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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前 言
闪耀的

SHANYAO DE XINGQUN

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其间经历了第一次国

内革命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时期,整整28年,中国

共产党最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达州作为革命老区,为这个

伟大胜利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而这种牺牲和贡献贯穿到

每一个革命时期。无数的达州儿女积极投身到滚滚的革命洪流,奋勇争先,

不怕牺牲,前仆后继,英雄辈出。他们在中国革命的阵营中,犹如银河系中

一团闪耀的星群,熠熠生辉。

本书作为中国革命老区达州系列丛书之三,分为人物传记、人物志两大

部分。其中人物传记87人、人物志350人,分为上、下两册。本书初稿发到

各县 (市、区)征求意见时,约为83万字,定稿后约60万字。受史料所限,

书中所记的只是数十万投身革命的达州儿女中极少的一部分,更多的人则连

名字也没有留下,这不能不说是一大憾事! 然而,这已经是一件很不容易的

事情了。

本书人物传记的排列原则是:将王维舟、张爱萍、陈伯钧、向守志、李

家俊、徐彦刚、唐在刚排在最前面;接着是开国将军 (按姓氏笔画为序);将

曾带红四方面军进四川、三任川陕省苏维埃主席的熊国炳排在开国将军之后;

其余人物不论职务高低,均按姓氏笔画排列。人物志同此。

本书是根据各县 (市、区)老区建设促进会、党史研究室、志办提供的

资料,结合编者多年的征集、收集,加以综合分析、考证核实,然后编写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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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书吸收了众多的他人研究成果,包括有的人物只作了极少文字改动、

纠错或增减,个别人物采用了原有的标题。列出的参考文献仅是主要部分,

还有一些内部参考资料没有列出。在此一并致谢。

编 者

2013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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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物 传 记人 物 传 记

“吾华革命典型垂”
———王维舟

毛泽东曾书赠他:“忠心耿耿,为党为国。”朱德写文章说:“他应该值得

我们全党来学习和尊敬,值得全边区、全国人民来尊敬。”;董必武曾这样赋

诗于他:“廿纪生经大半稘 (ji,世纪之意),吾华革命典型垂。与君先后共奔

走,顾盼红旗合春颐。”他,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王维舟。

王维舟,本名王天祯,1887年6月10日出生于东乡 (今宣汉)县清溪场

一个农民家庭。8岁入私塾,13岁随父种田,16岁到县城一烟土栈当学徒,

后进县劝学所作会计管理员。

1909年,王维舟去成都考入工兵学校,半工半读。其间,参加了反对清

廷出卖川汉铁路主权的保路斗争。

1911年10月,四川总督赵尔丰逮捕保路同志会领袖,并下令枪杀请愿群

众,数百人殉难。王维舟感到只有拿起武器殊死搏斗才能战胜反动势力,推

翻清王朝。于是,他商同在成都参加保路斗争的冉崇根、石体元等,连夜赶

回东乡,组织了数百人的民团入城起义,逼令知县投降。12月2日,东乡军

政府成立,王维舟任警备队队长。

1913年,王维舟入成都警备军官学校。1915年毕业后,任绥定 (今达

州)府警备司令兼达县警备队队长。同年底,同颜德基等在达县组织护国讨

袁军,王维舟任纵队司令,率部攻取营山等县。1917年初,讨袁军改称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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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王维舟任营长。同年秋,靖国军攻克云阳、奉节、巫山等县,主力继续

