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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世兴文，盛世修志。经过党史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和辛勤耕耘，

《中国共产党简阳历史·第一卷 （１９２１—１９４９）》即将付梓，这是全

市党史研究工作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取得的重大成果，是简阳党

的建设和全市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它的出版发行，填补了全

市党史研究的空白，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青少年学生学习了解简

阳党的历史和优良传统提供了一部生动的教材，对于全市加强党的先

进性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充分发挥党史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

重要作用，促进全市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必将起到积极的推

动作用。

从１９２１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的２８年，是

一段光辉的革命史。我们党由成立到不断发展壮大，带领中国人民经

过浴血奋战，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

迫，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２８年

间，无数优秀的简阳儿女在党和共产主义思想的引领下，始终站在革

命斗争的前列，为挽救国家危亡，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抛头

颅、洒热血，把共产党人崇高的革命气节和坚定的革命信念熔入２０

世纪中国社会波澜壮阔的发展史之中，用生命铺就了通往胜利的道

路，用鲜血浇铸了共和国大厦的基石。２８载历程，闪耀着刘子华、

罗世安等青年学子跟随蔡和森、周恩来、邓小平等远赴法国勤工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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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救国真理的身影，铭刻了红军杰出将领董朗、李朴和抗日英雄毛

却非等革命志士的光辉形象，他们用行动谱写了可歌可泣的英雄壮歌。

重温历史，育人兴邦。《中国共产党简阳历史·第一卷 （１９２１—

１９４９）》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为指导，坚持科学发展观，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

观点，真实、全面、系统地记载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简阳地方

党组织创建、发展的历程，反映了简阳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不怕牺牲、

前赴后继、不屈不挠的斗争过程，颂扬了革命先烈的英雄事迹、光辉

思想和优良传统，史料丰富翔实，论说客观公正，具有很强的思想性、

理论性、知识性和浓郁的地方特色，是一本了解简阳党的历史的红色

“家谱”和加强党的传统教育的教科书。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

部一定要认真学习阅读，通过学习汲取智慧、砥砺斗志，不断提高自

身修养和执政能力，继承和发扬好党的优良传统，把老一辈革命者留

下的精神财富转化为推动发展的强大动力和具体行动，孜孜探索、锐

意进取，在推动简阳加速跨越发展的生动实践中贡献更大的力量。

重任在肩，继往开来。当前，简阳迎来了成都新机场选址落户、

天府新区加快建设、毗河供水工程开工等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进入

了加快发展的黄金时期。我们一定要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

央领导下，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

帜，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富民强市战略目标，抢抓机

遇，扎实工作，奋力谱写 “建设天府新区、冲刺全省十强，实现１４８

万简阳人民的幸福生活，与全国全省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中国

梦简阳篇章！

中共简阳市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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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简阳概况

位于川中腹地的简阳，因扼守成都平原东大门的重要地理位置、

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繁荣发达的农商经济，自古享有天府雄州的美

誉。近代以来，由于长期遭受封建势力和官僚资本主义势力的统治、

地方军阀和土豪的盘剥，简阳经济凋敝，社会动荡，人民生活困苦。

一大批简阳人走出盆地，走向世界，学习新思想、新技术，希冀以此

救国救民救家。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马列主义的春风吹散盆地上空的

雾霾，启迪更多的简阳人投入民主和革命斗争，打破封建军阀统治和

旧制度的牢笼，建立新世界。

第一节　地理人文

简阳位于四川盆地西部、龙泉山东麓、沱江中游。素有 “天府雄

州”“蜀都东来第一州”“成都东大门”之美誉。东邻乐至县，南接资

阳市雁江区，西连成都市双流县和眉山市仁寿县，北倚成都市龙泉驿

区和金堂县，距省会成都市区仅４８公里。全市辖区２　２１３平方公里，

总人口为１４８万人，市政府驻射洪坝东城新区。

简阳地貌以浅丘为主，其次为低山和河坝冲积平原。１９４０年耕

地面积为２２４．６８万亩 （包括今成都市龙泉驿区大部分地区），１９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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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为１５８．６３万亩。简阳属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年平均气温摄氏

