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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信美之郡”上饶，是镶嵌在赣东北大地上的一颗明珠。这里山

郁珍奇，地理优越，资源丰富，人杰地灵。勤劳勇敢的上饶县人民在

这块可爱的红土地上耕耘劳作，繁衍生息，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在中

国革命的几个重要历史时期，上饶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

推翻三座大山，前赴后继，浴血奋战，创造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

迹，谱写了光辉的历史篇章。 

《中共上饶县地方史》第一卷（1925-1949）全面记述了上饶县

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

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历史。 

自 1840 年中英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帝国主义列强疯狂侵略和掠夺中国，上饶县同全国各地一样，遭受帝

国主义的经济侵略、鸦片毒害，城乡日益衰败。 

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和中国延续了 2000 多

年的封建君主制。但是，军阀统治代替了满清皇帝的封建统治，帝国

主义扶持的各方军阀连年混战，年年加重苛捐杂税，地主豪绅利用重

租和高利贷轮番盘剥，上饶县人民仍然过着困苦不堪的生活。 

1919 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推动了全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浪

潮，民主和科学的思想启蒙了上饶县人民。“五四”运动消息传到上

饶后，上饶县人民积极投入反帝爱国运动的行列，举行了大规模的集

会和示威游行。高呼“打到卖国贼”，“取消 21 条不平等条约”，“内

除国贼，外抗强权”等口号，声讨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上饶县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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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开始觉醒。 

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是中国近代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件，

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从此，中国人民争取民族

解放和国家独立的斗争有了坚强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1923 年以后，上饶县前往南昌、北京、上海、杭州等地求学的

青年逐渐增多，在“五四”新文化思想的影响下，一批进步知识分子

积极追求民主与进步，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寒暑假期间，这些青年

回到家乡，在群众中积极开展马克思主义宣传活动，马克思主义和新

文化思想由城市向农村深入发展。1926 年冬，上饶县青年徐明高、

汪佑春等人在南昌经方志敏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上饶县最

早的共产党员。 

1926 年 11 月，北伐军攻克上饶，驱逐了盘踞在上饶的军阀统治

者，改组了国民党上饶县党部。随后，党派黄道、邵式平、胡德兰等

三位同志前来上饶中学工作，黄道同志在青年学生中作了“剩余价值

论”的演讲，并在上饶中学建立社会科学研究会，积极宣传马克思主

义思想，上饶县的工农运动蓬勃兴起。 

1927 年春，党派钱壁同志到上饶发展农会组织，在姜村建立了

上饶县第一个农民协会，黄道同志在湖村、茶园等地建立了农会组织，

其它地方的农民运动也得到迅速发展。正当农民运动迅速发展之际，

上饶的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1927 年 4 月，国民党右派分子、原江

西省政府主席李烈钧被逐窜到上饶，成立“江西省临时政府”，在上

饶大肆捕捉进步人士。接着，以蒋、汪为首的国民党公开背叛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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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恐怖笼罩上饶，上饶的革命活动转入低潮。 