向湖北秭归、巴东、利川一带进击。王维舟升任团长、边防司令,镇守夔门。

1918年1月,奉节知县和镇守使勾结土匪于深夜围攻靖国军驻永安镇司令部,

四面纵火,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财产损失。王维舟率团部留守人员在援军配

合下,毙敌100余人,俘获500余人。王维舟声泪俱下地阻止了部下血洗永

安镇,只惩办了为首的3人,释放了全部俘虏,深受群众拥戴。1919年,王

维舟率部驻防万源,严禁属下扰民,还设药店于城隍庙,免费为贫苦人治病,

百姓为王维舟立 “爱国爱民”功德碑。他每到一处,都严格戒训部属官兵,

不抽丁、不拉夫,深得民心。宣汉县至今还依然保留着当年老百姓为他树立

的 “除暴安民”“兆民赖之”等德政碑。

军阀内部勾心斗角,争地夺利,战事不断,导致百姓生灵涂炭、连年遭

殃,这使王维舟一心为民的理想彻底破灭了。1920年初,他毅然弃官奔赴上

海,寻求救国救民之路。在上海,他结识了国际共产主义组织的金笠 (朝鲜

人),开始接触并如饥似渴地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由此坚定了一生的信仰

和追求。同年5月,经金笠和李某 (名字不详)介绍,王维舟加入旅华朝鲜

共产主义组织,从此开始了他的无产阶级革命生涯,成为达州乃至中国最早

的共产党员之一。

1920年底,金笠派王维舟到苏俄学习。他们一行4人化装成商人,经东

北到达苏联赤塔、伊尔库茨克等地,一路参观学习考察达7个多月,使他的

世界观发生了根本转变,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被压迫、被

剥削的劳苦大众进行革命斗争的真理,苏联革命的道路才是拯救中华民族的

正确道路。1921年,他在莫斯科参加了十月革命胜利4周年庆祝大会,见到

了革命导师列宁,亲耳聆听了列宁的教诲。不久,他怀着坚定的革命信念和

明确的革命目标回到北京。1922年春,他同吴玉章一起组建 “赤心社”,吸收

进步青年、学生,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教育,培养了一批中国革命的骨

干;组织 “俄灾赈济会”,通过游行、募捐,宣传俄国革命。后到上海寻找组

织未果,便自觉开展革命活动,在上海继续宣传和募捐,将募得的钱物运送

苏俄。

1923年初,王维舟因母亲病重返回宣汉。为了在家乡宣传马克思列宁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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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撒播革命种子,推进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经金笠等批准,留在家乡宣汉

清溪场,创办学校,培育革命力量。王维舟捐出自家房屋首先创办了 “新群

女子高小”。接任宏文小学校长后,即将新群女子高小与宏文小学合并,把校

舍改建成寓意面向工农的 “工”字形。聘任宋更新为教务主任,冉海舫、周

伯仕、胡俊辉、吕在和等一批进步知识青年为教师。学校坚持科学文化知识

和革命道理相结合,引导学生逐步树立革命思想,锻炼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

战士。

同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会议确定了与

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战略方针,王维舟非常振奋。于是,他

邀集周伯仕、冉雨生、冉海舫、宋更新、雷玉书、冉南轩、黄中夏、覃明光

等人秘密汇聚于宣汉县清溪场木鱼山,建立了四川东部第一个早期共产主义

组织———宣汉清溪共产主义小组。开始有组织、有领导地开展革命活动,由

此点燃了川东红色革命的星星之火。

1925年,王维舟去汉口,转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到武昌参加毛泽东主

持的湖北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听了毛泽东、彭湃关于农民运动的讲座,明

确了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任务。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背叛革命后,王维舟奉

命去宜昌争取四川军阀杨森未果,反被扣留沙市,继而乘乱脱逃。7月15日,

汪精卫叛变,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惨遭杀戮,王维舟根据组织指示,乔

装成商人,于8月潜回川东。

他以旧部 (靖国军颜德基部第七师第三团)驻地开江县普安场为立足点,

立即与李家俊和在此前后返回川东的黄埔军校学生、共产党员唐伯壮、吴会

治、戴重 (张鹏翥)等人取得联系,向他们和各县党组织负责人传达党的

“八七”会议精神,共同研究决定:秘密筹建革命武装,准备在万源举行武装

起义,以革命的枪杆子对付反革命的枪杆子。

1929年4月,王维舟积极筹集枪支弹药和物资,输送武装人员,支援李

家俊在万源固军坝的起义。同时,他还在宣汉、开江等地召集旧部,联合陈

荫槐、王诚之、龙占魁、花懋云、帅公安等人以及孟青云旧部与军阀刘存厚

进行斗争,以配合李家俊领导的四川红军川东游击军第一路 (1930年1月中

共四川省委统一定名为四川红军第一路游击队)反对刘存厚的 “围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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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6月,中共四川省委贯彻李立三路线,决定虎南 (梁山县虎城场、

