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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版说明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

视党的历史和革命传统教育。2015年9月11日,习近平总书

记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六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

中指出:“英雄模范之所以能够赴汤蹈火、舍生忘死,之所以

能够任劳任怨、鞠躬尽瘁,之所以能够洁身自好、光明磊落,

最根本的就是他们对理想信念有执着追求和坚守。他们选定了

主义,站定了队伍,就终身为此不懈奋斗”,并强调革命烈士

的家书、事迹是进行理想信念教育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

材,要编辑成册,发给广大党员、干部,让他们经常读一读,

想一想。

为了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推动 “两学一做”学习

教育,2016年4月,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决定对 《四川党

史人物传》第一卷、第二卷进行一次重要史实的补充修订后再

次出版。《四川党史人物传》第一卷、第二卷是1984年由中共

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的前身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组织

编写。这套书出版三十多年来,在进行革命传统教育、认识四

川党的历史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深受广大读者喜爱,经过时 001



间的积淀和新的重要文献的出现后,有必要对此书修订补充再

版,为广大党员干部提供更为生动的学习资料。

再版工作由郭生春牵头,宋键、杨萍具体负责,图片的收

集整理工作由宋键、杨萍、马睿、王植和李小聪完成。这项工

作得到了该书前编辑组长乔毅民的大力支持。室务会还决定聘

请邓寿明对书稿补充修订工作进行审定。在图片、资料的补充

收集过程中,我们得到了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以及酉阳县、

黔江区、涪陵区、潼南区等地党史部门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

诚挚的谢意。

《四川党史人物传》编辑组

2016年6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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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白戈

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 《四川党史人物传》编辑

组编辑出版的 《四川党史人物传》,无论就党史的研究及就革

命先烈和先辈的表彰来说,都对后辈起着长远的教育作用。

我们有今天这样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主义社会,

过着人间幸福的生活,是与许多革命先烈的流血牺牲和革命

先辈的艰苦奋斗分不开的。他们一生斗争的历史,不但给我

们指明革命实践的道路,而且给我们鼓舞奋发的力量。现在

许多青年人不懂得革命的历史,不懂得新中国是怎样由旧中

国变来的,对革命的一些根本问题就难以理解或理解不深,

所以对青年人来说,这种形象的、历史的、生动的传记读物

特别需要。

人物传记,必须实事求是,力求做到真实无误。因为这

是历史而不是小说。小说可以夸张虚构,历史必须存真。比

如画一个人物的像,可以用素描,可以用油画,但必须像被

画者的真实面貌,这才叫画像。传记也可以用彩笔写,但这

只是增加它的光彩,而不能模糊它的真实面貌。真实应当是 001



第一位的,不要写成华而不实。

每个人物都有一个成长发展的过程。即使是伟大的人物

也有一个由幼稚到成熟的过程,没有谁一生下来就是革命的

天才。所以我们在写人物传的时候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

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写出人物的变化和发展。每个人所处

的时代环境和家庭地位关系不同,他所走的道路以及如何走

上革命的道路都是不同的,这其中有千山万壑的羊肠小道,

也有险阻湍急的关津渡口,由于时代的要求和革命的形势相

同,往往又殊途同归。情况是非常复杂的,但又是有规律性

的。所以在写革命人物传时,既要写得丰富多彩,又要写得

合乎情理。历史的发展是曲折的,在某些转折的关头,或者

由于路线的错误,或者由于思想认识跟不上,英勇的革命人

物也会有某些过失,这在写传记的时候也不必避讳。因为这

样更能显出人物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有助于光辉形象的塑造,

并不削减他们的革命功绩和在历史上应有的地位。

一个革命人物的行动总会或多或少地贯穿着许多运动、

斗争事件,而且有些在革命史上甚至现代历史上都是主要的

事件。他是运动、斗争的参加者乃至领导者,在写他的传记

的时候就必须把这些运动、斗争写清楚。这不但可以丰富革

命人物的事迹,为其增添光彩,而且可以作为革命历史的一

部分供后人参阅。当然这又与写某一运动史、斗争史不同,

只能是简明扼要地包含于传记之中,而不能形成传外有传。

这部 《四川党史人物传》,经过原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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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会同四川省中共党史研究会多次召开会议讨论研究和各地

