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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的课本和课本的流动:
中央苏区政治动员的文化力

邓美英
( 江西师范大学 苏区振兴研究院，江西 南昌 330022)

摘要: 课本是文化领导权的一种符号象征。编创与应用课本实现苏维埃政权的社会文化价值目标，无疑

体现中央苏区政治动员的文化自觉。流动的课本和课本的流动，在政治动员中提供多渠道传播和教育长远视

角，一定程度克服赣闽等地方方言对政治动员带来的不利影响，为苏区广大群众从精神上消灭赤贫提供智慧

源泉，将乡村道德水平提升到历史应有的高度，彰显文化启蒙及追求革命自由的文化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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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fting Textbook and Textbook Shifting: the Cultural Power of Political
Mobilization in the Central Soviet Area

DENG Meiying
( Institute of Soviet Area Ｒevitalization，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Nanchang，Jiangxi 330022，China)

Abstract: The textbook was a symbol of cultural hegemony． composing and compiling textbooks to re-
alize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values of the Soviet regime，undoubtedly embodied the cultural con-
sciousness of political mobilization in the Central Soviet Area． Shifting textbooks and textbooks shift-
ing provided the long － term perspective on multi － channel communication and education in political
mobilization． To a certain extent，they overcame the adverse effects of Jiangxi and Fujian dialects on
political mobilization，provided a source of wisdom for the broad masses of the Soviet region to eradi-
cate extreme poverty spiritually，elevated the level of rural morality to the height that history should
have，and embodied the cultural enlightenment and the cultural creation of the pursuit of revolutiona-
ry freedom．
Key words: Central Soviet Area; political mobilization; textbooks; cultural consciousness

根据地教科书的政治宣传效应已得到学界认可。①作为一种文本，如何从历史阶段和文化记忆维度
进一步探究其文本价值，需要更具体的微观视角。习近平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对我们共产党



人来说，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1］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根据党员干部、红军战士、普通
群众及少年儿童等不同动员对象，创编和发行多种革命课本或小册子。① 这些课( 教) 本内容深浅不一
又各具特色，为中央苏区政治动员提供重要的学校文化传播与物质载体支撑，成为共产党人追寻自由解
放的文化实践自觉。

一、流动的课本: 文本编创与实物模型应用

中央苏区时期，各省、县、区苏普遍兴办各类学校、图书馆、列宁室、俱乐部、工农剧社等文化机构。
正是这些正规或非正规的文化教育机构，适应战争环境和政治宣传鼓动需要，创编各类课( 教) 本并进
行翻印、推广和普及，实践党对苏区文教事业的领导。

( 一) 文字课( 教) 本创编应用

中央苏区课( 教) 本明显缺乏文本的规范性，远不如现代教育理念指导下创编的课本深刻。但现实
生活就是最好的原创教本。根据收集的文献资料不完全统计，中央苏区课( 教) 本或小册子大致可以分
为四类:

第一类，关于中央的决议、指示、命令、法令草案的汇编，或是对这些文件的解释说明。这类册子主
要使用和教育对象是红军各级干部、地方苏区政府工作人员等。

第二类，各种通俗小册子，通常以纪念日为契机为宣传动员提供材料资源，主要针对广大文化程度
较低的工农群众进行各种知识性的概念解释和教育鼓动。

第三类，各种报刊，如《工农报》《红旗周报》《红色中华》《红星报》《斗争》《红报》等，作为文本内容
进行宣传动员，面向苏区所有党员干部、红军部队和广大群众。

第四类，各级各类学校使用的教材，如《教育学讲义》《共产儿童读本》《国语读本》《常识读本》《红孩儿
读本》《少队游戏》《竞争游戏》《群众课本》《红军识字课本》《看护教科书》《苏维埃政权》《土地问题》等等。
这类文本内容编写相对比较完整，可称之为真正的文本。以江西苏区为例，这类课本分类如下:

