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川陕苏区．南充卷／南充市老区建设促进会，中共南充市
委党史研究室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2.11
　（四川红色经典系列）
　ISBN 978-7-220-08714-1

　Ⅰ．①川…　Ⅱ．①中…②南…　Ⅲ．①川陕边革命根
据地－史料－南充市②红四方面军－史料　Ⅳ．①K269.406 
②E29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65896号

川陕苏区·南充卷
CHUANSHAN SUQU　NANCHONGJUAN

南充市老区建设促进会　中共南充市委党史研究室　编

责任编辑
装帧设计
责任校对
责任印制
出版发行

网　　址

发行部业务电话
防盗版举报电话
照　　排
印　　刷
开　　本
印　　张
字　　数
版　　次
印　　次
书　　号
定　　价

陈小梅
戴雨虹
蓝 海　
李 进 王 俊　
四 川 出 版 集 团
四川人民出版社
http://www.scpph.com
http://www.booksss.com.cn
E-mail:scrmcbsf@mail.sc.cninfo.net
（028）86259459　86259455
（028）86259524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四川机投印务有限公司　
170mm×240mm
20.5　
300千字
2012年11月第1版
2012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0-08714-1
50.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028）86259624



                                                                                        冯元蔚

8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

来到了现今的川北、陕南这片土地，并在此建立起党领导的红色苏维埃

政权。在不断的军事斗争中，川陕苏维埃区域的政治建设、经济建设、

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同步推进，最终使川陕苏区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的第二大区域，仅次于以江西瑞金为中心的中央苏区。

川陕苏区全盛时期，其版图东到四川城口、万源，西至嘉陵江，北抵

陕西镇巴、宁羌（今宁强），南控达县、渠县，纵横四五百里，面积达4.2

万平方公里，人口500多万。在川陕省苏维埃政府之下，共建有2道、23

县和1市的县级苏维埃政权。到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撤离川陕苏区时，

红军力量已从初入四川时的1.5万人左右壮大至8万余人。川陕苏区的建

立和存在，是中国共产党辉煌历史和深刻记忆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是星

星之火燃遍中国大地的象征，它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而且也是革

命先辈留给后世的宝贵精神财富。

80年弹指一挥间。今天，我们仍然必须记住那段历史，必须更加全

面地看待那段历史，必须从那段历史中汲取优良传统与革命精神，大

力宣传和弘扬苏区精神，为老区实现与其他地区的同步全面小康摇旗呐

喊、献计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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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要大力宣传川陕苏区的历史地位

毛泽东曾于1934年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

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高度评价了川陕苏区，说它“是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个大区域”，“有地理上、富源上、战略上和

社会条件上的许多优势”，“是扬子江南北两岸和中国南北两部间苏维

埃革命发展的桥梁”，“在争取苏维埃新中国伟大战斗中具有非常巨大

的作用和意义。这使蒋介石与四川军阀都不得不在红四方面军伟大的胜

利面前发抖起来”。的确，川陕苏区在两年多战斗历程中，不仅在当地

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在全国范围产生了巨大影响；不仅在当时产生了

巨大影响，而且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无论从横向还是纵向看，川陕

苏区在中国革命史上都发挥了巨大的历史作用，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川陕苏区的实践，是中国共产党把土地革命的理想与现实斗争结合起来

的实践，它与其他各苏区的斗争遥相呼应，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的反动

统治，教育了广大人民，培养了革命力量，播下了革命火种，为红军和

中国革命成功实现后来的战略转移奠定了重要基础。

大浪淘沙，经过历史的沉淀与检验，今天，我们不仅能够看出毛泽

东当初对川陕苏区的评价是非常恰当的，而且还能站在今天的历史高

度，更加清楚地看出川陕苏区的建立与存在对中国革命的战略意义和长

远意义。这一点，尤其值得我们当代人关注。

二、要大力宣传川陕苏区人民的牺牲与贡献

在川陕苏区两年多的创建奋战中，红四方面军的人数从入川时的1万

多人发展到8万余人。无数英雄儿女献出了热血，仅反“六路围攻”，红

军就伤亡2万余人。10多万青壮年加入了红军的行列，200万人次参加了

运送军用物资的行动，几乎所有有劳动能力者都为保卫革命成果积极贡

献了自己的力量。川陕苏区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以共青团、妇女

会、少先队、儿童团等多种形式组织起来，加入革命斗争中。在红军撤

出川陕苏区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血腥残酷的反攻倒算，苏区人民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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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卫革命火种再次付出了巨大牺牲。