区、各大专院校乐于承担编写任务的同志的辛勤劳动,又由

原省委党史研究室以乔毅民为组长、张迪明为副组长的 《四

川党史人物传》编辑组担负着整个编辑工作。由于许多烈士

是在敌人的屠刀下牺牲的,在那些黑暗统治的艰苦日子里,

没有保存什么资料,不得不走访一些知情的老人,多方来搜

集,而这些老人又因年事已高,记忆难免不周和不准,为了

对证一个史实往往花费很大的功夫,他们的心血凝成的几十

篇党史人物传,对于党史的教育和革命史的教育作出了很大

的贡献。今后的工作更加繁重,尚望同志们以锲而不舍的精

神,总结过去的经验,取得更好的成绩。

1983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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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右木

王右木 (1887-1924),

最早在四川传播马克思主

义革命理论的宣传者和组

织者,也是四川党、团组

织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

从组织马克思主义读书会

开始,到建立社会主义青

年团成都地方团执行委员

会,再到创建中共成都党

支部,始终热情地宣传马列主义,深入群众,细致工

作。他领导了学界争取教育经费独立的群众运动,又

从事工人运动,创办 《人声报》。他既不为反动派的

气势汹汹所吓倒,也不为反动派的高官厚禄所诱惑,

坚持为真理而斗争。他的一生虽然非常短暂,却为我

们树立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光辉形象,不愧是四

川革命运动的先驱。 001



艰苦的青少年时代

1887年11月12日 (阴历九月二十七日),王右木诞生在

四川省江油县城关镇 (今江油县武都镇)一个贫民的家庭。这

里紧靠龙门山脉北段的东南侧,奔腾不息的涪江绕城而过,他家

就坐落在城的中央。王右木的父亲王奎生,又名王源光,是一位

老实人,曾考取过清朝秀才,年轻时以教书为生,勉强维持全家

生活。后来开了个小客栈,收入不多,生活日益困难。母亲杨氏

生下他时,其父尚在外面躲债,因无力喂养,准备忍痛送给别

人。他在外教书的大哥知道后,坚决不同意,自己节衣缩食,全

力支持家庭,决心将弟弟抚养成人。王右木排行第三,曾取名王

丕昌、王燧。四岁起就跟着大哥识字读书,受到严格管教。

当时的中国,在清朝政府腐败无能的统治下,甲午战败,

被迫签订了屈辱的 《马关条约》,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中国

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一浪高过一浪地向前发

展。王右木十一岁那年,四川的东部爆发了规模浩大的余栋臣

反洋教武装起义。稍后,又爆发了义和团运动。这一切都在王

右木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当他读到中学时,由于

家庭经济越来越困难,不得已曾两次停学去教蒙童 (初小)来

挣学费。全家人为了他不致停学,一年中除由本家亲戚凑集一

个学期的学费外,另一个学期的学费,则靠王右木利用寒假在

家门口摆摊写春联出售来筹集。当地的豪绅地痞,鄙视他的家

世,对他进行冷嘲热讽。正是这样艰难困苦的环境,锻炼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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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邪恶势力的傲视和挺拔的高尚品格,以及努力向上的坚强意

