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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长 风 雨 中

邓寿明

渠江滋润金广安
灵山秀水育伟人

１９０４年８月２２日，邓小平出生于四川广安协兴场。此时
恰逢清朝末期，国家处于多事之秋，统治者腐败无能，国力日
衰，岌岌可危。

面对空前的民族危机和半殖民地化的加深，四川民众同全
国人民一样，救亡图存，奋起反抗。孙中山建立并领导的资产
阶级民主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相继在重庆、广安建立了
组织，广安成为同盟会在川东北开展革命活动的策源地。

在邓小平进入协兴小学那一年，即１９１１年，四川爆发了
震动全国的保护铁路修建权的运动，领导这场运动的四川保路
同志会会长蒲殿俊就是广安人。

同年秋，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爆发，封建皇帝被推翻
了，中华民国建立了。

在邓小平读县立中学的第二年，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的五四
爱国运动爆发了。邓小平积极投入其中，深受影响，萌发出对
民族的责任感，思考着如何为国家效力。

正当邓小平失去学业机会之时，在重庆就职的父亲将重庆
１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与 四 川邓小平

要开设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的好消息带回，因此，商定邓小
平出国留学。

在考取就读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的一年时间里，十
六岁的邓小平继续参加爱国运动。

１９２０年８月２８日，邓小平与同学们一道，离开重庆乘船
东下，走出夔门，经上海前往法国勤工俭学。此后，邓小平开
始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保路风潮

１９１１年，也是邓小平进入广安协兴小学的那一年，四川爆
发了震动全国的保护铁路修建权的运动。为了能有效地领导这
场运动，１９１１年６月１７日，由各界人士组成的四川保路同志
会在成都建立，会长蒲殿俊 （字伯英，１８７５～１９３５年，四川著
名立宪派人士，曾任四川咨议局长）就是广安人。各州县也相
继成立了保路同志分会。保路运动是四川人民蓄之已久的反帝
反封建运动的总爆发。全川各界各阶层的人民纷纷加入了保路
运动的行列。

四川保路运动如此轰轰烈烈，它的动因是什么呢？那时年
幼的邓小平是不知究竟的。

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阶段的过
渡已经完成，经济生活中的商品自由贸易和自由竞争为垄断所
代替，资本输出成为帝国主义对外侵略的主要手段，其中以各
种方式争抢铁路建筑权和投资权又是资本输出的重要环节。

帝国主义者为了引诱被侵略国，常常标榜铁路一修，可以
“省兵”“旺商”“利运”“救荒”，一举四得，旅行之便就更不
用说了。对于当时没有完整主权的中国，帝国主义这种能给中
国带来所谓的 “五利”，无非是香饵和巧言而已，对他们自己
２



来说，通过在殖民地投资修路，可以扩大商品倾销，加强原料
掠夺，操纵运输事业，控制铁路沿线地区，推进思想文化侵
略，协助镇压革命群众等，的的确确能达到经济、政治、军
事、思想、文化 “五利”俱收的目的。相反，对于所在国则完
全是 “五毒俱全”，殖民地化必然进一步加深。

在列强竞相争夺以达到最后瓜分中国的狂涛中，素有天府
之国美称的四川，以其人口众多，物产丰富和地处西南、西北
锁钥地位，成了侵略者垂涎的重点。四川人民除自发地用武力
直接反对列强勘测铁路外，官绅们也积极制造舆论，呼吁要以
保卫铁路权主权的最好方法———自办川汉铁路———来回击帝国
主义的侵略，并为发展民族经济创造条件。１９０３年７月１１日，

刚刚调任四川总督的锡良，迫于人民的舆论和行动的压力，在
赴川途中的直隶 （今河北省）正定府，就向清政府上奏，请求
“自设川汉铁路公司，以辟利源而保主权”。１９０４年１月，官办
的川汉铁路公司在成都建立。

官办的川汉铁路公司成立后，款项何来？川汉铁路是从湖
北汉口起，经宜昌、重庆、内江等城市至成都的，全长近两千
公里，要修成这条跨越无数险山恶水的铁路，至少需要五千万
银两之巨。