中央苏区时期江西出版的主要教材一览表②

办学层次 教材名称 出版时间 出版单位

小
学
教
育

共产儿童读本( 第一册)
共产儿童读本( 第二册)
共产儿童读本( 第三册)
共产儿童读本( 第四册)
共产儿童读本( 第五册)
共产儿童读本( 第六册)
列宁初级小学校适用国语读本( 第一册)
列宁初级小学校适用国语读本( 第二册)
列宁初级小学校适用常识读本( 第四册)
红孩儿读本( 第一册)
竞争游戏
少队游戏
儿童游戏
儿童唱歌集

1933 年 7 月
1933 年 7 月
1933 年 10 月
1933 年
1933 年 7 月
1933 年 7 月
不详
不详
1933 年 8 月
1930 年 5 月 30 日
不详
1934 年 4 月 8 日
1933 年 10 月 4 日
1933 年 5 月

中央教育部编
中央教育部编
中央教育部编
中央教育部编
中央教育部编
中央教育部编
湘赣省苏文化委员会出版
湘赣省苏教育部出版
湘赣省苏教育部出版
湘鄂赣边境工农兵暴动委员出版
中央教育部编
中央总队部总训练部编
湘赣省儿童局翻印
中央教育部编

社
会
教
育

工农读本( 第一册)
工农读本( 第二册)
工农读本( 第三册)
工农读本( 第四册)
工农兵三字经读本
夜校识字班教材和宣传材料

1932 年 10 月
1933 年
1933 年 3 月 2 日
不详
不详
1934 年 7 月 26 日

赣东北省苏文化委员会编订
闽浙赣省苏文化部编订
闽浙赣省苏文化部编订
闽浙赣省苏文化部编订
不详( 录自会昌县博物馆)
教育人民委员部编审局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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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这些小册子小报和课本等按照严格标准，离现代教科书有很大差距，但发挥了非常重要的宣传作用。党的文献曾这样记载:“在

上海、广东，他们有一种小报，这种小报的效果是比较好些。”主要包括: 提升理论修养和能力水平的党员干部课本、指导正规化技能训练

的红军战士课本、进行宣传教育普及的普通工农群众课本，以及兼具革命启蒙和生活教育的少年儿童课本。(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 1921 － 1949) 》第 5 册，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年，第 346 页)

图表内容根据赣南师范学院江西省教育科学研究所编《江西苏区教育资料汇编( 1927 － 1937 ) 》第七册及《红色中华》等书刊资

料整理。



办学层次 教材名称 出版时间 出版单位

红
军

识字课本
红军识字课本( 第一册)

1931 年 2 月
1934 年 3 月

中华苏维埃中央军委出版
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编

教
育

红军识字课本
红军教育与管理

1932 年 4 月 15 日
1932 年 1 月 15 日

闽粤赣军编
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编印

干
部
教
育
、

专
业
教
育

共产党、共产青年团、儿童团讲授大纲
苏维埃政权( 全一册)
土地问题
算术常识( 全一册)
自然常识
理化常识
地理常识
生物常识( 全一册)
农业常识( 上、下册)
看护教科书( 第一册)
看护教科书( 第二册)
看护教科书( 第三册)

1933 年 5 月
1933 年 11 月 19 日
1933 年 11 月 13 日
不详
不详
1933 年 11 月
1933 年 11 月
1934 年 4 月
1934 年 6 月
1934 年 6 月 22 日
1934 年 6 月 30 日
1934 年 7 月 12 日

中央教育部编
中央教育部编
中央教育部编
教育人民委员部编
教育人民委员部印
教育人民委员部编
教育人民委员部编
苏维埃大学编
中央教育部印
中央军委总卫生部发行
中央军委总卫生部发行
中央军委总卫生部发行

仅从书目名称看，以上各类课本，体现着“首先是政治文本，其次才是教学文本”的鲜明特色。［2］作
为政治文本强调阶级意识与阶级觉悟，而作为教学文本则强调知识传授与生活体验，两者的初步结合，

