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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今年 12 月 18 日, 是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入川 80 周年的

伟大日子。
早在 20 世纪初期, 以王维舟为首的一批仁人志士就投入了推

翻清王朝的斗争, 光复达州。 继而前往成都、 武汉、 上海、 北京

和俄国、 欧洲等地求学, 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 寻求革命真理;
吴玉章、 陈毅等革命家来达州讲学, 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 1923
年, 达州建立了川东第一个早期共产主义组织———宣汉清溪共产

主义小组。 1928 年, 大竹县建立了四川省第一个乡苏维埃政权。
1929 年 4 月, 中国共产党在万源固军坝发动的起义, 建立了四川

省第一支红军游击武装和第一块红色革命根据地。 达州是中国共

产党在四川东部进行土地革命的中心区域。
1932 年 12 月 18 日, 红四方面军进入川北, 随后与达州的川

东游击军会师, 从而使达州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大区域

———川陕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两年多的时间里, 8 万多达州儿

女先后参加红军, 为巩固、 发展和保卫苏区, 近 3 万人牺牲在战

场上, 70 余万人投入扩红支前, 更多的人投入发展生产和根据地

建设。 达州为川陕苏区、 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新中国

建立后的较长时期, 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 川陕苏区的历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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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于沉寂, 革命风云人物研究也呈现零星、 分散、 个别的状态。
红军入川创建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全国第二大苏区———川

陕苏区这段辉煌的历史曾一度淡出人们的视线和记忆。 进入新世

纪, 革命老区作为中国经济版图上一种特殊类型区域, 加快其发

展步伐, 逐步缩小其与东部发达地区之间的巨大差距, 正式进入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规划目标序列。 革命老区历史研究、 风云

人物研究逐渐成为研究的热点, 涌现了一批研究成果, 为收集整

理历史人物研究资料、 编撰 《历史不会忘记: 红军时期达州风云

人物》 奠定了扎实的史料基础。
在纪念红军入川 80 周年这个伟大的日子即将到来之时, 市政

协学习文史委员会组织部分专家学者编写了达州现代文史资料集

《历史不会忘记: 红军时期达州风云人物》, 旨在让人们重新回顾

川陕苏区时期那段艰苦卓绝、 令人荡气回肠的光辉岁月, 从历史

人物研究角度集中展现达州的光荣历史, 以纪念那些为人民的解

放和新中国的建立而英勇奋战、 流血牺牲的先烈和先辈们。 本书

编撰结构分为两个板块: 一是人物传记, 共收录 74 人; 二是人物

志, 共收录 101 人。 这是众多达州风云人物的缩影。 一个个让人

难以忘怀的名字, 足以铭记史册。
当前达州正处在加快发展、 跨越提升的关键时期, 成渝经济

区发展规划把达州整体纳入环渝腹地经济区块, 包括达州在内的

整个秦巴山区被国家列入新 10 年扶贫攻坚主战场等, 达州经济社

会发展迎来了历史性战略机遇。 市第三次党代会提出了 “实现科

学发展, 建设幸福达州” 的奋斗目标, 确立了 “把达州建成川渝

鄂陕结合部区域中心城市” 的发展定位。 实现这一宏伟蓝图, 需

要全市 680 万人民同心同德, 共同奋斗。 建设幸福达州需要强大

的精神动力作支撑。 宣传革命老区, 让党和国家更加关注这块曾

经养育过中国革命的红色土地, 使革命老区达州获得加快发展的

机遇。 编撰 《历史不会忘记: 红军时期达州风云人物》 一书,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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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于进一步弘扬红军精神, 凝心聚力, 团结奋斗, 把达州建设得

更加美好。
在 《历史不会忘记: 红军时期达州风云人物》 出版之际, 写

了上面这些话, 是为序。

2012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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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人物传记

王 维 舟
［1887—1970］

王维舟，本名王天祯。1887 年
6 月 10 日出生于四川省宣汉县清溪
场 ( 今清溪镇) 王家坝村一个农民
家庭。

王维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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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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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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绥定府警备司令兼达
县警备队队长。同年底，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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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军，王维舟任营长。同年秋，靖国军攻克云阳、奉节、巫山等
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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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毙敌百余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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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维舟部驻防万源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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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0 年，四川军阀混战，人民灾难深重。王维舟毅然奔赴上
海，寻求救国救民道路。通过金笠和李某 ( 名字不详) 介绍，加
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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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金笠派他去苏联
伊尔库茨克学习马克思主义。1921 年去莫斯科参观，并参加了十
月革命 4 周年庆祝会，聆听了列宁的讲话。1922 年初回北京，同
吴玉章一起组织 “赤心社”，宣传十月革命。