面对如此巨大的困难，四川人民，特别是知识阶层，表现
出高度的爱国热情和聪明才智，他们提出以集股的形式采取官
商合办修路方案被当政者采纳。于是，一种新型的经济方式出
现了，即采用自愿认股、官本股、公利股，还有带强制性的按
田亩和人头抽股，这四种形式基本上涵盖了所有的四川民众。

这是集全川民财，修一条中国人有自主权的铁路，可以说是全
川人民的共识。从此，全川一百五十余个府、州、县，除少数
穷乡僻壤之外，其余的都要遵令缴纳铁路租股。各府、州、县
都设有租股局或股东分会，这些机构都是由当地有名望、有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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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实力的士绅组成，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自修川汉铁路的积极
倡导和支持者，而且自愿认了不少的铁路股。１９０７年官办这一
块退出集股，原来的川汉铁路公司也改为商办川汉铁路公司，

表示了川人自修铁路的决心不改，各地设的租股局或股东分会
仍继续征收租股。

正当四川人民为修川汉铁路而呕心沥血时，清朝政府悍然
宣布，把包括川汉铁路在内的湖南、湖北、广东、四川等省正
在修建或准备动工的几条铁路，收归国家后，再以此项目向帝
国主义国家借款修路。铁路国有化政策，是帝国主义列强挑
拨、威胁中国朝廷的产物，其核心是以借款筑路控制中国的经
济；当然也是摇摇欲坠的清王朝，妄图对内集权，对外投靠，

以免覆灭的反动卖国政策的产物。

由于几乎涉及四川所有人的利益，反对的呼声必然空前强
烈，四川的几千万人民都行动起来了，成为全国保路斗争的急
先锋，其声势之宏大是前所未有的。川内各州县在租股局或股
东分会的基础上成立了保路协会或分会，接受成都的四川保路
同志会的领导。全川各地都表现出了拼死保路的决心和信心。

在邓小平家乡，就如协兴场这样的偏僻小场，因利益攸
关，人们也都奋起投入保路运动。最初是一些号召参加保路运
动的宣传品，如 《来日大难歌》等鼓动性极强的唱词在广安的
各地流传，特别是学堂里的学生把这类歌谣唱得更欢。继而全
川的罢市、罢课风潮掀起，协兴场的一些店铺也关门闭户，协
兴小学也放假了。但邓小平和同学们并没有在家待着，而是经
常跑到协兴场上去听消息、看热闹。今天听到某地的贫民暴
动，捣毁了自治局；明天又听到某地农民与巡警发生械斗，砸
了巡警分署；不时还传来攻击外国教堂的消息。

四川保路风潮是由中国改良运动中成长起来的立宪派发动
和领导的。四川的立宪派们力图把运动控制在 “文明争路”的
４



范围内，要求人民只求争路，不反官府，不打教堂，更不得聚
众暴动。四川的同盟会虽然没有掌握保路风潮的领导权，但他
们暗中活动，执行 “借保路之名，行革命之实”的策略，暗中
联络会党，建立同志军，准备武装起义。

清政府严令四川总督赵尔丰武力弹压保路民众。９月７日，

赵尔丰诱捕了保路同志会的领导人蒲殿俊、罗纶、邓孝可、张
澜等人，并下令军警开枪屠杀无辜的请愿群众，制造了骇人听
闻的 “成都血案”。这就成为人民武装起义的导火线。成都附
近的同志军首先揭竿而起，围攻成都。各地同志军闻风响应，

