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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风云际会又百年（代序）

———有感于《达州百年大事纪略（1911—2011） 》
◎康莲英

在全人类进化发展的历程上，一百年光阴，恍如流星过眼。

在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中，一百个春秋，逝若白驹过隙。

一百年，相对于自然空间的广度，如沧海一粟。

一百年，比较于时间流转的长度，如昙花一现。

但是，对中华民族来说，１９１１年—２０１１年的一百年，却是人类历史上

一个永远难以诠释的惊世瞬间。在这个接点，整个中华民族从深重灾难中觉

醒，在觉醒中奋起，在奋起中自强，在自强中超越，在超越中实现感天动

地、波澜壮阔的伟大复兴。

这一百年，泱泱中华实现了民族独立，彻底终结了１８４０年以来被欺凌、

被蹂躏的屈辱历史，建立了一个民族享有尊严、人民当家做主的共和国，猛

醒的睡狮迎着朝阳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这一百年，华夏儿女顺应了时代潮流，以不屈奋斗、自力更生和改革开

放的磅礴力量，启开了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宏伟愿景，中华巨

龙重新又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在这一百年中，中华大地风云激荡，中华儿女浴火重生。

在这一百年宏阔的背景下，被誉为 “秦烟汉雨巴蜀地，唐风宋韵达州

城”的达州，经历了烽火硝烟的洗礼，脱胎换骨的阵痛，将大革命血液浸染

的红色圣地，演绎成充满生机与创业希望的巴山乐土。

无论在刀光剑影、硝烟弥漫的时代，还是在全民奋发、红旗漫卷的岁

月，无论在刀耕火种、生产力极度低下的过往，还是在改革开放、生产力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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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升级的当今，一代又一代达州人，都以坚韧不拔、愈挫愈勇的民族精神，

延续着达州崇文尚道的厚重历史，塑造着达州登高望远的坚定信念。

１９１１年—２０１１年，跨越了辛亥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

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改革开放等各个历史时期。在每一个历史阶段，达州

人都留下了生动的足迹，创造了非凡的业绩，书写了辉煌的成就。特别是在

土地革命时期，达州作为全国第二大红色苏区———川陕苏区的重要组成部

分，无数志士仁人赴汤蹈火、前仆后继，抛头颅、洒热血，为中国共产党领

导的民主革命胜利，做出了卓越贡献。而今天，达州蕴藏的丰富天然气资

源，正源源不断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输送着最清洁的能量。

历史，不能被遗忘；历史，是一面镜子。它既给今人和来者提供永恒不

绝的信念动力，更让所有人铭记曾经的过去———不论是对苦难历程的反刍还

是对甜美生活的咀嚼。

我们必须尊重和敬畏历史。它教会我们去鉴别对与错、是与非，去思索

得与失、善与恶，去印证兴与衰、存与亡，是我们探寻规律、指点江山、开

启未来的指南针，是我们激发动力、拼搏图强、破旧立新的催化剂，是我们

激浊扬清、祛邪扶正、居安思危的警示录。为此，我们的祖先谆谆告诫：前

事不忘，后事之师；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剖析历史是为了担当现在，仰望历史是为了敬重未来。

不论岁月如何变迁，不论人类如何发展，我们都必须客观理智、科学公

正地从历史长河中汲取丰富的精神养分，我们的思想才不会僵化，视野才不

会局限，智慧才不会枯竭，行动才不会盲目，我们殷殷向往和苦苦追寻的未

来才不会云遮雾绕、山重水复。

达州，是我们生生不息的家园。生于斯，长于斯，创业于斯，成就于斯

的每一个人，都寄予了无以复加的情愫和期望。热爱达州，就应当以诚挚的

心态来熟悉了解达州所包含的丰富内涵———不论山水还是人文，就应当以博

大的胸怀来包容达州所经历的每一个历史瞬间———不论光彩还是灰暗，就应

当以敏锐的视觉来审视达州曾经的每一个历史事件———不论积极还是消极，

就应当始终以主人翁的姿态来为达州的发展添砖加瓦———或挥汗如雨的不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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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或真心诚意的建言献策，或直面现实的勇敢批评。