志。他终于在江油县立登龙书院和龙安府立匡山书院念完了初

中和相当于高中的课程,清末应童生试,名列前茅。随着知识

和年龄的增长,他开始观察和思考自己的周围及社会了。是

时,接近灭亡的清政府,更加衰败无能,实业不振,一切仰外

人鼻息,贪污成风,官吏不以为耻,竞相效尤。王右木每谈到

这些,深感痛心疾首。

辛亥革命前夕,王右木以优异成绩考入成都的四川通省师

范学堂数理科,决心从实业着手,使国家振兴,人民富强。当

时的成都,已是四川革命党人的重要活动和集中地之一,四川

通省师范学堂又是他们活动的主要场所,大批留日回川的学生

在此任教,革命空气十分浓厚。尽管清王朝的四川政府严加防

范,革命洪流仍然滚滚向前,许多革命读物如梁启超的 《新民

丛刊》,邹容的 《革命军》,陈天华的 《警世钟》《猛回头》,还

有 《新湖南》 《太炎论事》,吴玉章在日本主持创办的 《新四

川》等,都在学生中广泛传阅。很多有志青年都感到要变法才

能救国,学西欧、学日本,才能富强。生活在这种环境中的王

右木,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便产生了留学日本的愿望。但他

的家庭经济这时更加困难,连供他继续读书也不可能,只好被

迫中途休学,留日学习的愿望当然无法实现。回乡后,他应县

立龙郡中学之聘任教务长。在校期间,除努力于教学的组织工

作外,他还积极支持学生的正义行动。据当年曾在该校读过书

的张秀熟回忆说:一次,校长的儿子流里流气地到他们班去当

学监,学生都不满意,就抓住他有失礼节的一件小事,给以迎 003



头痛击。学生们请教务长评理,王右木完全站在学生一边。结

果,校长的儿子灰溜溜地被轰走了。

不久,王右木积攒了一些钱,又回到四川通省师范学堂去

完成他未竟的学业。这时的成都,经过辛亥革命的风暴,民主

共和国的观念深入人心。年轻的王右木,怀着炽热的心情,投

入了当时沸腾的政治生活。但是,他逐步看到,辛亥革命并没

能够给人民带来什么实质利益,人民依旧在水深火热中挣扎。

他感到,一个幸福兴旺的国家,不可能在这貌新实旧的统治下

实现。无情的现实,促使他团结有志之士,一起研讨国家政

治,探索救国救民道路。

1913年秋,王右木在四川通省师范学堂学习毕业后,又回

到龙郡中学,教授物理课程。他教学态度认真,阐发道理清

楚,深受学生欢迎。

走上革命的道路

1914年,省上给江油、彰明两县一个官费留学日本的名

额。王右木决定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争取这个官费留学日本

的名额,最终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在亲友资助下,王右木终

于实现了去日本留学的愿望,到东京明治大学经济系学习。这

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利用西方列强无

暇东顾的机会加强了对中国的侵略,不仅出兵中国山东,强占

青岛和胶济铁路,而且还向袁世凯提出企图灭亡中国的 “二十

一条”,作为支持袁氏称帝的交换条件。消息传出后,立即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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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了中国人民反日、反袁的斗争怒潮,中国的留日学生也迅速

召开了留学生总会会议,反对袁氏签订卖国条约。会上,公推

李大钊为文牍干事,负责起草通电。在这次运动中,王右木奔

走呼号,动员人民竭力反对袁世凯的卖国行径。

1915年12月25日,云南首先高举讨袁护国的武装义旗。

接着全国响应,维护民主共和国的反袁运动进入高潮。东京的

留日学生总会组织学生积极支持云南的护国军,并代筹军饷,

推举李大钊为文事委员会编辑主任。同时李大钊等还在东京留

学生中发起组织 “神州学会”。王右木立即加入这一组织,并

在运动中结识了李大钊。在这场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中,王右

木的态度十分鲜明:他慷慨激昂地抨击袁世凯的倒行逆施,对

一位友人司君加入袁世凯的筹安会愤怒地加以斥责,指 出:

“如不退出,即断往来”。他在给家中的信里,也用较多的笔墨

来评论国事,抒发自己的爱国热忱。

王右木留日期间,马、恩著作在日本知识界有较为广泛的

流传,思想十分活跃。王右木在东京明治大学时,经常聆听进

步学者山川均夫妇和上杉荣讲经济学,还去听京都帝国大学的

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河上肇讲 《政治经济学史》。这时他还

结识了俄国的革命诗人爱罗先珂。他们都是王右木学习、研究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启蒙老师。这期间,王右木如饥似渴地阅读

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和其他各种社会科学书籍,并联系自

己的切身体会和中国现实进行探索,从而认识到靠单纯的发展

实业是不能挽救中华民族的。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伟大实践,

更加坚定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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