起义烽火燃遍巴山蜀水。四川同盟会领导人之一的吴玉章、王
天杰等，９月２５日在荣县成功地推倒了清朝的县政权，宣布独
立，不仅首义于四川，而且首义于天下。

在四川保路运动的推动下，１０月１０日，中国同盟会在湖
北的武昌起义成功。武昌起义震惊清王朝，影响全国，各省相
继宣布独立，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四川同盟会领导的起义遍
于川内，各地的会员纷纷攻城略地。川东北起义民军在曾省斋
的率领下，先克垫江、大竹、邻水县城后，于１１月２２日攻占
了广安县城。当天，起义民军在广安召开群众大会，宣布成立
“大汉蜀北军政府”，推曾省斋为都督，张雅南为副都督，下设
军政、参谋、财政、总务、文牍五个部，部长皆是广安人。很
快，协兴场就出现了蜀北军政府的十八星旗帜和有着 “兴汉灭
满，建立民国”字样的告示。而且男子纷纷剪去发辫，女子也
开始把缠足放开。

协兴场的一些哥老会成员也赶赴县城参加起义军。当时，

邓小平的父亲也参加了起义军，还曾带着邓小平在军营住过两
夜，这使幼年的邓小平亲身体会了一次军旅生活。

在大动荡的时代，几乎每天都有新的消息传来，每天都有
新的变化，使生活在偏僻沉寂的乡下的人们，时时都沉浸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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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从未有过的激动振奋之中。几天后，在广安县城的起义军扩
充了两三千人，然后开始进攻巴中和顺庆。然而两次进攻都失
败了，起义军损失很大，于是退守广安、营山和岳池三个县
城。这时，军政府领导集团内部开始分化，有的称病不出，有
的消极退隐，有的另寻他路，已经不能形成强有力的领导。同
时，由于急于招兵扩军，新兵中的会党分子较多，有的带来了
流氓无产者习气和浓厚封建思想，破坏了起义军的纪律。这些
人劫掠各种捐税款，抢拿店铺的东西，使广安的民众感到失望
而逐渐远离民军。

在民军攻占广安县城的当天，重庆也被起义军占领，并很
快成立蜀军政府。川东南五十七州县相继宣布独立，接受蜀军
政府的领导。１１月２７日，入川鄂军在资州 （今资中县）起义，

捕杀了镇压保路运动的刽子手端方，通电响应湖北武昌的起
义。赵尔丰见大势已去，被迫释放四川保路运动的领导人蒲殿
俊、罗纶等人，并与立宪派签订了 《四川独立条约》三十条。

１１月２７日，大汉四川军政府在成都成立，由蒲殿俊任都督，

朱庆澜任副都督。１２月８日，成都发生兵变，蒲、朱仓皇而
去。军政府陆军部长、同盟会员尹昌衡、罗纶带领新军入城平
乱。１２月２２日，尹昌衡派兵逮捕赵尔丰，将其枭首示众。至
此，清王朝在四川的统治全部覆灭。辛亥革命在四川取得了全
面胜利。

四川保路风潮和同志军的大起义，是辛亥革命的重要组成
部分。孙中山曾高度评价四川人民在辛亥革命中的历史功绩：
“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者要迟一年半载
的。”并慨然赋诗称：“惟蜀有才，奇魂磊落”，“四亿兆众，同
兹歆羡”。

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延续几千年的皇权统治，清朝遗留下
来的长辫子也被大多数人剪掉了，清朝招牌也变成了民国政府
６



的招牌，言必称共和的人也多起来了，究竟共和的实质是什
么，好像许多人也说不清楚道不明白。眼观社会的现状，人们
又似乎感觉这个世道好像和以前没有什么变化，象征着封建统
治阶级的政权、族权、神权、人身依附等等原有状况依然如
故。那些曾经令人激动的日子，已经成为过眼烟云。

动荡的日子过去了，邓小平依旧回到场上的小学读书。学
校依旧，教师也依旧，以前课上课下公开或半公开讲授的那些
令人激动奋起的反清革命主张、故事却很少讲了。或许是因为
革命已经实现了，清朝已经被推翻了，那些曾经激动人心的东
西再也提不起人们的追求热情，渐渐地变冷了。