这就是一种大智大勇的无私担当，一份充满阳光的高尚情怀。

追忆和畅想，是所有人基于历史、现在和未来的情感回归。岁月苍茫而

世事纷繁，风云际会则世道变迁，要让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所有人，为这片

土地的历史感到骄傲，为这片土地的未来充满自豪，就不得不挖掘这片土地

的厚重文化，研究这片土地的风土人情，从而彰显这片土地的无穷魅力。这

就是文史的责任，也是文史应当嫡传的基本血脉。李大钊曾经说：“一切的

过去，都以现在为归宿；一切的未来，都以现在为渊源；过去、未来的中

间，全仗有现在，以成其延续，成其永远，成其无始无终的大实在”。

对达州百年的回顾，对达州百年大事的梳理，是为了能够更好地凝聚全

市人民的力量，迎着民族复兴的灿烂曙光，以 “万物争春发，不舍昼夜”的

精神，积极投身于建设 “幸福达州，美丽达州”的伟大实践。

由达州市政协学习文史委编辑的 《达州百年大事纪略 （１９１１—２０１１）》，

以时间年表的顺序，一事一叙的方式，简洁明了的手法，呈现了这一百年中

对达州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社会生活等方面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其

根本点和立足点是：让生活在达州这片土地上的人和所有热爱达州这片土地

的人，能够有纵深地、比较全面客观地了解达州的过去，从而更好地为达州

的现在和未来服务。

因此，即便此书存在漏玉存石的现象，也同样值得品读，值得珍藏，值

得我们花一些时间，让思想穿越于逐渐远去的历史时空，去感受那些舍生忘

死、视死如归的澎湃脉搏，去浏览那些风起云涌、众志成城的壮阔画卷。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２３日于达州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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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达州的历史沿革

达州市历史悠久，建制沿革有序。上古属巴地，夏属梁州城，商属雍州

城，西周属雍州地，春秋战国时期属巴国地。公元前３１６年，秦灭巴、蜀后，

推行郡县制。公元前３１４年，在故国地置宕渠县，达州市境域属宕渠县。

东汉和帝永元二年 （公元９０年），析宕渠县东置宣汉县 （治今通川区），

隶巴郡；北置汉昌县 （治今巴中市巴中镇），隶巴郡。以后，历经三国、西

晋、成汉、南朝、西魏、北周时期，建置时州时县，境域沧海桑田。

梁大同三年 （公元５３７年）置渠州，（一说大同三年，公元５２９年）。隋

文帝开皇三年 （公元５８３年），撤郡，以州领县。通州领５县。炀帝大业三

年 （公元６０７年），改州为郡，推行郡县制，通州改为通川郡，郡领７县；

改渠州为宕渠郡。

唐高祖武德元年 （公元６１８年），通川郡改为通州，宕渠郡改为渠州。武德

三年，置通州总管府，开境内置府之始。武德七年，升为通州都督府。唐太宗

贞观五年 （公元６３１年），废通州都督府，仍置通州。唐玄宗天宝元年 （公元

７４２年），通州改为通川郡。唐肃宗乾元元年 （公元７５８年），改通川郡为通州。

五代前蜀 （公元９０７年—９２５年），分渠州置邻州。后蜀 （公元９３４年—

９６５年），废邻州入渠州，仍置通州。

北宋太祖乾德三年 （公元９６５年），改通州为达州。宋真宗咸平四年 （公

元１００１年），达州隶夔州路。南宋宝祐三年 （公元１２５５年），达州领通川、巴

渠、永睦、新宁、东乡、明通６县。渠州领流江、邻水、邻山、大竹４县。

元世祖中统元年 （公元１２６０年），置渠州军民总管府。至元十一年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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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１２７４年），改置渠州安抚司。至元十五年，达州隶四川南道宣慰司重庆路。