达县南岳场简称)和梁山县太平场、龙沙场的3支武装合并,成立四川红军

第三路游击队,远征湘鄂西,与贺龙所部会师。7月29日晚上,虎南、龙沙、

太平等3支农民武装共1300余人汇集忠县黄钦坝文昌宫庙内,成立四川红军

第三路游击队,王维舟任副司令员,奉命东征。第三路游击队在石柱县西乐

坪失败后,王维舟率余部回梁山 (今重庆市梁平县)、达县、宣汉、开江一带

继续发动群众,组织农民协会,发展游击武装。

1931年5月,省委成都会议决定组建川东游击军,任命王维舟为川东军

委书记兼游击军总指挥。会后,王维舟在返回川东途经万县时,因叛徒出卖

险被反动军阀王陵基抓捕。脱险后回到宣汉,紧急贯彻省委决定,组建游击

军。

5月28日,王维舟在宣汉县芭蕉场小湾组建了川东游击军。游击军下设

3个支队:梁山县虎城场、达县南岳场地区为第一支队;开江县广福场一带为

第二支队;宣汉县芭蕉、峡口场一带为第三支队。王维舟兼任第三支队支队

长。

第三支队成立后,王维舟在芭蕉场大山坪串联贺值山、贺泽忠、张宗贵、

余德润等10位贫苦农民,恢复、整顿农民协会,建立和发展党组织,广泛组

织工农群众,积极开展抗捐、抗税、抗粮、抗租等斗争,重新树立党和川东

游击军在群众中的威信。秘密发动县城工人、市民、进步人士和积极分子,

结成反帝拥苏统一战线,把城市、农村和游击战争结合起来,形成强大的革

命力量。制造并利用敌人矛盾,分化瓦解敌人,削弱敌人战斗力。坚定不移

地依靠工人、农民,团结中小地主、工商业主,打击恶霸势力、反动会团和

武装。这些策略和措施,使得第三支队迅速扩展壮大。团总、地主、绅士、

商人主动与游击军靠近,送钱粮或枪支弹药。以大山坪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

也不断巩固和发展。

1932年夏,中共四川省委任命王维舟为中共梁山中心县委执委。同年7

月,第一支队遭受重大损失,王维舟将第一、二支队散存人员并入第三支队,

开展打土豪和袭击地方驻军等活动。

当红四方面军一路转战进入陕西省南部后,王维舟即根据中共四川省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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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派蒋琼林带人到万源、通江一带活动,密切注意红四方面军的情况。

红四方面军入川后,又派人到通南巴与红军取得联系,争取军事上的支持与

配合,并将川东军委和川东游击军指挥部工作中心和主要力量转入宣汉、达

县靠近红四方面军的前沿地区,为迎接红四方面军解放宣汉、达县,做好了

军事、政治和物质上的充分准备。

1933年1月,中共四川省委指示川东军委和中共梁达中心县委迅速动员

一切力量,大力恢复和发展农会组织,快速发展游击军,广泛开展游击战争,

巩固扩大根据地,在敌人后方狠狠打击敌人,主动争取早日与主力红军会合。

川东军委书记王维舟立即召集军委会讨论决定:将工作中心和主要力量全部

转入接近主力红军的地区,以牵制军阀刘存厚;派人前往通南巴与红四方面

军联系,争取军事上得到指挥与配合;扩大农民协会、妇女会、儿童团、少

先队等组织,壮大革命力量;动员青年踊跃参加游击队,迅速扩大武装。通

过这些工作,川东游击军迅速发展,根据地得到巩固和扩展,为红四方面军

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攻占达县、宣汉、万源各县和川陕苏区的发展,起到

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同年5月,刘存厚、王陵基联合行动,调动3个团和5县民团共6000余

