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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文化结构是文化学的重要术语，是指文化的架构。学界对于文化结构的理解有不同的观点，如著名文化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
基提出了著名的“文化三因子”说，将文化结构分解为物质、社会组织、精神生活三个部分。著名历史学家钱穆将文化结构分物质的、社
会的和精神的三个阶层。本文采用文化三结构说，即将文化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

收稿日期: 2013 － 10 － 28
基金项目: 江西省社科规划重点项目“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中的文化认同研究”( 编号: 13KS01) ; 江西省廉政文化

研究招标课题“江西红色文化中的廉政思想研究”
作者简介: 王 员( 1965 － ) ，男，江西泰和人，江西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与廉政文化。

文化结构视阈中的江西红色廉政文化形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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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江西红色文化资源中蕴含的廉政文化资源非常丰富，厘清和提炼不同的廉政文化形态，是有效利用
红色廉政文化资源，落实党的十八大关于进一步“加强反腐倡廉教育和廉政文化建设”的基本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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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orphological Ｒesearch on Jiangxi Ｒed Incorruptible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Structure

WANG Yuan， XIAO Jie
(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Nanchang，Jiangxi 330022，China)

Abstract: The red culture resources in Jiangxi contain abundant incorruptible culture resources． How
to clarify and refine the different incorruptible culture forms of Jiangxi red culture is the fundamental
premise for the effective use of red incorruptible culture resources，and to implement the decision a-
bout“to strengthen the anti － corruption education and incorruptible culture construction”put for-
ward at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C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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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党的十七大报告第一次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提出“坚持深化改革和创新体制，加强廉政

文化建设”［1］( p42) 的要求后，党的十八大报告就廉政文化建设作了进一步论述，明确提出，“加强反腐倡

廉教育和廉政文化建设。……全面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

明”。［2］( p54) 加强廉政文化建设，要求我们深入研究廉政文化的科学内涵及其表现形态。江西具有独特
而富有魅力的红色廉政文化资源，依据文化结构的相关理论，①科学提炼江西红色廉政文化形态，对于

新形势下推进廉政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江西红色廉政物质文化形态

“红色文化”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类型，在形式与内容上有着特定的物质载体和丰富的精神内涵。红

色廉政文化的物质形态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创造、积淀和整合形成起

来的内含强大廉政功能的一种特定物质形态( 或载体) 的文化。江西红色廉政文化物质资源十分丰富，



其外在表现形态既包括革命遗址旧址、纪念场馆、革命遗物等，也包括了反映革命内容、体现革命思想的

小说、诗歌、戏剧、标语、歌曲、出版物等文化作品。
一是江西革命遗址、旧址品位极高，分布广泛。据统计，2005 年江西全省“登记在册的革命旧居旧

址有 1500 多处”，［3］其中许多在全国都具有较大影响，如中央纪委监察部旧址和井冈山革命博物馆，

2010 年被列入“第一批全国廉政教育基地名单”。［4］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江西革命遗址旧址特色鲜

明、品位较高。江西革命遗址旧址除井冈山革命旧址群、瑞金革命旧址群、葛源闽浙赣革命旧址群等聚

集分布外，其余则广泛遍布于全省各地，几乎每一个地方都或多或少存留着革命的遗址旧址，如“八一”
南昌起义旧址、庐山会议旧址、上饶集中营旧址、秋收起义旧址、安源路矿工人运动遗址、于都红军长征

渡口旧址等。在江西这片红土地上，革命遗址旧址作为红色文化的现实载体，从产生之日起，都具体形

象地承载着红色革命精神。在井冈山革命遗址大井毛泽东旧居，陈列着毛主席用过的洗脸盆、粗布毛

巾、油灯、皮萝( 文件箱) 等生活和办公用品，这些破旧的房屋和简单的用具，体现了党和红军领导人的

艰苦朴素和清正廉洁。瑞金革命遗址“红井”是苏区时期毛泽东亲自带领干部群众一起开挖的，“吃水

不忘挖井人”生动体现苏区人民对我们党执政为民的感激。
二是江西革命纪念馆数量众多、资源丰富。从安源路矿工人运动到秋收起义，从南昌起义到井冈山

的斗争，再从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到红军长征，追寻着江西革命的一系列重大活动，呈现了一大批的

革命纪念馆。据统计，江西全省各类革命纪念场馆多达 100 余处，比较典型的有萍乡市安源煤矿工人运

动纪念馆、修水秋收起义纪念馆、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江西革命烈士纪念堂、方志敏纪念馆、井冈山革