川陕苏区人民为中国革命不仅贡献了大量人力，还贡献了大量物

力。苏区人民把自己创造的物质财富无私地奉献给了革命事业。苏区人

民的鲜血没有白流，付出也终于有了回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取

得了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

三、要大力宣传川陕苏区的光荣传统与精神财富

川陕苏区是历史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苏区和它的光荣传统与精神

财富是传世之宝，是今天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公民道德

教育的经典素材，是中国共产党人政治本色和精神特质的集中体现，具

有重要的当代价值。2003年胡锦涛总书记曾强调：革命前辈们在艰苦卓

绝的革命斗争中培养起来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传统，对我们坚定信念、鼓

舞斗志、做好工作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永远是我们在前进道路上战胜

各种困难和风险、不断夺取新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

大力宣传川陕苏区的光荣传统与精神财富，就是要发扬革命理想主

义、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的精神，振奋精神、保持活力；就是要继承走

群众路线的方式、方法，艰苦奋斗、廉洁奉公、无私奉献、勇往直前，

真心诚意为群众谋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苏区留下的光荣传统与

精神财富，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对于共产党员保持先进性具有

重要意义，对我们永远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提升我国综合国力都具有

重要意义。

四、要大力宣传老区发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川陕苏区人民不仅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做出了巨大牺牲与贡献，

也为后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做出了巨大牺牲与贡献。新中国成立

以来，川陕老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改善，特别是改革

开放以来，进步显著。但是，在80年后的今天，这片红色热土却仍然属

于贫困地区，特别是老区人民的生产、生活与发达地区相比，甚至与中

东部地区的老区相比，仍然有很大差距，有些地方的贫困程度还令人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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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川陕老区的发展速度长期低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成为全国老区

中的“特困户”。因此，加快川陕老区经济社会发展，非常必要，非常迫

切。这不仅是老区人民的期盼，也是实现区域均衡发展、走向共同富裕

的必由之路，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征程中必需的步骤，只有加快川陕老

区经济社会发展，才能让老区和全国、全省其他地方一样，同步实现全

面小康。特别是饮水思源，老区人民的巨大贡献与牺牲，也应该成为加

快老区发展的理由与动力，只有加快川陕老区经济社会发展，才能回报

老区人民，才能对得起为建立新中国而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

为迎接2012年12月纪念红四方面军建立川陕苏区80周年，由四川省

老区建设促进会主持，四川省中共党史学会协助，集中人力、物力，耗

费两年时间编写的这套《四川红色经典系列·川陕苏区》丛书，从历史的

角度总结了川陕苏区建设的经验，展示了川陕苏区留给后世的宝贵精神

财富。这既是对建立川陕苏区的纪念，更是宣传川陕苏区的一种方式，

是为宣传弘扬川陕苏区精神，推动川陕老区实现全面同步小康而作出的

努力。希望通过这套丛书，让更多的人了解川陕苏区的历史，从历史中

认识老区，让更多的社会目光关注老区，使更多的各界人士为实现川陕

老区的脱贫致富和全面小康贡献才智与力量。

（冯元蔚系中共四川省委原副书记、四川省政协原主席、

四川省老区建设促进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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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南充市委书记　刘宏建