进一步启蒙和吸引着底层民众。
( 二) 实物模型展示

随着苏区教育事业的兴旺，文博事业也因陋就简建立和兴起。从苏区各地征集的文物和模型，分门
别类，有红校模型室、农产品展览馆、革命博物馆等。

实物模型在红军学校发起创建，主要包括军事上的战术图解、兵器模型和各种战利品，政治上的组
织图表、工作条例、知识挂图，以及各种文化常识课上的仪器，如化学药品、物理仪器、生理模型和图解等
等。实物模型展品栩栩如生，具有鲜明的思想性和广泛的群众性，体现红军教育的三个原则，即从切身
问题说起，然后再说到远的问题; 从现在的问题说起，然后再说到必须要知道的过去历史的问题; 从具体
问题说起，然后再说到抽象问题。［3］( p215) 各种展品让广大群众和红军战士眼界大开，精神振奋。“成群结
队的绵绵不断的人群像洪流一般的涌上前来，把模型室及俱乐部前面所有的空地都站得一个水泄不
通”。［4］尤其是苏区妇女们，由于受教育机会少，在看到实物展览中出现的旋转门之类的东西，好奇心随
起，参观兴趣和学习热情大增。

一切新奇的事物就是最好的教育材料。它们是活物而非静物，是活教本而非死教本。贴近现实生
活的实物模型，加深了政治文本一贯强调的阶级意识。两者的结合，非常巧妙地把革命战争环境中的阶
级话语转化为日常生活实践，为中共后来构建革命话语体系提供较为系统的文本资源和实物支撑。

二、课本的流动: 战斗中的动员学习

战争频繁，打仗东奔四走，居无定所，军民学习教育也就没有固定的场所。流动训练班成为现有条
件下提高战士和工农群众文化水平的一种形式。在战斗中学习，在学习中战斗，课本的流动贯穿中央苏
区政治动员全过程。

( 一) 怎样去办流动训练班

办流动训练班，是在教育资源极度缺乏的客观条件下而迫不得已的一种办学形式，也是中央苏区各
地在教育领域实现的一种颇有特色的动员形式。服务对象主要是新战士和加入共青团等组织的青年劳
苦群众。

至今能完整看到有关流动训练班的教本不多，其中《怎样去办流动训练班? ———供给各级党部办
流动训练班的材料》是江西省瑞金县下肖区办流动训练办总结经验后提炼出的培训材料。［5］该文本内
容详细，有可操作性，为各地办好流动训练班提供经验参考，成为流动学习训练的范本。

教本首先突出了流动训练班的组成、受训时间地点和训练准备工作等具体内容。如组成人数少则
8 人，最多不超过 20 人，并确定小组负责人; 训练班每个课务( 如支部工作，党员须知，扩大红军等) 分 2
－ 6 次教完，每次最多 2 个小时。训练时间一般在住地中心的夜晚或根据当地工作情形安排。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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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课需要做足准备工作，如调查训练班同志的年龄、党龄、成份、文化程度，训练班同志在当地的处境、斗
争历史、现在工作情况、斗争情绪，从而将所教的课程与实际情形配合起来讨论。其次，教本强调如何进
行问答式的教法。在问答式教学过程中，如果受训同志出了错，不能打骂，要学会讨论式批评。最后，教
本强调流动训练班教育委员会职责与任务: 为保证流动训练班一期一期顺利举办，须成立以宣传科长为
主任、训练班的各教员、办训练班的支部和教员干事组成教育委员会。每期训练班必须具体讨论授课的
内容、方式、时间、地点、人数的规定与分配，在举办时须检查一次，纠正错误，发扬好经验。办完一期后
要总结并讨论第二期工作，以便继续举办下去。