至元二十年，置渠州安抚司改置渠州。至元二十二年，达州改隶夔州路。

明太祖洪武九年 （公元１３７６年），通川县省入达州，降州为县，隶重庆

府；撤渠州。正德九年 （公元１５１４年），达州改隶夔州府。

清雍正六年 （公元１７２８年），升达州为直隶州，隶川东道。嘉庆七年

（公元１８０２年），升直隶达州为绥定府，隶川东道。

民国二年 （公元１９１３年），废绥定府。民国三年 （公元１９１４年），东乡

县更名为宣汉县，太平县更名为万源县，新宁县更名为开江县，加上达县、

大竹县、渠县、城口县同隶川东道。

１９３３年，红军入川陕，置绥定道苏维埃，隶川陕省苏维埃，辖达县、

渠县、宣汉县、万源县、红胜县、城口县苏维埃。１９３４年红军撤离，道、

县苏维埃消失。

民国二十四年 （公元１９３５年），川政统一，置四川省第十行政督察区，

辖渠县、大竹县、邻水县、广安县、垫江县、梁山县、长寿县。置四川省第

十五行政督察区，辖达县、宣汉县、开江县、万源县、通江县、南江县、巴

中县。民国三十五年 （１９４６年），置平昌设治局；民国三十七年 （公元１９４８

年），改为平昌县。隶四川省第十五行政督察区。

１９５０年１月，成立川北行署区达县分区 （治今通川区）和川东行署区

大竹分区 （治今竹阳镇），３月，分别更名川北行署达县专区和川东行署大

竹专区。１９５２年９月，达县、大竹专区分别更名为四川省达县专区、四川

省大竹专区。１９５３年３月，撤大竹专区；大竹县、渠县、邻水县３县改隶

达县专区。１９６８年２月，改达县专区为达县地区。１９７６年１月，置达县市

（县级），隶达县地区。１９７８年４月，置白沙工农示范区 （县级），隶达县地

区。１９９３年７月，达县地区改建达川地区，划出巴中、通江、南江、平昌４

县组建巴中地区 （今巴中市），邻水县改隶广安地区 （今广安市）。

１９９９年６月，撤达川地区，成立达州市 （地级）。撤达川市置通川区

（县级）。达州市辖通川区、达县、宣汉县、开江县、渠县、大竹县，代管省

辖万源市 （县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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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竹孝义会起事
（１９１１—１９１３）