人,从达县、开江、宣汉对川东游击军实施包围 “清剿”。王维舟审时度势,

避敌锋芒,采取麻雀战术袭扰牵制敌人,使其东奔西窜,无从用力。游击军

则时而集中兵力,寻机歼敌;时而化整为零,或袭扰敌营地,或张贴宣传标

语。敌人恼羞成怒,集中所有兵力围攻游击军根据地中心大山坪。游击军利

用深山密林,在宣汉县芭蕉场和开江县天师观等地零星分散地伏击敌人,歼

敌一部后,立即撤离。

川东游击军在战斗中不断成长壮大,迅速发展到2000余人,枪支也得到

充实和加强。为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王维舟对川东游击军重新进行了整编:

将活动于宣汉西北地区的游击队编为第一支队,冉南轩任支队长;活动于宣

汉东部地区的游击队编为第二支队,王波任支队长;活动于达县、开江、梁

山的游击队编为第三支队,蒋琼林任支队长。

8月,王维舟在大山坪召开了有100多人参加的军事会议,讨论扩大游击

军,加强军事斗争问题,布置扩军、作战任务。会后,党组织和各个支队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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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发动贫苦农民参加游击军。游击军很快发展到5000余人。

10月,红四方面军发动宣达战役,向东扩展。王维舟率游击军积极配合,

歼敌两个连,击溃一个营,将敌溃军8个团包围在南坝场,在许世友率领的

主力红军支援下,歼敌大部,其余溃逃至开县、开江县境内,解放了宣汉县。

川东游击军发展到近万人。

11月2日,4万多人在宣汉县城西门大操场参加军民庆祝大会。会上,

红四方面军总政治委员陈昌浩宣布将川东游击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

三军,并任命王维舟为军长。会后,王维舟与侄儿王波等到南坝场,将川东

游击军指挥部改为红三十三军军部,迁驻黄石场三湾岩,并根据战斗需要迅

速组建了军部各直属机构。随即,全军以原川东游击军3个支队为基础,加

上宣汉城郊、南坝场、宣汉西北部和达县等地的其他游击武装,扩编为3个

师9个团。从此,这支工农革命武装就成为红四方面军的重要组成部分,一

万多优秀达州儿女成为红四方面军的生力军,红四方面军也由原来的4个军

发展成5个军。

12月,张国焘搞 “肃反”,红三十三军的一批师、团干部被错杀,军政治

委员杨克明也被撤职。王维舟痛心疾首,冒着风险解救了一批干部,继续带

领将士在战场上英勇杀敌。1934年1月,王维舟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

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红三十三军诞生后,王维舟就率该军直接投入了反击刘湘对根据地发动

的 “六路围攻”的战斗,在敌人进攻的千余里弧形线上,担负了200余里的

防御任务。剿 “神兵”,攻城口,在川陕边境的城口、镇巴一线筑起了一条钢

铁防线,先后战斗10个月,歼敌3000余人,保障了红四方面军后方的安全,

为支援主力在万源大面山、青龙观胜利反攻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5年初,王维舟参与组织了广 (元)昭 (化)、陕南和嘉陵江战役。长

征中,率红三十三军在汶川据守牛头山,与敌激战3个月。在与张国焘分裂

活动的斗争中,于同年6月被免去军长职务。1936年11月到达保安后,他向

毛泽东主席作了实事求是的汇报。12月7日,王维舟任中央军委委员、红军

总部第四局局长。在长征和红军总部工作期间,他不计较个人得失,忠于职

守,同张国焘分裂中央、分裂红军的错误路线进行坚决的斗争,坚定地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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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等人一边,拥护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确方针,并随左路军行动,三过雪山