1923 年初，王维舟因母亲病重返回宣汉。处理完母亲后事，

即在清溪创办新群女校，后又接办宏文高小。他聘用进步教师，

改革教学，开办群众书报社，联络进步青年，组织建立宣汉清溪
共产主义小组。同时，还秘密在宣汉、开江、梁山一带组建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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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 1 月，王维舟 ( 左二) 与同乡顾加茂、周伯仕等人在武汉合影

武装，开展农民运动。
1925 年，王维舟去汉口，转入中国共产党。1926 年入武昌农

民运动讲习所学习。1927 年 4 月 12 日蒋介石叛变革命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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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装成商人潜回川东，继续从事革命活动，与李
家俊、唐伯壮等发展游击武装，筹划武装起义。

1929 年 4 月，王维舟在开江、宣汉一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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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0 年 7 月，王维舟任四川工农红军第三路游击队副司令员，

奉命率部东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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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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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四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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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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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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1 年 5 月 28 日，王维舟在宣汉县芭蕉场小湾组建了川东游
击军，并任总指挥。游击军下设 3 个支队，梁山县虎城、达县南
岳地区为第一支队，开江广福一带为第二支队，宣汉芭蕉、峡口
场一带为第三支队。王维舟兼任第三支队支队长。

1932 年夏，中共四川省委任命王维舟为中共梁山中心县委执
行委员会委员。王维舟将第一、二支队散存人员并入第三支队，

共 2000 余人。游击军主要是开展打土豪和袭击地方驻军等活动。
1933 年 10 月中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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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团包围在宣汉南坝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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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江境内，解放了宣汉县。川东游击军
发展到近万人。11 月 2 日，川东游击军在宣汉县城西操场改编为
红三十三军，王维舟任军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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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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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5 年初，王维舟参与制定了广 ( 元) 昭 ( 化) 、陕南和嘉
陵江战役作战计划。长征中，率红三十三军在汶川据守牛头山，

与敌激战 3 个月。在与张国焘的分裂活动的斗争中，于 1935 年 6

月被免去军长职务。1936 年 11 月到达保安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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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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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1937 年的王维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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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8 年任该旅旅长兼陇东军政委
员会书记，后任陇东分区专员和
军分区司令员。1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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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维舟指挥所部第七七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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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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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的 “七大”会议上，王维舟被选为中央候
补委员。

1943 年 1 月，毛泽东亲
笔书赠王维舟 “忠心耿耿，
为党为国。”

1946 年 4 月 22 日，王维舟
调任中共四川省委副书记，协
助省委书记吴玉章主持省委工
作。由于王维舟的威信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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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中央考虑王维
舟的安全，于同年 7 月将他调
回延安。1947 年初，王维舟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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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维舟同贺龙、林伯渠、习
仲勋等人在西北祝捷大会上

陕甘宁晋绥边防军副司令。
1948 年 9 月任陕甘宁晋绥
联防军副司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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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成都后，贺龙、王维舟到重庆与刘伯承、
邓小平相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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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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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达中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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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主席 “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的指示。

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的
签字

王维舟在主持西南地区
民族工作期间，在少数民族
干部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他
事事为少数民族利益着想，

特别关心那些贫困落后的少
数民族地区。积极培养和教
育民族干部，亲自筹措并创
办了贵州、云南、西南 3 个

王维舟 ( 左四) 与朱德总司令、董必武副主席在黑龙江
省视察

民族学院，从规划设计到选
址、经费、征地、基建、干
部、师资、设备、课程设置等每一个环节，他都亲自参与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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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学院建成。西南民族学院经常为藏族和彝族中的活佛、土司
头领、上层人士等办学习班，宣传党的民族政策。王维舟与他们
广交朋友，建立友情，常常住在学院里帮助解决具体问题。

1956 年，王维舟调中央监委工作，继续兼任西南民族学院院
长。西南三省和西藏自治区的少数民族干部称他为 “少数民族的
贴心人”、“大善人”。在党的 “八大”会议上，他被选为中央委
员、中央监委常委。先后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第二、

第三届常务委员会委员。
“文化大革命”中，面对林彪、康生和 “四人帮”的诬陷和

迫害，王维舟坚贞不屈，顽强斗争。
1970 年 1 月 10 日，王维舟病逝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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