1927 年 8 月，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顽固派的第一枪，

我县共产党员徐明高、汪佑春参加了起义。同年冬，方志敏领导的弋

横农民暴动强烈地震撼着赣东北人民，上饶县的革命群众纷纷到横峰

寻找革命联系。上饶县的土地革命首先在穷苦群众中以“上名字”、

“兄弟会”等形式秘密展开。 

1928 年 7 月，黄道、黄南山等同志来到湖村乡茶园仙山岭，秘

密培养革命骨干。在穷苦群众中发展了第一批共产党员，并于 1927

年 7 月 23 日成立了上饶县第一个中共党支部——湖村支部。从此，

上饶县有了领导革命的核心力量，有了一批坚强的革命骨干。 

这一时期，上饶县的革命活动蓬勃发展，创建了红色苏区，建立

了党的各级组织和各种革命群众组织，成立了苏维埃政府。地方武装

从无到有，并不断发展壮大，在与反动武装和多次反“围剿”斗争中

取得了伟大胜利。由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占统治地位，在革命

队伍中开展了大规模的肃反运动，致使许多革命同志含怨而死，给革

命带来严重损失，最终未能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上饶县苏区

完全失陷，革命斗争转入游击战争。 

1934 年 11 月以后，上饶县、怀玉县党政机关合并。遵照中共闽

浙赣省委指示精神，转入游击战争体制，建立党政一体的领导机构

——战地委员会。期间，在上饶县境内坚持游击战争的武装队伍主要

有何启泉、吴善炳、葛贻光三支游击队，他们在中共信河特委领导下，

在上饶县北乡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沉重地打击了敌人。在断绝消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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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和给养的情况下，游击队最终失利。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共两党进行了第二次合作，党恢复了在

上饶县的组织机构。上饶县各界人士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开展了抗日

救亡运动，纷纷成立了各种抗日救亡团体。由于国民党消极抗日，积

极反共，日军于 1942 年 6 月长驱直入侵占了上饶，疯狂地烧杀抢掠，

上饶县人民遭受了空前的灾难。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积极筹备内战，企图消灭共产党

领导的武装力量。1947 年 2 月，闽北游击队摆脱了闽赣两省国民党

军队的夹击，进入上饶县南乡一带活动，并创建了游击根据地，建立

了党组织，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上饶创造了有利条件。1949 年 5

月 4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 2 野 4 兵团 15 军 45 师解放了上饶县。至此，

坚持斗争的上饶县人民终于取得了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上饶县人民

从此站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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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革命的出路在哪里？正当中国的先进分子苦苦寻求道路时，

1911 年中国爆发了由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延续两千多

年的封建帝制，开创了中国民主革命。1919 年爆发的“五四”爱国

运动，把中国革命推向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阶段。1921 年中国共

产党的诞生，确立了中国革命的新篇章。1921 年至 1927 年，爆发了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的第一次大革命。中国共产党站在反帝反封建反

军阀斗争的最前列，开展了工农运动，同国民党进行了第一次合作，

进行了北伐战争，掀起了国民革命的高潮。 

这一时期，上饶人民经过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斗争，初步接

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解放，人民的觉

悟，为大革命时期作好了思想准备。中共江西地方执委，根据党的“三

大”决议，联合了一切可能革命的力量，进行了国民党县党部改组，

党又派黄道、邵式平、胡德兰三位同志，来上饶指导工作，并建立了

县总工会、农协会等群众组织。上饶革命群众运动一度呈现空前高涨

的形势。后来，由于国民党右派背叛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大革命转

向低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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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辛亥革命后上饶县社会历史情况 

第一节  衰落的上饶经济 

辛亥革命之后，国家政权全部掌握在封建军阀手里，北洋军阀的

武力，仍然是政治舞台上的主人。在军阀统治上饶时期，社会黑暗，

政治腐败，经济萧条，农村破产。上饶人民在帝国主义，封建军阀，

地主豪绅的交相煎熬下，过着凄凉困苦的生活。 

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虽日趋衰落，但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依然存

在。地主豪绅对农民的剥削更加残酷，他们是农村剥削阶级的上层和

代表人物，这些人豪门巨富，内部相互依靠，上与官僚军阀勾结，下

与流氓地痞有联系，横行乡里。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其表现是： 

土地高度集中。占农村人口不到 10%的地主、富农，占有 70%以

上的土地；而占人口 90%以上的农民，却只占 20%多一点的土地。 

沉重的地租。地主阶级把土地高度集中在自己手里，以苛刻的地

租对无地、少地的穷苦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地租有两种：一种是定

租制，就是固定租金，也叫“铁板租”，收租者旱涝保收；另一种是

分租制，就是收割后，按收成收租，低租对半开，高租“四六”、“三

七”开，农民得小，地主得大。除此之外，有的租田种还必须交押金，

农民还须无偿地为地主帮工，逢年过节，婚丧喜庆还得送礼。如此高

额的地租剥削，逼得农民是“禾刀挂上壁，农民没得吃”。有些农民

因交不起租，无田可种，不得不离乡背井，到铅山、西安山等地帮人

做纸；到福建、安徽各地去采茶、制茶。1916 年前后，坑口、稠川

一带农民，光到安徽祁门去采茶、制茶的就有 150 多人，占全村总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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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 60%以上。茗洋金井坵全村四十多户，有三十多户是靠一根扁担，