李绍伊 （１８５６—１９１３），大竹县观音乡傅家沟人。聪明颖异，下笔成文，

弱冠时即为秀才，就学于绥定府汉章书院。因不满清廷腐败和江湖争斗，于

１８９４年在大竹县大寨坪组织孝义会，吸收贫苦农民参加，一律平等，皆称

兄弟。其宗旨为兴汉排满，反对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苛捐杂税，互相救难

扶危。

经同盟会会员张懋隆、肖德明、陈凤石等人介绍，李绍伊加入同盟会。

至１９１１年，川东北孝义会兄弟已增至数万人。其中太平 （万源）、东乡 （宣

汉）、达县、广安、梁山 （梁平）、渠县、新宁 （开江）、大竹县城乡均设有

孝义会香堂。

１９１１年，李绍伊将会员编制成队，５０人左右为一哨。９月，李绍伊发

布声讨清廷檄文，提出 “驱逐鞑虏，推翻专制政府，建立共和”的口号，于

大寨坪上竖起义旗，正式宣告起义，李绍伊任保路同志军川东北都督。李绍

伊亲率千余起义军占领垫江县城，派陈英奇攻占邻水，派张广凤攻占广安，

余远光攻占岳池。

李绍伊起义后，大竹县各路江湖首领毛凤翔、毛凤翱、欧攀桂、黄殿臣

等汇合２０００余人，于９月２５日攻占大竹县城。９月２６日，李绍伊率起义

军进攻大竹县城，９月２７日攻入城内，杀毛凤翔、毛凤翱兄弟，出告示安

民，推本县举人吕廷桢为县知事，同盟会员邹畏之为副知事。

达县孝义会首领尹耀先、唐雅南等配合李绍伊次子李康侯率大竹起义

军，于１２月中旬在绥定发动起义，达县宣告独立。



５　　　　

１１月２１日，广安蜀北军政府成立，接着分兵三路出征。其东北一路近

５００人，由陈膺祺、王晓臣率领，攻下渠县，后取道达县、宣汉边境由江口

（今平昌）进攻巴州失败，起义军３０００余人全军覆没。

１９１２年中华民国成立后，李绍伊遂令各路起义军停止军事活动。１９１３

年，李绍伊看到清朝政府虽然被推翻，民国名存实亡，他和孝义会兄弟们为

之奋斗的 “平均地权”的目标并未实现。正在踌躇之中，四川都督尹昌衡派

大竹县举人邓代聪回大竹劝李绍伊解散武装到成都去做官。李绍伊拥兵自

立，拒绝解散武装，以大寨坪为根据地，以观形势发展。

６月初，袁世凯任命心腹胡景伊取代尹昌衡为四川都督，掌握军、政大

权，排斥革命党人，决定用武力除掉李绍伊，并强加两条罪名为出兵理由：

李绍伊挑起石河乡同心、大鹿两寨江湖与孝义会仇杀；煽动垫江烟案。

６月下旬，胡景伊指派蜀军总司令兼第五师师长熊克武率部到大竹解除

李绍伊的武装，又派新军第二师第七标统侯国治、宣慰使黄金鳌、川北观察

使张表方 （张澜）率军赴大竹，会同查办。两军汇合，从东、南、西、北四

面将大寨坪包围。孝义军对省军政府的镇压义愤填膺，纷纷要求决战到底。

李绍伊为这种同仇敌忾的士气所感动，拒绝劝降。

侯军开始发起猛烈的进攻，战斗持续到７月中旬，双方伤亡很大，侯国

治命令开炮轰击大寨坪的门户———乌龟寨，打垮了寨墙。孝义军只有少数枪

支弹药，力量悬殊。李绍伊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死伤，保全孝义军和老百姓，

便在７月２１日毅然下令孝义军和老百姓撤出大寨坪。７月２２日中午，李绍

伊表示愿进县城和侯军谈判。他自认为于辛亥革命有功，量侯军不敢把他怎

样。李绍伊进城后，熊克武避而不见，只派人劝其改编，李绍伊不从。７月

２３日，侯国治出面审讯后，令土兵将李绍伊押赴城南门外较场杀害。

李绍伊被杀后，孝义会被解散。孝义会会众，无一幸免。太平场被烧

光，大寨坪变成了一个荒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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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 阀 混 战
（１９１２—１９２４）

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北洋军阀袁世凯所窃取，中国陷入长达１６年的

军阀割据、混战时期。达州 （时名绥定）作为四川东北部的重镇，物产丰

富，人口众多，是兵力、物力、财力的重要来源之地，自然成为大小军阀争

夺、抢占的目标。

１９１２年初，熊克武在上海组织蜀军，颜德基 （开江县普安人）为义士

团团长，先期入川。８月４日，成立讨袁军总司令部，熊克武为总司令。

１９１３年，北洋政府派知事谢廷栋统治东乡 （宣汉）县。８月４日，熊克

武、杨庶堪在重庆举兵讨伐袁世凯，派吴楚率部，在王维舟、景昌运的策应

下于９月２日攻入城内，谢廷栋潜逃。混战中，烧毁县署周围民房３００余

家，城内１０００余人逃难。

１９１４年，顺庆 （今南充）钟体道部营长陈介廉驻防绥定。

１９１６年春，颜德基与开江县人傅晋卿 （又名傅儒材）、黄复生、魏宫九

等，组成川东护国军第一支队，一举攻占开江县城，捕杀了袁 （世凯）党知

事肖韵涛，救出广安国会议员肖宅山，开江县宣告独立。颜德基即率部向开

县进军，与袁党张敬尧部激战于陈家坝，张部战败。３月２９日，大竹县宣

告独立，肖德明为护国军司令，分其所部为６个支队，颜德基为第一支队支

队长。４月８日，颜德基率部进攻驻梁山县的吴佩孚部。１５日，与吴军战于

黄土坎 （今巨奎乡）一带，吴军败。１７日，颜德基部进驻梁山。５月１９日，

肖德明部兵分三路进攻渠县钟体道军，连攻十余日不下，６月９日，肖部撤

回大竹。９月１４日，熊克武为重庆镇守使，到梁山县改编颜德基部，颜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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