命博物馆、井冈山会师纪念馆、瑞金革命纪念馆、宁都起义纪念馆、兴国革命纪念馆等。江西革命纪念馆

不仅数量众多，而且馆藏的革命史料十分丰富。以“全国廉政教育基地”井冈山革命博物馆为例，馆内
“展出 800 余件文物、2000 多幅历史图片、21 处大型场景、7 个电视短片、1 个动漫、34 件美术作品”，①其

中关于清正廉洁的资源十分丰富，如著名的油画“朱毛挑粮”，反映了毛泽东、朱德挑粮上井冈山的情

境。“朱德的扁担”与当时挑粮食上山的小路旧照片一起展出，以及毛泽东背粮时用过的旧布袋等，直

观体现领导干部和普通士兵一起艰苦奋斗的井冈山精神和艰苦朴素的廉政作风。博物馆还陈列着毛泽

东在撰写《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时使用过的简陋油灯与砚台，体现了中

国共产党艰苦奋斗的精神。
三是江西革命诗词、戏曲、标语、歌曲、出版物等文献资源丰富。江西苏区人们以高涨的革命热情创

作并积累了大量的文献资料。首先，留下了极具艺术价值的一系列红色经典，如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珍藏

的《朱德名言》“我们要与群众有盐同咸，无盐同淡”; 反映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红米饭，南瓜汤，秋茄

子，味好香”的红色歌谣; 反映群众歌颂苏区干部清正廉洁的《苏区干部好作风》革命歌谣等。其次，创

办了许多宣传革命和教育人民的红色出版物，最具代表的是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红

色中华》报专门设立了“红板”、“黑板”和“反贪污浪费”专栏。“红板”专栏专门刊登苏维埃工作人员廉

洁奉公、积极工作的先进事迹，“黑板”专栏则专门批评那些消极怠工、立场不坚定的工作人员，“反贪污

浪费”专栏则专门披露那些贪污浪费案件，报道对有关人员的处理结果。［5］( p948) 除通过上述专栏监督政

府工作人员的廉政行为外，还积极倡导广大干部厉行节约、预防腐败，如《红色中华》1933 年 3 月 13 日

就发出了“4 个月节省 80 万元，支持革命战争”［6］的号召。此外还有《红灯》、《斗争》、《青年实话》、《红

星》以及比较早的《新江西半月刊》( 前身是江西改进社社刊《新江西》) ，这些出版物设置了许多专栏报

道政府干部的廉政情况，监督苏维埃政府的行为。近几年，江西省不断创新红色文化的新形式，形成独

具特色的红色文化品牌，再现革命时期干部群众的鱼水之情和苏维埃政府的清廉与艰苦，成为传承和弘

扬红色廉政文化的的重要载体。
上述只是众多红色廉政物质文化资源中的一部分，它们直观地展现了革命时期党员干部简陋的办

公条件和艰苦的生活条件，体现了军民一致、官兵一致的优良传统，再现了苏区时期党员干部和普通士

兵以及老百姓同甘共苦的廉政生活。这些物质形态的廉政文化资源为当前弘扬廉洁精神、培养艰苦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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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井冈山革命博物馆，中国博物馆( Chinese Museum) 编辑部邮箱，2009 年 1 期。



素和清风正气、清正廉洁的价值理念提供了宝贵资源。

二、江西红色廉政制度文化形态

红色廉政文化的制度形态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创造、积淀、整
合形成起来的一种特定的制度形态( 或载体) 的文化。江西红色廉政文化的制度形态主要形成于土地

革命战争时期，集中体现为中国共产党在井冈山苏区( 湘赣苏区) 、中央苏区、闽浙赣苏区和湘鄂赣苏区

的局部执政实践中。江西丰富的红色廉政文化的制度形态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是预防腐败的规章制度。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防止党员干部的贪腐行为。在井冈山

革命根据地，毛泽东颁布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要求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借东西要

还，损坏东西要赔，体现了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严守革命纪律、防止损害群众利益和贪污腐败行为发生的

风貌。随着各级苏维埃政权先后建立，党开始了在苏区的局部执政。为预防腐败，各苏维埃政府进一步

加强了民主制度建设，保证人民的主人翁地位，使人民群众拥有监督政府的权力，为有效预防政府腐败

行为的发生提供了根本保障。
建立了预防腐败的民主制度。苏维埃政权以宪法形式确定了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度，规定工农兵是

国家的主人; 确立了选举制度，规定工农兵的选举权，给予广大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和罢工的自由

等，成为有效预防腐败的基础。
建立了预防腐败的组织制度。党在苏区普遍建立代表会议制度，改善各级苏维埃的工作方法，实行

集体讨论、精确分工与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地方政权实行议行合一制，由工农兵代表大会执行委员

会行使地方政权的各项职权。中央和地方行政机关内普遍实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工农兵群众对

