军团和红五军团组成的东路军，以迅雷不及掩
耳之势攻克漳州城，毛泽民也率领没收征集委员会随
军来到漳州，这次筹到的100万元现款成为国家银行的
第一笔大额资金。

在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成立之前，苏区流通的
货币有江西工农银行的铜元券、闽西工农银行的银
元券、光洋、国民党的纸币，甚至还有清朝的铜板。
货币市场非常混乱，给国民党方面破坏苏区的金融
市场提供了可乘之机，发行苏区统一的货币是当务
之急。但是，要印制统一的苏区纸币没有原料怎么
办？毛泽民就亲自挑着箩筐，走村串户收破布、烂棉
絮和烂麻袋，并发动职工上山砍毛竹、剥树皮，然后
用铁锤、石碓捣成浆，在酸碱水中浸上七天七夜，造
出了白细质韧的造币用纸。为了寻找纸币设计者，
毛泽民听说有个名叫华广的同志会绘图案，便赶紧
借用。对印钞票的油墨和新机器，毛泽民也想方设
法，通过白区商人程虔生赴上海、香港购买。就这样
国家银行正式发行统一的纸币——中华苏维埃共和
国国家银行银币券，有 1 元、5 角、2 角、1 角、5 分五种
票面。1932 年底，国家银行的纸币发行额为 65 万余
元，可以充分兑换现洋，信用好，币值一直保持稳定。
11 月 7 日，《财政人民委员部一年来工作报告》指出，
纸币正在发行，银币也已开铸，纸币在群众中已有相
当信用。

但是，毛泽民依旧食不甘味、寝不安席，担心苏区
纸币的防伪问题。为了解决防伪问题，毛泽民日夜苦
思冥想，连煤油灯烧了毛衣都没发觉。孜孜不倦地探
索，使他有了灵感，那就是在造纸时将一定量的羊毛
放到纸张中，这样既可以透视纸币鉴别，又可以撕开
或火燎纸币，通过嗅羊毛的臭味，来辨别真伪。这样
就解决了防伪问题，保证了货币的正常流通，稳定了
苏区的金融。

在发行纸币的同时，国家银行还开始酝酿制造银
币。一天，毛泽民拿着两张银币图样来到造币厂。厂
长谢里仁仔细看过图样后，激动地说：“这回可好了，我
们苏维埃共和国也有自己的银币了！以后再也不用铸
什么‘大头洋’‘小头洋’了。”毛泽民诙谐地笑道：“银币
要铸，银洋也要铸，银币只能在苏区流通，我们还要到
白区去买东西呢！”当时的中国，币制尚未完全统一，金
银本身就是硬通货。中央苏区银币的出现，大大方便
了苏区与白区之间的贸易往来。

在开创党的金融工作的长期实践中，毛泽民积累
了丰富的金融经验，也遇到不少困难。例如如何制定
会计、预算、决算和审计制度，如何废除高利贷剥削，如
何调剂资金余缺，等等。为了破解这些问题，毛泽民集
思广益制定了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九条宗旨：一是摧
毁反动的金融体系，废除高利贷剥削，冲破敌人的经济
封锁；二是打击奸商的破坏活动，防止金银外流；三是
统一货币制度，建立自己的造币厂，发行适当数量的纸
币；四是开办机关、企业、红军部队和个人的储蓄，扩大
银行股金；五是为经济效益好的厂、矿、合作社发放贷
款，扶植各项建设事业；六是改善经营管理，从宏观调
剂资金余缺；七是办理兑换业务，管理现金，并代理金
库；八是组织信用社，帮助工农群众兴办各种生产合作
社；九是保障贸易，繁荣市场，稳定物价，安定人民生
活，为革命战争服务。

有了宗旨，就有了方向，有了方向，就有了动
力。国家银行的有效运行，促进了中央苏区各省、
县分行、支行的建立，福建分行和江西分行还设立
了多处兑换处和收买金银处，各县政府、各军经理
机关也设立了代兑处，中央苏区从上到下形成了完
整的金融体系。金融工作的出色表现为中央苏区
的经济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巩固和壮大了苏维
埃红色政权。

毛泽民为苏区工农、为红军理财和资金融通，为
中央苏区金融事业费尽心力，兢兢业业，做出了重大
贡献。毛泽民常说：“我们是为工农管钱，为红军理财
的，一定要勤俭节约！”银行要有金山银山做靠山，只
有发展经济，才能保证银行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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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革命史册增光的吴朝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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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中华》：“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喉舌”
□陈安 彭小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