年少的邓小平感受和目睹了他身边发生的一切。他不清楚
社会和国家变革的具体过程，也还不理解这场变革的原委。但
是，通过这次事变，在他幼小心灵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萌
发了一种对外面世界的关注和向往。他想，在协兴场以外，在
广安城以外，肯定有一个广大而神秘的世界，有一些很有本事
的人物，是他们在指挥着、影响着和改变着世间的一切。

激荡岁月

进入少年时代的邓小平，经历过了中国变革、动乱等一系
列重大事件。正当邓小平对这兵匪横行和不断变化的时局感到
困惑之时，中国的政治思想界出现了新潮流，对邓小平产生了
重大的影响。

最先吹响中国思想启蒙号角的，是后来被誉为进步思想界
的明星、“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他创办的 《新青年》，

开创了中国新文化、新思想运动之先河。

在四川，思想解放运动受 《新青年》杂志影响最大。 《新
青年》创刊后，相继在成都、重庆、泸州、梁山 （今重庆市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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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四 川邓小平

平县）等地设立代售处，广为介绍和发行，四川青年争相购
阅。《新青年》倡导的民主和科学尤其广受欢迎，成为青年的
指路明灯，使长期受封建意识形态束缚的四川青年深深感到震
动和鼓舞。

广安县距离成都、重庆都不太远，在与外界的政治、经济
文化方面的沟通历来不落人后，而且，广安还是四川同盟会最
早的发源地之一，可算得上在革命思想的接受和传播方面都是
四川比较前沿的地方。重要的是这里的人们具有敢于和善于接
受外来先进文化的优良传统，学界和思想界的先进人物将成
都、重庆，甚至更远的地方接触到的新东西带回，对思想界、

学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新青年》的观点引导着一切追求进步的人们，它所倡导

的东西，正是当时的青年们追求和向往的方向。所以， 《新青
年》宣传的思想理论，使和邓小平同时代的有志向的青少年学
生，明确了怎样做一名对社会有用和负责任的青年。

在邓小平的年龄和学识相应增长的时候，整个中国社会处
于群雄割据的全面混战时期。

袁世凯死后，中华民国的副总统黎元洪继任大总统，但实
际权力控制在北洋军阀的另一个头目、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段
祺瑞手中。１９１７年６月，原驻徐州的军阀张勋，利用段祺瑞和
黎元洪之间的矛盾带兵疾进北京，并于７月导演拥戴被废黜的
清朝末代皇帝溥仪重新称帝的复辟丑剧。段祺瑞借机起兵粉碎
复辟，即以 “再造共和”的英雄自居，执掌了中国最高权力，

拒绝恢复民国元年的 《临时约法》国会，而假共和之名，行军
阀独裁专政之实。此时，各地掌握军政大权的实力人物纷纷割
地称雄。中国再一次陷入了军阀割据和混战的局面。

军阀混战不休，民间生灵涂炭。四川人民既受军阀混战之
苦，还要承担政府和军队的全部费用。１９１７年后，各部队又开
８



始就地预征、借垫、临时筹垫；地方武装团保也自筹经费，大
肆敲诈勒索老百姓。在农村，由于地主、军阀、官僚掠夺和集
中了大量的土地，对农民收取的地租一般都很高：上等田二八
或三七分成，中等田四六分成，下等田对半分成。地主分得总
收获物的五至八成，农民终年辛劳只得二至五成。有的交不起
租，还得忍受高利贷的剥削，农民陷入日益贫困的境地。农民
无法生活下去，有的年轻力壮者或为匪，或当兵吃粮谋生；有
的年老体弱和年幼者，就乞讨四方，流落街头。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混乱不堪的社会局面？如何解决军阀们
的劣行？对于这些问题，年少的邓小平难于作出解答。他只经
常看到不少衣衫褴褛之人倒毙街头，他多么盼望中国尽快地富
强起来。他带着这种强烈的愿望，于１９１８年暑假结束了县立
高等小学堂的学习生活，在秋季又考入了全县唯一的一所县立
中学。