国家政权机关工作人员有监督、罢免和撤换权，更有效地防止了腐败现象的发生。
建立了预防腐败的经济制度。为改变各苏区财政经济混乱状况，统一财政，加强管理，中国共产党

在红军内部实行经济民主制和供给制。坚持官兵待遇平等，“从军长到伙夫，除粮食外，一律吃五分钱

的伙食”。［7］( p65) 建立预算决算制度、税收制度、会计制度、审计制度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颁布的《地方

苏维埃政府的暂行组织条例》明确规定了省、县、区三级苏维埃执行委员会领取生活费的工作人员限

额，规定省级苏维埃不得超过 90 人，县级苏维埃不得超过 25 人，区级苏维埃不得超过 15 人。［8］( p150 － 153)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还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暂行财政条例》、《统一财政编制预算决算制度》训令，

规定了财政部门的组织系统及其职责，从经济制度上保证了财政的统一和透明，严肃了财政纪律，有效

预防了党员干部在经济上的贪腐行为。
二是惩治腐败的法律制度。1931 年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第 14 号训令，要求对苏维埃政府中的贪

污腐化分子严惩不贷，对隐瞒、庇护和放松腐败分子的检查与揭发行为也将加以惩罚。为了严格惩治贪

污及浪费行为，1933 年毛泽东、项英签发了《关于惩治贪污腐败行为》第 26 号训令，明确规定了“凡苏维

埃机关、国营企业以及公共团体的工作人员，利用自己地位贪污公款以图私利”，［9］将根据贪污款额大

小，分别处以死刑、5 年以下的监禁和半年以下的强迫劳动。同时，“没收其本人全部或一部分家产，并

追回赃款。凡挪用公款为私人营利者，以贪污论罚如上。因玩忽职务而浪费公款，致使国家受到损失

的，依其浪费程度处以警告、撤职以至 1 个月以上 3 年以下的监禁”。［9］依据惩治贪污腐败的相关法律

制度，苏维埃政府查处了于都县的集体腐败案，闽浙赣苏区判处了万年县苏维埃政府首任主席吴泽元死

刑。通过对这些案件的处理，腐败分子受到了应有的法律制裁，对其他党员干部起了巨大的震慑作用。
三是保持廉洁的监察制度。为保持党和苏维埃政府的清正廉洁，江西各苏区先后建立了包括党内

监督、行政监察和群众监督在内的比较完备的监察制度。
第一，党内监督制度的建立。1933 年 9 月 17 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成立中央党务委员会及中

央苏区省县监察委员会的决议》，规定“在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未成立之前，特设中央党务委员会”，目

的是“防止党内有违反党章破坏党纪不遵守党的决议及官僚腐败等情况发生”。［10］( p58) 中央党务委员会

负责检察党内腐化现象，并与之作无情的斗争。同时建立党的省县各级监察机构，从维护党的章程和纪

律出发，要求党员自觉遵守和互相监督，以约束党员的行为，防止党员的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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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从中央到地方行政监察系统的建立。行政监察系统由中央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 后改称为
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 、地方各级检察部、控告局和检举委员会组成，以《工农监察部组织条例》、《工农

监察部控告局的组织纲要》等法规支持检察系统的运作。各级检举委员会是各级工农监察机关为开展

检举、监察工作而设置的一种临时性机构，其任务是考察各级苏维埃政府委员、工作人员等，检举腐败分

子和阶级异己分子。根据《工农检察组织条例》要求，还设立控告局，通过控告箱或口头控告接受人民

群众的控告。行政监察系统在苏区的反腐斗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1934 年查处中央互济总会财政部

长谢开松严重贪污案件，就是依据群众举报线索展开调查的。
第三，群众监督的实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赋予了广大工农群众对政府机关及其工作

人员批评、监督、检查和要求撤换、罢免等权利。中央苏区建立了一系列具有特色的群众性监察组织，如

苏区团组织直接领导下的群众反腐监督机构轻骑队，主要揭露、检查和控告各级苏维埃政权机关、企业

及合作社组织内的腐败现象; 工农检察部指导下的群众性监督组织突击队，则采取突然公开或暗中检查

和调查的方式，对苏维埃政府干部进行监督; 工农通信员和分散的群众监察员，则通过监督、搜集证据和

报告，构建对干部的监察信息网。通过群众监督，保证了苏维埃政府的性质，也使腐败分子在群众的监

督中无处藏身。
江西红色廉政制度文化体现了在党和苏维埃政权的领导下，进行反腐败制度建设的最初尝试，积累

了宝贵的制度反腐经验和丰富的廉政制度文化资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红色廉政文化制度形态，为新时