草地,历经艰难险阻,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坚持真理的高尚品质。到延安后,

王维舟进红军大学学习。其间,他积极批判张国焘错误路线,为错杀、错处

的红三十三军指战员伸张正义。

1937年8月,王维舟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三八五旅副旅长,进驻陇东

三河镇,继迁庆阳县。9月,被国民政府授予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衔。1938

年任三八五旅旅长兼政治委员。1939年任陇东军政委员会书记兼三八五旅政

治委员,后任陇东分区专员和军分区司令员。同年4月,驻宁县、镇原的国

民党军队企图向八路军进攻,王维舟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保卫了边

区和党中央。

1942年,王维舟指挥所部七七○团赴大樵山开荒屯田办农场,旅直机关

在庆阳开荒种粮种菜,开办各种小作坊,解决部队的吃饭、穿衣和取暖问题。

还将多余部分支援兄弟部队。

在陕甘宁边区陇东人民群众中,王维舟被称为 “王善人”。1939年6月的

一天,王维舟与警卫员李有义帮助旅部炊事班下河挑水,走到城墙边看到一

位妇女带着小孩在挖墙皮,小孩嘴上已经糊满了土。上前一问,才知道他们

挖的是一种含有少量盐分的 “白板土”,陕北农民在饥荒之年常用它来充饥。

经了解这位妇女的丈夫叫史华,是村里的民兵营长,到延安学习去了,剩下

她带着孩子租种土地。赶上年景不好,交完租后,家里粮食所剩无几,只好

采摘榆树叶子和挖 “白板土”补充。王维舟看到这种情景心痛不已,把母子

俩带回自己家中,让夫人马奎宣去食堂打饭给他们吃,又找出自己孩子的衣

服,交给娘俩。王维舟知道,解决一顿饭并不能解决这个家庭的饥荒问题,

于是亲自给专员马锡五写了一张纸条,建议请专署 (政府)给这位妇女解决

五斗粮和一些救济款,以度粮荒,并责成警卫员小李带着母子俩去专署的相

关部门落实。出了大门,那位妇女问小李:“外地口音的大个子姓啥? 是八路

军啥官?”小李告诉她:大个子是我们王旅长。那位妇女 “哎呀”一声: “老

天爷睁眼了,八路军当官的是大善人。”从此 “大善人”的名声就在群众中传

开了,在庆阳城方圆百十里,人们都知道,八路军干部里有个 “王善人”,只

要是百姓的事,他都会放在心上。1942年,有位老大娘到三八五旅司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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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找 “王善人”看病。哨兵挡住她,告诉大娘: “王善人”是旅长,不是医