流动训练班为了更能适应短期教育目标的需要，没有完全按照这个课( 教) 本统一进行，而是不断
增添新的内容。如每年红五月征收团员后，专门在课前指定识字的团员将教本材料读给不识字的新团
员听。新团员流动训练班主要采用材料有《共产青年团是什么》《团的纪律》《支部生活是什么》《怎样
去健全支部生活》《团怎样去领导群众》。［6］( p307 － 308) 这些内容印成教本后，以大纲形式讲给新团员听，内
容凝练，教育目标明确，能在短期内使被教育者迅速接受新知识。课本在流动训练班，从无到有，由浅入
深，适应了中短期的流动教学目标。

( 二) 一边战斗，一边学习

残酷军事斗争催生着各种战争文化。战争推进中央苏区群众学习多种战争文化知识的必要。如敌
人在战争中使用的毒瓦斯是什么? 无线电是什么? 十月革命是什么? 如果不宣传，不教育，不解释，群
众一无所知。政治动员把上级的命令及时传达，开会是一种方式，但是在会上并没有专业人士进行详细
而通俗的解释、教育，群众仍然一无所知。《红色中华》第 127 期以图文并茂的方式专题刊载了“加紧战
争动员加紧防空防毒来回答白色恐怖”“催泪毒瓦斯防御法”等内容，较为详细地向广大群众介绍了催
泪毒瓦斯的毒力，如何防御、驱除，以及中毒后如何医治等内容，很好地做了防空防毒动员的宣传与解
释。［7］这些材料汇编后，在战斗间隙的零散时间，成为战士、群众、基层干部们学习的“规范”教本。

等斗争局面稳定后，苏区腹地“先后开办列宁学校，训练班，以及特委苏府办的红军学校，看护学
校，干部学校”，“发行各种革命的教本《工农兵读本》《劳动读本》等”。［8］( p355 － 356) 受过一些专业训练和教
育之后，红军 战 士 水 平 显 著 提 高。红 军 学 校 毕 业 的 学 生，“起 码 可 当 排 长”，“供 给 三 军 干 部 很
多”。［9］( p174) 虽然他们的成分仍然多系农民，但因为素质和能力提高了，可以胜任部队的职务。如在粉碎
第三次“围剿”之后开办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一期学生可以马上下部队独立工作，如“在宁都兵暴胜
利红军第五军团成立时，曾调出学生数十人到五军团充任连政治指导员”; ［10］第二期学生政治教育全
面，“在军事方面，学习新的战术和技术，包括炮工科学”; ［11］第三期学生毕业“人数是一千人以上”。［12］

此外，临时中央政府专门举办了苏维埃工作人员训练班，其中第三期毕业学生“共四十七名”，“毕业后，

即派回各县工作”，［13］成为地方苏区革命的绝对骨干。
“边学习，边战斗”，把课本的内容流动在解决苏区革命和农村现实问题基础上。这种有针对性的

学习与实践，极大缓解了革命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各类问题所产生的矛盾。比起单一而系统地学习课本
理论知识，这种教育方式更适合苏区农村社会教育的现实需要，学习效果也佳。它是传递亲情的情感纽
带，拉近军民间的认知情感和教育学习距离。以流动的家书成为一种动员教本之时，承载着战斗与学习
的双重动员任务，表达着更深次的革命需要和对美好生活的希冀。

三、流动的课本和课本的流动: 中央苏区政治动员的文化力

美国学者汉娜·阿伦特指出:“革命的目的过去是而且一向就是自由。”［14］( p248) 自由绝不能贬为中下
底层人的偏见，自由是革命的价值旨归。自由哪里来? 苏维埃政权主导下的课( 教) 本，作为政治文本、沟
通文本和知识文本，激发起苏区群众追求自由解放的认识自觉和实践自觉，初显中共在文化上的自觉
创造。