期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积累了重要经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

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① 可见，廉政制

度文化建设在推进反腐倡廉建设中具有重大价值。

三、江西红色廉政精神文化形态

红色廉政文化的精神形态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积淀、创造、整
合形成起来的一种特定的精神形态的文化。其基本内涵包括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革命道德传统、
无产阶级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等。坚定的革命理想信念、优良的革命作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是红色廉政文化精神形态的具体体现。
一是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坚定理想信念。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引领党员干部正确的世界观、人

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安源是中国工人运动的策源地，安源路矿工人在党的领导下，以坚定的理想信念

为支撑，取得了具有全国示范意义的工人大罢工斗争的伟大胜利。其表现出来的“彻底牺牲，勇往直

前”坚定信念，构成了伟大的“安源精神”的内核。“坚定信念、敢闯新路”是井冈山精神内涵的根本所

在。井冈山的斗争是在中国革命处于极度低潮，敌我力量对比非常悬殊的情况下进行的。以毛泽东为

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靠着共产主义理想和革命必胜信念的支撑，点燃了井冈山革命的星星之火，铸

就了伟大的“井冈山精神”。理想信念是修身之本和建设清明政治之要，是共产党人一身正气、勇往直

前的明亮灯塔。革命战争年代，共产党人正是怀着崇高的革命理想信念，以崇高的革命情操自觉约束自

己的行为，不断提高自我道德修养，绝不追求个人的享受和索取，自觉自愿为革命为人民奋斗与付出。
二是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艰苦奋斗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苏区时期，为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党

在苏维埃政府中开展了反贪污浪费的节俭运动，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率先节衣缩食。为了节约用油，毛泽

东坚持只用一根灯芯; 为了节约粮食，刘少奇经常让伙夫煮红薯叶代替大米饭。陈云、邓颖超、陆定一、
博古、毛泽覃等 23 人联名提出每人每天自愿少吃二两米，不领夏天衣服，个人利益服从革命战争利益。
为此，中共中央局决定全体同志每人每天节约二两米。同时，积极开展自力更生的生产活动。毛泽东、
朱德等党和红军领导人以身作则，带领井冈山军民自己动手挑粮、种菜、编草鞋、挖草药、熬硝盐、办军械

厂，克服各种困难艰险。以方志敏为代表的“清贫精神”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艰苦奋斗的优良作

风。作为赣东北苏区最高领导人，方志敏生活简朴，他巡视工作从不让别人招待，只喝白开水不喝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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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新华每日电讯》，2013 年 1 月 23 日。



当方志敏不幸被国民党逮捕时，在他的身上竟然没有搜出一个铜板。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在苏区党员

干部身上得到了最好的彰显和升华。正是依靠这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巩固和扩大了苏维

埃政权。这种艰苦奋斗和清贫廉洁的精神对今天党员干部坚持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方针，践行吃苦在

前、享受在后，防止享乐主义、金钱主义等腐败思想侵蚀头脑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三是执政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苏区时

期，我们党坚持执政为民的价值取向，“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努力开拓进取，创造了“第一等的工

作”精神状态。曾经在中央苏区广为传唱的《苏区干部好作风》歌曲，生动描绘了苏区干部一心为民、苏
区政府高效廉洁好作风的动人情景:“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穿草鞋干革命，夜打灯笼访

贫农。”即使在一些特殊的紧要时候，吃了群众的东西，必须按规定交纳伙食费或者留下银元和字条。
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启耀，从 1934 年起，坚持从家里带米到省苏维埃政府办公，这一行动在江西苏

区产生很大的影响，大家纷纷向他学习。1935 年初，刘启耀在一次战斗中被迫冲散，和部队失去联系后

只有靠乞讨度日，却从不动用带在身上的党费，直到 1937 年初中共江西临时省委成立时，他将保管了 3
年的经费全部上交给了组织。［11］( p251) 方志敏领导的赣东北苏区政府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被毛泽

东誉为“苏维埃模范省”。即使在敌军频繁围剿的恶劣环境下，方志敏仍然时刻想着“如何去改善群众

的生活，使群众生活日渐向上”。［12］( p87) 对农民购买农具、耕牛或者做小本生意缺乏资金、缺乏食盐和各

种日用品、还有孩子上不了学、清洁卫生问题、老弱病残救济等问题，都列入苏维埃议事日程。赣东北群

众过上了“从未有过的物质、精神上的好生活”。党在苏区时期，坚持执政为民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的宗旨，自觉做到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真正做到“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以正确

的权力观引领党员干部坚持清正廉明，以正确的群众观引领党和政府实现政府清廉、政治清明，这是红

色廉政精神文化的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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