两个肩头替人挑货为生。更惨的是有些年青妇女为生活所迫，被卖到

漳州、厦门去做妓女。 

重征苛捐杂税。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压得农民喘不过气来。钱

粮税、印花税、人丁税、门牌税、灶头税、柱头税、盐税……总共有

70 余种税。加之贪官污吏层层加码，横征暴敛，到农民头上也不知

加了多少倍，派捐到户，落实到人，不容稍缓，官吏上门，鸡飞狗跳，

被逼的逃躲无门，家破人亡。 

吃人的高利贷。在农村，农民因要交租、交税等种种原因，有

80%以上借了高利贷，高利贷有两种：钱和粮。高利贷利息年利三分

是轻的，重的六七分，甚至高到九分。每年年底结算一次，利息未交，

就利上滚利。还有粮，春借秋还，一石谷要还一石二斗，一石五斗，

甚至两石。有的农民在青黄不接时借不到钱和粮，就被逼的卖青苗、

卖期谷、期油来度荒。这种卖期货只能得到收成的三分之一或更少的。

这种借高利贷的恶性循环，导致了穷人更穷，富人更富。 

地租、税收、高利贷结合在一起，成了地主豪绅剥削农民的封建

网。许多农民被地主、高利贷者逼得倾家荡产，卖儿卖女，妻离子散，

致使大批农民破产流亡，荒废了农业生产，整个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

坏。 

第二节  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和上饶县人民的自发斗争 

一、北洋军阀在上饶的黑暗统治 

上饶自唐代建州以来，一向是赣东北的政治经济中心。191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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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府制撤销，但北洋军阀封建地、野蛮统治着上饶人民，他们严

密控制人民言行，利用保甲制度加强对人民的管束和压迫，为了防范

人民的反抗，派有重兵驻守。由于交通便利，过往的部队特别多，并

在上饶县设有“赣东镇守处”，这镇守处是封建军阀专制一方，用来

统治和镇压上饶县人民的军事衙门，广大人民毫无言论的自由，更无

民主权利可言。 

军阀部队盘踞上饶期间，沿途捉船拉夫，到处抢掠杀人，人民备

受兵灾焚掠之苦。城里的妇女，白天不敢出门，乡村的农民有事不敢

进城，店员、小贩经常挨“揍”，而且随时有生命危险。中山街屠户

郑子贤，因砍猪肉一事与士兵争吵，胸前被士兵刺了一刀；市民何德

福，见一士兵抢了乡民的一只小猪，出来说了几名公道话，便被士兵

活活打死。军阀的横暴，使上饶县人民整日提心吊胆地过日子，人民

对军阀恨之入骨。 

赣东镇守处衙门和过往部队，还经常向人民筹粮借饷，稍有迟缓，

即以“不服地方治安”相威胁。军阀政府和商业团体，便乘机“浑水

摸鱼”，中饱肥私。今日派饷，明日劳军。上饶县人民吃尽了军阀统

治之苦，也被熬尽了脂膏。北洋军阀统治上饶期间，社会秩序混乱，

物价飞涨，商业萧条，民不聊生，是上饶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 

二、上饶人民自发的斗争 

随着帝国主义政治经济的侵入，国内封建军阀，土豪劣绅对人民

压迫和剥削的加剧，劳动人民的生活日益困苦，革命的要求日益迫切，

我县各地出现了许许多多反压迫、反剥削的斗争。这些斗争，大部分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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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自发的经济斗争，以造纸工人的“扳泼价”斗争最为剧烈。南乡的

船坑、高洲、苧圳；北乡的叶家、望仙、高南峰等地的造纸工人，经

常采取“挂操手”（罢工）与纸厂老板进行斗争。 

1917 年 3 月中旬，船坑大槽户彭初林，以土纸落价为借口，宣

布削减“贴头”（工资津贴），引起全厂工人反对。当晚，在“泼头”