广安县立中学学堂在县城西边秀屏山下，这里原是清朝在
广安进行科举考试的地方，是在道光十年建成的。清末兴学
校，于光绪三十三年 （１９０７年）改建为县立中学堂。当时中学
堂开设的课程，主要有修身、国文、历史、地理、数学、博
物、化学、物理、体操等。据说当时广安的法国传教士也在学
校执教。邓小平进入中学后，还有一些传教士在此任教，给邓
小平留下了印象。

中学在课程安排上，虽然比高等小学多了不少，但对于从
发蒙读书算起已经读了九年，而且成绩一直都很优秀的邓小平
来说，也不算什么。此时，书本上的知识已不能完全满足他强
烈的求知欲望了，他一面完成好课堂学习和作业，一面阅读一
些课外读物，有空闲时还跑去看看川戏。邓小平对于当时国内
外和身边的大事也十分留心思考，他在认真探讨自己今后要走
的人生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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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进入县立中学的第二年春夏之际，中国爆发了伟大
的五四爱国运动，中国革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进入新民主主义
革命。这场全新的革命运动，成为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一个转
折点。

这期间，四川各地各阶层群众，尤其是知识阶层，更为密
切地注视着巴黎和会，就在大家紧张地期盼之时，却传来了中
国在巴黎和会上力争主权的行动彻底失败的不幸消息，北京的
学生们愤怒地走上街头游行示威，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
运动。

《川报》登出驻北京特约通讯员王光祈传来的北京学生５
月４日火烧外交部长住的赵家楼的消息。北京学生的爱国壮
举，首先激起成都、重庆学生的爱国热情，他们组织游行集
会、演讲，加之当时四川军政界的头面人物熊克武、杨庶堪等
都给予群众运动以较有力的支持。熊克武还致电北京政府，明
确表示反对出卖祖国主权。成都、重庆各界的爱国运动很快扩
展到全川各地。据当年的资料统计，四川有八九十个县和镇的
学生及各界爱国人士参加了救亡运动，他们相继组织起学生联
合会、救国会、救国十人团等等组织投入响应北京学生的爱国
运动，使五四运动在四川广泛地开展起来。

成都、重庆的爱国风潮，到５月中下旬传到广安，广安县
立中学的教职员和学生们激情满怀地立即行动起来。学生们分
头书写标语、传单、公告，联络各界爱国人士。邓小平也积极
地投入爱国运动之中。

５月底，广安县立中学的学生们和县立高等小学堂联合成
立了当地最早的学生爱国分会，召开会议通过了广安学生爱国
会简章十九条，同时向广安社会各界发出了救亡公告，大声疾
呼：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近来吾国外交失败，亡国之祸迫
在眉睫，苟不急图挽救，将步印度朝鲜之后尘。吾侪既占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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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子，应当尽国民之责。我于五月二十日内接上海、蓉城
（成都）及重庆等处通函云：日本占据我青岛不还，兵势凶焰，

我国已如千钧一发矣！敝校爰开会议，组成爱国分会，与顺庆
各爱国会联为一气，并通函县高初小学校，使成立分会，与本
会联成一气。希望同胞转相劝勉，或助以言论，藉励民气，而
图救我国危局。”会议之后，学生们组织了游行集会，街头宣
传，以表示声援和配合全国的学生和工人、商人的爱国运动。

邓小平积极地投入这场反帝爱国运动之中，参加了爱国分
会组织的游行、集会、宣传、罢课和抵制日货等活动。从此，

他眼界大开，从中了解到不仅是家乡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整个中国都是如此。

在五四运动中，受 “德先生” （民主） “赛先生” （科学）

两面旗帜的影响，邓小平深切地感到，中国要富强必须依靠科
学。而只要每个青年都掌握一种科学本领，立志改变国家现
状，中国就会成为一个不怕帝国主义欺压的富强国家。年轻的
邓小平心中逐渐萌发了一种对国家、对民族强烈的责任感，而
正是这种责任感使十五岁的邓小平思考着如何为国家、为民族
出一点力。