( 一) 凸显中国共产党人追求革命自由解放价值

只有获得受教育的权利自觉，才能有通向自由大道的可能。而文盲居多的中央苏区群众要迈出自
由的脚步却显得异常艰难。没有文化，乡村苏维埃政权无法布置和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不识字，红军部
队的训练和战斗力无法提高。革命意识、文化知识、工作任务等都需要有一定文化基础的组织和人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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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传递、沟通、交流和实现，而课本编创者和他们手中的课本恰恰承载着这样的责任和使命。
即使条件极为艰苦，群众又有畏难情绪，临时中央政府和各省级苏维埃主动行动，想尽一切方法编

好教本，大力发动地方苏维埃政府翻印课本。1931 年，闽西苏维埃筹办闽西列宁书局，出版《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 ABC》《识字课本》《社会主义浅说》《看图识字课本》《列宁小学课本》《革命歌曲选集》等教
科书。［15］( p193) 中央苏维埃政府教育部编印全六册《共产儿童读本》和闽浙赣省苏维埃文化部编印全四册
《工农读本》是最为典型的学校教本。1932 年中央人民委员会发布《政府工作人员要加紧学习》令，要
求识字程度稍高的人员成立读书班，“用中央所发的训令，通令，法令，条例等及《红色中华》为教
材”，［16］以适应战争需要，提高政府干部和工作人员的文化程度和工作能力。自编自创的课( 教) 本，努
力与文盲斗争，把不识字看作是“一个人最吃亏而又最可耻的一件事”，［17］( p363) 对普通工农提出能识字
的基本要求。

在条件更为艰辛的长征途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也想方设法找材料创编简易课本帮助不识字的
红小鬼识字，来提高识字能力和文化水平。据老红军蔡日轩回忆，1935 年 11 月，红二方面机枪连在一
个土豪家里收缴了一卷马粪色的窗户纸，任弼时知道后，当即指示把这些纸除留一部分办公外，都用来
印识字本，并把自己行军途中编好的课文交给参谋去刻印。这就成了行军途中珍贵的“识字本”。课本
内容有跟着共产党打土豪分田地、穷人翻身建设新国家的儿歌、短诗，有中国地理知识，红军历史故事，

还有几幅简明的插图。从此，红小鬼开始慢慢地识字了。［18］( p332 － 333) 就是靠着这样简陋的条件和不懈的
坚持努力，中央苏区的简陋课本走上了长征之路，走进了普通战士的心中。

中央苏区国民教育运动的开展与深入，广大苏区群众对中国共产党有了信仰，中央苏区各地“无论
三岁小孩，八十老人，都痛恨地主阶级，打到帝国主义，拥护苏维埃及拥护共产党的主张”。这种教育产
生出的显著效果也被国民党认同，“鲁胖子电蒋谓赣西南……较之白色区域资产阶级的学校和一般所
谓提倡义务教育平民教育的先生们喊了十几年没有半点影响，真是相差十万八千里”。［8］革命最具意义
的成就便是群众在政治价值观和政治态度方面的迅速变化。“就政治文化而言，没有什么比人民对政
治制度认同的范围和程度更为重要了”。［19］( p255) 正如斯诺所言: “我后来看到红色中国的教科书和遇到
圣诞老人徐特立，终于知道了是谁教给他们的。”［20］( p52) 当国共两种政治力量展开民意力量选择之时，中
国共产党的教育价值就形成了有利于他们的思想观念，尤其是在农村孩子身上发挥出的持久力，从长远
来看极富价值。正是简单的小课本说出的小道理，承载着持久的大价值。中国共产党重视教育、在教育
方面下的大力气终于开花结果。

( 二) 克服方言障碍，提供政治动员有效文化传播载体

课本政治动员，为外来干部传播革命思想，克服方言障碍产生的不利影响，提供有效的文化传播与
沟通载体，完成有时言语无法沟通的任务。此时革命课本如“沉默的语言工具”，充当连接沟通与传播
的中介。