（工头）领导下，全厂 120 多名工人全部“挂操手”，与彭初林进行

“扳泼价”斗争。第二天船坑全村各造纸厂的工人，一致团结起来“挂

操手”，罢工坚持了五天。最后，工厂只好认输，保证不减“贴头”，

并发给“挂操手”期间的全部工资。船坑村的造纸工人取得了斗争的

胜利。这次“扳泼价“斗争，狠狠打击了剥削阶级的嚣张气焰，锤炼

和教育了人民，反映了上饶县人民的斗争意志。 

农民反对土豪劣绅的斗争，也经常发生。1917 年，南岩村的大

土豪大恶霸张大溪，靠有四个儿子的强大权势，强行乡里，无理霸占

高老奀的屋基，并砍去樟树六棵。高老奀贫穷老实，有冤难伸，百般

无奈。6 月 6 日，张大溪在热热闹闹吃过竖屋酒后，耀武扬威地来到

新屋“巡礼”，高老奀向他要地基的钱，张大溪张牙舞爪，不但不给

钱，还要打人，这时高老奀忍无可忍，操起刀把张大溪给杀了。高老

奀这种勇敢正义的斗争，给全县所有被压迫者出了一口气，树立了敢

于斗争的榜样。同时给一切横暴的统治者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这就是：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就有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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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斗争，不管是造纸工人反剥削的罢工，还是农民反压迫的斗

争，都因缺乏正确领导，没有形成坚强有力的组织，长期处于自发的

斗争状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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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五四”运动至大革命时期 

第一节  “五四”运动在上饶 

1919 年的“五四”运动，是中国人民彻底反对帝国主义的爱国

运动，也是彻底反对封建文化的革命运动。它是中国由旧民主主义向

新民主主义的转折点，上饶人民也从此开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篇

章。 

5 月中旬，上饶县各界人士在城内女昌宫，举行了第一次爱国运

动示威大会。到会群众一千余人，会上信江中学校长方孝宽讲述了“巴

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详细介绍了 5 月 4 日北京学生集会天安门，

并游行示威，反对卖国贼的爱国运动，这次行动遭到了卖国政府武装

镇压，并逮捕了大批爱国学生，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更激起了到

会群众的愤慨，会场上立刻掀起了沸腾的怒潮，这是每个爱国者所不

能容忍的，到会的群众高呼口号，自觉地组成了游行队伍，上街举行

大规模的示威游行，群众愤怒地高喊：“打倒卖国贼”、“取消 21 条不

平等条约”、“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等口号。这是上饶人民公开喊出

反帝、反封建的心声，它代表着上饶人民新的爱国主义意识的觉醒。 

上饶人民爱国运动的怒涛，猛烈地冲击着反动卖国贼和一切封建

势力。伪县知事史玖龙和军阀爪牙贾连长，在群众游行以后，立即向

信江中学提出停止学生运动的警告，不许扩大宣传。热血的爱国青年

根本不理睬军阀的“警告”和阻挠，反而更加激起了学生和群众的愤

恨。青年学生继续组织力量，走街串巷演讲，痛述国耻，并把反对卖

国贼的意义编成歌，唱给群众听。暑假中，信江中学又组织了学生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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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队——“十人团”，先后到广丰、玉山、铅山、横峰等县去宣传，