生。王维舟知道后亲自出来见她,得知她得了一种陕北叫 “瘿瓜瓜”的病,

即缺碘引起的大脖子病。他把这位素不相识的老大娘送到庆阳城外三八五旅

的医院。在当时的诊疗技术条件下,医生认为老大娘需要手术,但陕甘宁边

区受到封锁,医疗条件非常困难,旅医院没有相应的专业技术人员。于是,

王维舟专门向延安党中央发了电报,请求帮助治疗老大娘的病。不久延安派

来了两位专职的外科大夫,为大娘做了手术,使其很快痊愈。陇东的百姓奔

走相告,传诵着八路军救民解困、为百姓谋福利的故事,以至于百姓烧香拜

神时,都要祈祷八路军打胜仗,祈祷共产党一定要得天下。有一次,王维舟

在路过新堡村时,碰到一位中年男子在路旁痛哭。经过询问得知,这位农民

辛辛苦苦种了10亩西瓜,一夜之间,已经挂着小西瓜的瓜秧,不知被何人扯

得乱七八糟,看着一家大小指望着生存的西瓜地被糟蹋成这样,悲痛欲绝。

王维舟了解了情况后,亲自到区政府替民告状,并指示一定要查清、处理。

一个月后,王维舟专门到新堡区政府追问此事的处理结果,获知圆满解决才

放心。作为陇东党政军领导的王维舟坚持秉公办事,对地方上出现的违法违

纪事件,不论大小,一抓到底。他坚持当官就要管违法的人、管违法的事,

就要替民做主、惩恶扬善,让百姓真正感受到陕甘宁边区政府的为政作风就

是说到做到。

1942年6月2日,延安 《解放日报》刊登了朱德总司令祝王维舟56岁生

日写的文章。文中说:“王维舟完全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儿子和学生,而群众把

他当作保姆和先生……他应该值得我们全党来学习和尊敬,值得全边区,全

国人民来尊敬。”1943年1月,毛泽东在西北局高级干部会上亲笔书赠王维

舟:“忠心耿耿,为党为国。”1945年4月,中共 “七大”召开时,毛泽东在

审议 “七大”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时说:“王维舟同志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

员之一,还没有成立中国共产党,他就是共产党员了。”在 “七大”会议上,

王维舟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1946年4月22日,王维舟调任中共四川省委副书记,协助书记吴玉章主

持省委工作。这使国民党当局十分惶恐,3个月内发出加害王维舟的密令、通

电等20多件。蒋介石获知了熟悉川军将领、有着深厚群众基础的王维舟回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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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消息,也深感不安。一天,重庆市长、代行营主任张笃伦以请客吃饭为名,

把吴玉章和王维舟请到他家,传达了蒋介石的命令:限王维舟3日出川,否

则逮捕拘禁,限制其自由。张笃伦还说:“王维舟是专门搞兵变暴动的专家。”

国民党反动派怕他以共产党的身份进入被国民党视为大后方的四川,对国民

党在当地的势力构成威胁,于是找借口派飞机将王维舟一家送往南京。后由

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协调,王维舟一家才得以转机,于同年7月回到延安。

1947年后,王维舟先后任陕甘宁晋绥边防军副司令员、陕甘宁晋绥联防

军副司令员、西北军区副司令员,协助贺龙指挥了保卫延安、收复延安等战

役。1949年2月被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委员会委员,5月任解放成都前进部

队副司令员。

1950年7月,王维舟任中共中央西南局常委、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

兼任西南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西南民族学院院长,分管民族工作。1951年

任中央人民政府南方老革命根据地访问团川陕边分团团长,亲率第五分队到

宣汉、达县、开江、梁山、大竹等地慰问烈军属、残废军人和人民群众,传

达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 “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的指示。

王维舟一贯尊重少数民族,熟悉少数民族的生活习俗和特点。早在长征

途中,作为红四方面军先遣部队指挥员,他就与少数民族打交道。过草地前,

红四方面军供给部部长吴先恩负责筹集红军粮草。一天,他与王维舟率警卫

人员前往一藏族寺庙,准备拜访主持寺庙的活佛。在离寺庙很远的路上,就

看到一些藏族同胞一步一磕头,去寺庙朝圣。王维舟与吴先恩立刻下马,率

警卫人员,按照民族习俗,向着寺庙磕行。就这样几百米的距离,他们个个

都汗流浃背,气喘吁吁,沿途的藏民对此情景很是震惊和感动。快到寺庙时,

活佛迎了出来。看到领头的红军大个子王维舟气宇轩昂,猜想他一定是个大

官,对他能以民族宗教的方式拜访寺庙非常感动。他立刻吩咐藏民们为红军

筹集粮草。西南是一个多民族地区,少数民族约占全国少数民族一半以上。

新中国建立初期,民族之间的隔阂现象很严重,这其中有历代民族压迫造成

的民族摩擦,也有国民政府时期残留下来的民族裂痕。民族工作复杂而艰难。

刘伯承、邓小平等主要领导曾经亲自部署调查研究西南地区民族情况,把民

族工作摆在很重要的位置上。王维舟在主持西南地区民族工作的几年中,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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