毛泽东同志指出：“川陕苏区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个大区

域”。南充是川陕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建立、巩固、扩展川陕革命

根据地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从1933年6月至1935年4月，红军解

放了南充三分之二以上的乡镇、人口和面积，开展了仪南、营渠、反“六

路围攻”和强渡嘉陵江等战役，进行了上百次大小战斗，并建立了县、

区、乡、村苏维埃政权，开展了土地革命和经济社会事业建设。南充人

民为支持创建革命苏区，先后有52000多优秀儿女参加红军，10多万人

参加地方武装，提供了大批食盐、粮食、布匹和肉食等物资。在长期革

命战争中，有38000多人流血牺牲，新中国成立后，被定为烈士的即达

17600人。1953年，四川省老根据地建设委员会将仪陇、阆中、营山、南

部、蓬安确定为老根据地县。这是南充民主革命时期最闪光的一段历

史，是南充人民的光荣和骄傲。

新中国建立以后，勤劳勇敢的南充人民，继承和弘扬红军精神，积

极投身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事业，为尽快改变“一穷二白”的落

后面貌而努力奋斗。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全市人民高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努

力构建和谐社会，南充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交通运输

序
川 陕 苏 区 · 南 充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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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通八达，城乡经济快速发展，城市规模日益扩大，人民生活水平不断

提高。当年红军为之奋斗的这块热土，已经成为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

义新南充，人民群众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欢欣鼓舞，从来没有像今天这

样幸福安康。

加快南充发展，实现跨越赶超，是时代的主题，历史的要求，人民

的期盼，是我们必须肩负起的神圣使命。当前，南充正处在快速发展的

关键时期。“十二五”规划确立了加快建设川东北区域中心城市，加快

建设成渝经济区北部中心城市和到2020年与全国、全省同步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总体目标，使命光荣，任务艰巨。为了更好地继承和弘扬红军

精神，更好地激发全市人民共同奋斗的豪情壮志，南充市委党史研究室

和南充市老区建设促进会，组织编辑了《川陕苏区·南充卷》一书。这

是全面、真实、客观反映红四方面军在南充的光辉历程和丰功伟绩，展

现南充人民为建立、巩固和发展红色根据地所做出的流血牺牲和巨大历

史贡献的一部专著，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希

望广大党员干部和青少年认真阅读，从中吸取力量，积极投身改革开放

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为开创南充更加光辉灿烂的明天，为中华

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新贡献。



003概　述

南充位于四川东北部,嘉陵江中游，东邻达州，南连广安，西与遂

宁、绵阳接壤，北与广元、巴中毗邻，历为川北重镇。南充历史悠久，从

春秋战国至今，皆为郡、州、府、路、道、署、地、市等地方行政机构治

所。自隋开皇十八年（598）改县名为南充县起，南充的称谓一直沿用至

今。20世纪30年代初，红军在南充建立苏区，先后建立了仪阆、阆南、

仪陇、长胜、营山、苍溪、阆中、忠发、德丰等苏维埃政权。新中国建

立初期，南充为川北行署所在地。南充专区是川北区所辖的4个专区之

一，1952年撤区建省后，南充专区辖南充市及南充、西充、南部、阆中、

苍溪、岳池、武胜、营山、蓬安、仪陇、广安等1市11县。1968年南充专

区更名为南充地区。1985年苍溪县划归广元市1993年南充撤地建市，南

充市辖顺庆区、高坪区、嘉陵区、南部县、仪陇县、西充县、蓬安县、营

山县和阆中市。现有人口753万，其中城市人口161万，乡（镇）402个，

街道办事处14个，行政村5380个，社区居委会321个，面积1.25万平方公

里，耕地450万亩。现在南充正加速建设川东北区域中心城市和成渝经

济区北部中心城市。

南充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朱德、张澜、罗瑞卿的故乡，具有光荣的革

命传统。早在1926年，南充就建立了中共地方党的组织——川北支部，

南充人民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学生运动、工

人运动和农民运动蓬勃兴起。1926年南充县成立了县工会，并组织了声

概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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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浩大的丝厂工人大罢工；营山县亦组织了农会，农民运动发展为全省