众多外乡革命者来到中央苏区进行革命宣传教育，人生地不熟。首先面临着语言交流的极大障碍。
方言阻挡着政治动员的进一步深入。以赣方言、客家方言等主要语言作为交流工具的中央苏区，一般都
远离中心城市，地处偏远山区，每一县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语言差距，甚至有些地方隔村都不同语。初
来乍到的同志面临很多的问题，无法深入工作和深入动员。“我们是外县人，不懂话无法进行妇女工
作”。［21］( p217) 在新泉，“配合独立三团行动时，三团的红色战士多是龙岩笈［籍］，与模范队员语言不通。
由此，就 产 生 一 种 狭 隘 的 地 方 观 念，形 成 派 别 观 念，放 松 了［对］模 范 队 的 领 导，及 教 育 训 练 管
理”。［22］( p27) 又如红军入漳州时因“听不懂本地话”而出现把穿西装、戴眼镜的华侨当作土豪乱抓，造成
了很坏的影响。［23］( p8)“有的地方，因言语不同，红军被打死无人料理”。［24］( p360) 语言障碍，极大隔阂着革
命思想的进一步交流与渗入，也阻挡着外来革命者的动员行为介入。

于是，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资源与教育资源被进一步挖掘出来。首先利用中共高层顶层组织优势，就
地取材作为课本动员材料。中央及省革委所发的训令、通令、法令、条令等及报刊作为教材。其次是发
挥外来知识分子能写会编的文化优势，带动地方干部创编课本或小册子，进行教育动员。因地方党组织
和苏维埃政府领导人在当地多为有知识的人，会讲地方方言，了解地方风俗和传统习惯，与当地群众沟
通比较方便，这样通过县、乡甚至是村一级的地方领导者的发动和联系，号召和带动当地群众开展识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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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也就更为容易些。需要在乡村哪里树立识字牌，读些什么样的识字课本，接受识字运动思想上还存
在什么顾虑和要求等问题，可以有针对性地解决，能更有效提高广大苏区群众认知能力和阅读水平。最
后，编写课( 教) 本时突出教本内容的乡土特色，与乡村社会文化传统连接起来。“农村各处，布遍了苏
维埃的政纲布告，宣言，传单和标语”。［9］对于有了初步识字能力的群众而言，简单的标语，通俗的小册
子，识字课本，政府发布的文告和简易课本充当起政治动员的文化传播载体。

在人人接受识字运动，学会阅读的教育环境浸染中，苏区群众头脑中不再仅仅局限于单纯的方言。
课( 教) 书承载的学校文化传播，具有仪式化特征的政治语言，将中共政治主导下的价值观念具体化、日
常化，逐渐渗入苏区群众的普通生活。中国共产党创编的布告、标语、宣言等形式简单的各种非正规课
本，以无声的语言和更易被接受的话语达到有效动员群众为革命战争服务的目的。

( 三) 普及文化知识并倡导文明生活方式

课本政治动员，在落后乡村地区普及了文化知识，倡导文明生活，从而逐步提高苏区群众的道德水
平，为之社会化产生深远影响，使之获得良好的精神持久力。课本成为思想传播的有效载体。
“粗人”“乡下佬”“蠢家伙”这些字眼曾是工农劳苦群众的身份符号。在他们获得学习和受教育的

机会与权利后，发现卑微与贫困不是与生俱来的。从知识获取的过程中，他们懂得强加在身上的苦难也
是可以去除的。当懂得这样的道理之时，也是他们信仰的树立和基本文明生活的开始。此时，是精神的
力量战胜了一切。在乡村，他们仍然忍饥挨饿，经常处于生活的贫困状态，“人生不过是经年劳累、穷
困、缺乏安全和饱受欺凌”。［25］( p291) 无疑，频繁的战争，缺衣少药成为家常。持续战争环境带来的生活必
需品如食盐等物质的匮乏，苏区群众努力通过自力更生逐步在克服。可是，当贫困“不止是被剥夺，而
且是一种处于持续匮乏和极度苦难中的状态”之时，非人化力量控制的卑污必须依靠精神与思想的力
量去取胜。群众性的普遍识字初步改变了这种非人化的力量支配。通过问字所、识字小组、识字班、读
报团、夜校等方式的扫盲，广大群众能够识字、读报和看懂政府文告，进行自由阅读，初步解除着贫困对
他们肉体的直接支配。［14］