把“五四”运动精神，传遍赣东北大地，极大地激发了赣东北人民的

爱国热情，坚定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决心。 

“五四”运动之后，一批上饶青年抱着救国救民的愿望离开了家

乡，前往南昌、杭州、上海、北京等地求学。他们探索过教育救国，

实业救国，终于找到了革命救国的光明道路，当他们接受了马克思主

义思想之后，就不再彷徨、不再忧闷，而像一团炽热的火，投入到工

农民主革命运动中去燃烧。1924 年，中国共产党江西支部成立后，

南昌的各种群众性的革命组织纷纷建立。我县在南昌的学生徐明高、

游秀伯、杨六膺（徐明高同志，是我县最早参加党组织的革命者，南

昌“八一”起义时曾任朱德总司令秘书，后在海陆丰牺牲），在方志

敏，黄道等同志的影响和帮助下，积极参加了党领导的“改造社”和

学生会工作。初步受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启蒙教育。这些青年学

生寒暑假回来，带来了不少的进步书刊，并在知识分子中广泛地进行

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为大革命时期知识分子积极参加工农运动，作了

前期思想准备。 

第二节  大革命时期上饶县人民开展的革命斗争 

一、上饶人民反军阀混战的斗争 

1921 年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中国革命起到了根本性的变化，

党领导的工人运动，有力地推动了全国革命运动的发展。上饶人民响

应党的“二大”提出的“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口号，积极

开展反帝、反军阀斗争，并在党的“三大”提出的革命统一战线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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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下，提高了认识，也学到了一些斗争经验。1924 年大革命运动

到来时，全县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斗争取得了一些胜利。 

1924 年 4 月 29 日，盘踞在福建的军阀臧志平、杨焕朝率部二千

余人投奔浙江督军卢永祥，来到了上饶城郊罗桥一带，声言要借道上

饶城，通知守城的王麟庆部（也是军阀）迎接。王部以“守土有责”

为词，拒绝臧杨部队过城，并作好迎战准备。而臧杨以武力自恃，非

过城不可，一场军阀混战，即将在上饶县境内展开。战争和死亡笼罩

着全城，上饶全城人民坚信，只要团结起来，就能反对战争，制止混

战。并作好反对战争的准备工作。一、全城关门闭户，个个留守家中。

二、组织民众代表，并推选左左明（左是医院院长，红十字会的负责

人），代表全城人民提出了强烈的抗议，表明反对战争，坚决保卫上

饶县城的态度。向军阀双方进行了不调和的谈判和斗争，晓以大义，

明以利害。经过激烈地谈判和斗争，王麟庆部首先被迫接受了人民的

意见，退驻城内，按兵不动。最后臧杨军阀也被迫接受了“绕城而过”

的建议。上饶人民团结力量，反军阀混战的态度和决心，终于制止了

一场军阀混战，取得了反军阀混战的胜利。 

二、上饶人民积极声援“五卅”爱国运动 

1925 年 5 月，上海反英反日的大罢工，卷起了全国革命的大风

暴。“五卅”惨案发生后，上饶的爱国人民在沪案交涉江西后援会的

帮助下，成立了沪案交涉上饶后援会，并在全县各界广泛举行抗议和

声援座谈会的基础上，于 7 月初，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街头示威游行。

“打倒帝国主义”、“抵制英日仇货”、“为顾正红烈士报仇”等口号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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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云霄。抗议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声援上海、北京、广州等地工人

罢工、学生罢课的斗争。在罢课斗争中，回到上饶县的青年学生徐明

高、汪佑春等人也投入到江西民主革命斗争洪流中。1926 年冬，他

们在南昌由方志敏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省立第十中学（“五四”运动后信江中学改名）学生充满爱国热

情，在县沪案交涉后援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了示威游行活动。学校

宣传队在城内各街道及公共场所，进行了流动演讲和宣传演出，然后

组织了宣传小分队，分头深入到上泸、应家、郑坊等乡村进行宣传演

出，向农民讲述了英帝国主义在南京惨杀我国工人顾正红的残暴行

为。 

县后援会仇货调查组，在全县各百货商店，普遍进行了一次英日

仇货登记，并在各运输码头进行了检查。商家和群众经过宣传教育后，

对帝国主义的暴行，表示万分愤慨。自动交出英日仇货，并坚决表示

以后不再贩卖仇货，和全国人民一道与帝国主义斗争到底。 

上饶人民抵制仇货，是声援“五卅”运动的一个重要方面。通过

这场包括抵制仇货在内的整个声援“五卅”运动斗争，对后来上饶革

命力量的发展和壮大产生重大影响，为支援即将到来的北伐战争奠定

了群众基础。 

三、樟涧人民反饥饿的斗争 

国民革命运动的发展，进一步促进了上饶县人民反帝、反封建、

反压迫的斗争。1926 年，正值青黄不接时，多数农家已断粮。怎样

度过饥荒？是穷苦农民历年来很难熬过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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