之冠；在顺庆爆发了著名的顺庆起义。特别是震撼全川的南部升钟、保

城农民大起义，5000多农民在党的领导下揭竿而起，摧毁了地方武装，

占领了国民党的区、乡政府，举起了“川北工农红军”的旗帜，有力地

推动了四川革命形势的发展，为红四方面军入川建立革命根据地创造了

有利条件，奠定了群众基础。

1933年2月，红军相继解放了通（江）南（江）巴（中），建立了川陕

革命根据地。随后取得反“三路围攻”的胜利，开始进入南充地区建立

苏区。南充地处川陕苏区的西南、根据地的前沿，敌我斗争十分激烈。

红四方面军开展的几大战役，不少都发生在这块红色土地上，它对巩固

和发展川陕苏区具有重要战略地位。

为了进一步扩大红军和根据地，红四方面军发动了仪（陇）南

（部）、营（山）渠（县）、宣（汉）达（县）三大进攻战役，南充是仪

南、营渠战役的主战场。仪南战役历时半个月，歼敌3000余人，打破敌

人对苏区军民的经济封锁（特别是食盐），使嘉陵江以东的阆中、南

部、仪陇一带都得到了解放。营渠战役历时半月时间，全线告捷，共击

毙、生俘敌军官兵3000余人，解放了营山全境和渠县、蓬安大部分地

区，共2500多平方公里土地、100多万人口，使渠县以西、嘉陵江以东这

片红色土地成了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南疆边防。

红军在取得仪南、营渠、宣达三大进攻战役的重大胜利后，严重威

胁着蒋介石和四川军阀的统治，国民党反动派遂于1933年冬开始对根据

地发动“六路围攻”，其中第二、三、四路朝向南充苏区。红四方面军

则分东西两线开展反“六路围攻”，南充成为反“六路围攻”的前沿阵

地。红军采取“收紧阵地，重拳出击，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先后四

次收紧阵地，每一次收紧阵地的过程中，都依托险要阵地予敌以重大杀

伤，歼灭了敌军大量有生力量。1934年8月，徐向前指挥东线战斗取得决

定性胜利后，红军东西两线全面反击，不但把敌人赶回到发起“六路围

攻”以前的地方，而且还把敌人打得溃不成军，死伤累累，反“六路围

攻”取得全面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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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红军受命实行战略转移，向嘉陵江以西进攻，兵力部署及攻