苏区群众向往一种文明的生活方式。苏区课( 教) 本一直倡导着这种文明生活的方式，“儿童反对
烟赌”“垃圾倒在那里”“打儿童是不对的”等内容，对儿童健康生活成长带来积极的影响。他们常常将
课本的内容付诸行动。“农村吸鸦片和赌博的现象很普遍，不少人深陷其中，加之落后闭塞地区的宗族
势力大，关系错综复杂，成年人很难自己摘除这颗毒瘤”，［26］( p71) 而儿童以自己获得的教育启蒙方式，天
不怕地不怕，对封建毒瘤展开战斗，所向披靡，战果累累。

对日常生活内容的关注，使中央苏区课本承载着普及文化知识及倡导文明生活方式的思想价值。
当时苏区很火红的话剧《不识字的害处》，便是通过错把“忙”写成“亡”引至虚惊一场的剧情，通俗地向
农民们说明没有文化、不识字和不会写字的苦处与害处，动员群众不但让子女、自己也要积极学文化。
苏区在保证群众享受教育权利方面，确实是下了艰深努力的。［27］( p121) 据老红军彭富九回忆: “苏维埃政
府大力开办列宁学校，许多无钱上学的孩子进了学堂，尤其是农村的女童，她们破天荒地享受到受教育
的权利”。［26］恩格斯指出:“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28］( p610) 随着苏维埃革命在中
央苏区各地的深入，妇女主动接受文化教育，进半日学校、夜学、俱乐部、识字班或列小学习。劳动妇女
作为革命的一支重要生力军，获得苏维埃政权的身份认同。

中央苏区广大群众通过识字运动和专业学习获得各种认识和实践能力，改变着赤贫在群众精神上
的持续状态。这种脱贫的精神获得，进一步启发群众的阶级觉悟，提高着群众的文化水平与政治能力，

打破旧社会思想习惯传统，使他们能“更有力的动员起来，加入到战争和阶级斗争中，参加苏维埃各方
面的建设”。［29］( p68 － 69)

四、结语

中央苏区课本动员的文化力，首先是作为政治文本，对党员干部、红军士兵、普通工农、儿童等群体
进行教育与宣传，动员他们参与革命。苏区广大群众的服从和配合，为战争条件下文化教育事业发展提
供实现政治决策规定的具体目标和任务，同时也展示当时中国社会多种政治制度并存条件下中国共产
党的教科书发展历史过程。其次，作为沟通交流文本，克服着地方方言横亘在政治动员面前的重要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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碍。中央苏区创编发行的各类课本、小册子和各种标语，具有乡土特色的白话语言，刊印生动有趣的漫
画，用通俗易懂的故事承载深刻道理，与乡村社会传统文化连接起来。最后作为承载知识生活文本，课
( 教) 本为广大群众获取多种认知和实践能力提供具体物质形态，逐步改变赤贫在群众精神上的持续状
态。随着旧有的思想习惯传统被打破，广大苏区群众被革命吸纳，逐步参与到苏维埃各方面建设。课
( 教) 本尤如无声的语言在苏区群众内心长久持存。

课本动员的文化力不像党和政府发布命令那样具有疾风暴雨式的直接效果。课本渗透的价值观一
旦在苏区群众内心生根，日后定会开花结果。革命年代课( 教) 本承载的精神、价值、符号，直至今天未
曾改变。从一定意义上说，有什么样的课本，就有什么样的年轻人，也就有什么样的国家和未来。现代
化条件下的各种课本类型多样，内容更为深刻，为提高当前国民素质提供深入的路径，更应承载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的教育动员之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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