６月以后，由于学生和教职员罢课开展爱国运动，学生上
课的时间也是时断时续了，加上暑假即将来临，邓小平决定离
开学校回家，到秋季再回学校上课。他没有想到，此次离去，

竟结束了自己在广安县立中学的求学生涯。

决定留学

邓小平从县立中学回家后，一边温习功课，一边帮家中干
一些农活，有时帮弟妹们读书识字，有时相邀几位儿时的伙
伴，在溪河之中戏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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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过了两月有余，邓小平的父亲邓绍昌从重庆捎信回
来。

原来邓绍昌在重庆时，通过友人得知，重庆成立了中国留
法勤工俭学分会，并决定开设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邓绍昌
得知这一消息后，专门到留法预备学校去看了校址，询问了招
生条件，经过一番仔细考虑，认为留法勤工俭学适合大儿子邓
小平的条件，何不让儿子出去闯一闯社会，经受锻炼，学得一
技之长。于是希望大儿子到重庆报考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

将来以勤工俭学的方式到法国去学习。

邓小平父亲这个决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邓绍昌自己十几
岁时就到成都读书，虽然时间不长，却是大开眼界，因此，他
决心让儿子到大地方的大学堂去学习，去见大的世面，学习大
的本领。他知道自己虽然有点土地和实业，但家境并不十分富
裕。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的开办和以后到法国勤工俭学，都
可以使他花较少的钱让儿子学到较大的本领。

但邓小平留学法国的事，却遭到母亲的极力反对。这种反
对在当时或许是正常的。因为当时的整个社会到处都是乱哄哄
的，战争连绵不断，土匪四处横行，抢劫和杀人事件，几乎天
天不绝于耳，社会没有半点安宁。儿子是母亲的心头肉，在这
样的环境下，让一个十五岁的孩子独自远行，搞不好就是凶多
吉少。作为母亲能不为此担心吗？能不阻拦吗？在当年，要让
从未出过远门的十五岁的儿子一个人到重庆，一个人到那么遥
远的法国去，还要一边读书，一边做工来自己养活自己，那是
多么可怕、多么不可想象的事啊！

由于邓小平是铁了心要去重庆，去法国，因此，母亲的反
对就显得有些势单力薄了，她拗不过父子俩的决定，也只好违
心地同意儿子去！母亲开始为儿子远行准备衣物、鞋袜等生活
必需品，同时尽量为即将远行的儿子做一些可口的饭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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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到县立中学去，一方面给老师说明退学的原因，另
一方面也给能见到的同学道一声别。

１９１９年９月，邓小平要离家起程去重庆了。出发这一天，

邓小平的母亲早早地就起床了，姐姐和弟弟们也不约而同地起
得早早的，他们都要亲自送行。吃过早饭，一大家人前呼后拥
地簇拥着邓小平上路了。

渠江，又称渠河，是嘉陵江左岸最大的支流，发源于南江
县的铁船山，汇集川陕两省边界米仓山、大巴山南麓诸水，向
西流至渠县三汇镇与达县流来的州河汇合后称为渠江，再经渠
县、广安于合川县进入嘉陵江，全长六百余公里。邓小平在县
城中学读书时，最喜欢邀约几个相好的同学，在渠江的青龙嘴
江面上搏击风浪与追逐渔舟。

渠江边上，有一个小巷，名叫望渠巷，站在这里可以尽览
渠江景色。走出望渠巷，就是广安县城的东门码头，这里是广
安在渠江的重要货物集散地，常是车水马龙，热热闹闹。

邓小平与送行的家人告别后，登上了停靠在渠江边的一艘
货船，不多久，货船起锚开航了。

秋天的渠江，江水丰沛，顺水船儿飞快南下。船工摇着木
桨有节奏地拍打着水面，船儿冲向激流，漂向远方。

码头、县城、故乡，渐渐被抛在后面，消失在邓小平的视
线里。

再见了，亲人！再见了，故乡！

没有想到，从此一别，邓小平终生再也没有回过广安。不
是他不怀念故乡，不是他不思念亲人，而是革命需要他作出这
种舍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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