击目标，以苍溪、阆中、南部一线为主要方向。为了调敌北移，掩蔽红

军渡江意图，红军发动了陕南战役，歼敌4000余人，调动了胡宗南及川

西邓锡侯、田颂尧等部向陕甘南部移防。此时，红军又迅速回师川北，

准备渡江。当红军集中兵力进行陕南战役时，四川各路军阀却乘机占

领了阆中、仪陇、南部和万源、巴中、苍溪等地。红四方面军决定首先

消灭驻守阆中、仪陇、南部、苍溪之敌。3月初，红军在苍溪、仪陇地区

作战，俘敌官兵近4000人，北起广元，南至南部嘉陵江以东悉为红军控

制，扫除了渡江作战的障碍。接着，红军突破敌人封锁，从苍溪、阆中、

南部一带强渡嘉陵江，解放了嘉陵江以西大片土地，新建了一批县、

区、乡苏维埃政权。随后，红四方面军撤离南充苏区，与中央红军会师

北上。

红四方面军从1933年6月进入南充，至1935年4月奉命渡江西进，与

中央红军会师，历时三个年头。红军在南充“三进三出”，与国民党军

队展开拉锯战，组织了上百次大小战斗。其中著名的有巧取平头寨、解

放仪陇城、夜袭老君山、勇战长坪山、激战火峰山、奇袭楠木场、攻克

马鞍场、大战马深溪、鏖战铜鼓寨、阻击封窦铺、伏击凤凰寨、决战大

石坎、智取鹞子洞、攻打黄泥坪、攻占龙须寨、三战鸡山梁、征战金华

山等。红四方面军的许多高级将领徐向前、李先念、王树声、许世友等

亲自率领红军将士在南充的广阔土地上浴血奋战，取得了一个又一个重

大胜利，留下了一个个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谱写了一篇篇气壮山河的

壮丽史诗。

南充是川陕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红四方面军和中共川陕省

委在南充境内先后建立了10个县（市）委，41个区委，350个乡党支部；

建立了9个县（市）、53个区、322个乡、1710个村苏维埃政权。10个县

（市）委是：仪阆县委、阆南县委、仪陇县委、营山县委、长胜县委、阆

苍南边区委员会（又称老观中心县委）、苍溪县委（设阆中老观场）、

阆中县委、忠发市委、德丰县委；9个县（市）苏维埃政权是：仪阆县苏

维埃、阆南县苏维埃、仪陇县苏维埃、长胜县苏维埃、营山县苏维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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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充苏区示意图

苍溪县苏维埃（设阆中老观场）、阆中县苏维埃、忠发市苏维埃、德丰

县苏维埃。解放了南充三分之二以上的土地、乡镇和人口。1953年，四

川省老根据地建设委员会将仪陇、阆中、营山、南部、蓬安确定为老根

据地县。目前，全市革命老区面积8840平方公里，乡镇269个，人口495

万，分别占70%、66%、65%。

南充苏区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全面开展了土地革命，广大贫苦农

民分得梦寐以求的土地和房屋、粮食、家具、农具等胜利果实，翻身做

了主人。苏区人民热情高涨，他们纷纷行动起来，大力发展农业生产，



007概　述

恢复食盐生产，整修道路交通，繁荣商业，活跃市场，发展地方小手工

业，开办各类学校，兴办卫生事业，活跃城乡文化生活。苏区的经济得

到发展，人民生活得到改善，各项社会事业取得进步。苏区成为贫苦大

众的幸福家园，成为白区人民向往的红色堡垒。

在创建南充苏区的过程中，由于张国焘推行“左”倾路线和搞肃反

扩大化，错杀了一批红军骨干、地下党员和苏维埃干部，其亲属也遭到

株连。在农村土地革命中实行“左”的阶级路线，混淆敌我界限，把一

些农村积极分子和无辜群众视为敌人，并惨遭杀害，给党和红军造成重

大损失，教训是很深刻的。

南充苏区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他是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前沿阵地、军

需物资主要供给地和重要的兵源地红军在南充战斗的三个年头里，南充

人民和红军将士风雨同舟，同仇敌忾，在人力、财力、物力上全力支援

红军，为巩固和发展川陕革命根据地，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巨大

牺牲和重要贡献。一是加强军地合作，共建南充苏区。南充地下党组织

主动配合红军，积极参军参战，做好支前工作。建立秘密交通，负责情

报传递，密切苏区和白区的联系。二是输送优秀儿女，参加工农红军。

据统计，南充共有5.2万多人参加红军，3.8万余人血洒疆场，献身革

命，新中国成立后被定为烈士的达1.76万多人，幸存的红军战士也成为

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坚强力量，他们中担任副省军级以上职务的干部就有

100多人。三是组建地方武装，配合红军作战。南充苏区组建的独立团、

赤卫军、游击队等地方军事组织共有10多万人，他们大多配合红军参

加各种战斗，有的整团、整营地转为红军。四是提供大批物资，支援苏

区军民。三年间，南充人民共支援红军粮食40万吨，食盐2.8万吨，棉布

13.6万匹，棉花34.1万斤，被服16万套，草鞋36万双，生猪9.5万头。南

充成为支援川陕苏区物资的重要基地。五是组建运输队伍，保障军需供

给。南充苏区组织了庞大的群众运输队伍，负责运送军用物资、红军伤

员和战利品，保证战斗的顺利进行。

红军奉命撤离根据地后，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武装“还乡团”，对

苏区人民实行疯狂地反攻倒算，惨无人道地杀害大批红军家属、苏维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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