１７．７度，年平均降水量８７４毫米，年无霜期约３１１天，适合多种生

物生长繁衍，境内有各种生物上千种，其中动物约３００种，植物６００

多种。明清时期已广泛种植棉、烟、甘蔗、花生。民国时期，粮食作

物以水稻为主，次为小麦、玉米、豆类、红薯等。

简阳人文历史悠久，风景名胜、文物古迹遍布城乡，折柳桥的情

诗、夜月洞的神话、张飞营的遗迹流芳百世，久负盛名的 “简州八

景”至今犹存，五凤山森林公园有珍奇的鸳鸯藤和古刹黑水寺，令人

心驰神往。三国名将简雍、唐代天文学家和数学家李淳风、简州四状

元誉满华夏，一大批震惊中外的杰出人物曾经生活、战斗、工作在简

阳。

第二节　建制沿革

简阳疆域，建置前载在 《禹贡》之内，为梁州之域，秦为蜀郡

地。汉武帝建元六年 （前１３５）分蜀郡置犍为郡，元鼎二年 （前１１５）

置牛鞞县，属犍为郡。这是简阳市建置之始，迄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

史。

西魏时分置武康、金泉二郡，隶属东益州 （今成都市）。恭帝二

年 （５５５）改牛鞞县为阳安县。武康郡、阳安县治均在今简城镇绛溪

河北岸。

隋文帝仁寿三年 （６０３）置简州，辖阳安、平泉、资阳三县。炀

帝大业二年 （６０６）撤简州，阳安、平泉二县还录蜀郡，资阳县还录

资阳郡。唐武德三年 （６２０）复置简州，辖阳安、平泉、金水 （今金

堂县淮口镇一带）三县。明太祖洪武六年 （１３７３）降简州为简县。明

武宗正德八年 （１５１３），升简县为简州，辖资阳县，移州治于绛溪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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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岸，即今简城镇政府街。清顺治十二年 （１６５５）张献忠部孙可望降

清后，始建清朝简州地方政府，录成都府，不辖县。

民国二年 （１９１３）改简州为简阳县，属西川道。民国二十四年

（１９３５），属四川省第二行政督察区 （治资中）。

１９４９年１２月简阳解放，中共简阳县委员会成立；１９５０年１月１

日正式成立简阳县人民政府。１９５０年在重庆设立西南军政委员会，

四川划分为四个行署区，简阳县隶属川南行政公署内江专区；１９５２

年９月恢复四川省建制，简阳县隶属四川省内江专区。

１９５９年，简阳县所辖龙泉驿区各个公社 （乡）划归成都市管辖。

１９７６年，简阳县所辖洛带区各个公社 （乡）划归成都市管辖。１９９４

年简阳撤县设市，属县级市，由四川省直辖，内江市代管；１９９９年

起由资阳行署 （２０００年改资阳为地级市）代管。

第三节　经济文化

先秦时代，简阳人积极推广铁农具、牛耕，兴修水利工程，从而

提高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促进了农业生产大发展。栽桑养蚕始于蜀

汉，简阳所产的蚕丝运往成都作蜀锦原料，畅销各地。唐代的简州柑

橘作为贡品，送往长安。清末水果品种已有３４个大类，年产量达

２５０万公斤以上。宣统二年 （１９１０），境内粮食播种面积约８８万亩，

总产量约７　２７８万公斤。民国前期，军阀混战，社会动荡，农业生产

受到严重影响，后期逐步有所恢复。到１９４９年，粮食播种面积约

１９３万亩，总产量约１７　４０３万公斤，农业总产值合计１１　４２９万元。

简阳种植棉花有上千年的历史，唐代始种草棉，明代发展中棉，

清代引种美棉，民国时期的 “简花”畅销成都、泸州、宜宾等地，因

而简阳有 “棉都”的美誉。简阳民国时期有公营性的教养工厂和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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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这些工厂以织布为主，还生产地毯和毛巾等产品。１９３７年全

县有９６个纺纱户，从业人员１１８人，有纺纱机１１５台。

简阳制盐业的开发始于西汉，是中国最早开发制盐业的地区之

一。清乾隆五十二年 （１７８７）境内盐业最盛，有盐井５８８口，盐灶房

５４座。１９４９年境内盐产量２００万公斤。制糖业始于清代，光绪二十

六年 （１９００）境内已有糖坊２００多家，年产红糖７５０万公斤。１９４５

年制糖业发展到高峰，境内有糖坊７５０家，年产红、白糖１　４０６万公

斤。

民国二十九年 （１９４０），民国交通部公路运输总局为谋求车辆燃

料自给，令所属汽车燃料试验所来简阳筹建酒精厂。１９４２年投产，

年产酒精２０５　４１０加仑 （新中国成立后发展为国营简阳糖厂）；１９４９

年，境内５家酒精厂年产量２３０吨。

民国后期，机械工业以简阳吉安铧厂最大，年产轧花机５０部；

卷烟厂５８家，其中以金山烟厂最大，年产量５４０件；火电厂３家，

年发电量１０万度至２０万度；手工业较为发达，境内共有２　７００家。

１９４９年境内工业总产值为９０１万元。

清代，简州私营商业有１６个行业。１９３０年，全县商业同业公会

有２２个。１９４９年，全县商业同业公会达３６个。全县７１个场镇有商

户５　７００多户，其中贩运、烟庄、烟行众多，仅县城经营烤烟业的就

有８９户，简阳的烟草通过各种途径运往各地，包括东南亚一些地区。

民国时期简阳商业发展不平衡，商业繁荣的石桥镇，商业网点达

１　０００多个，偏僻小场镇仅２０多个。清末民初境内典当、钱庄、字号

甚多，民国后期先后成立了典当业同业公会、钱业公会。１９２６年，

简城南街设立了万国储蓄会简阳代办处，１９４４年设立了汇通银行石

桥办事处等５家私营银行。１９３８年开始，设立了５家国有银行，

１９３６年开办合作事业，１９４３年境内有信用合作社５８２个。１９４４年７

月，中国农民银行简阳办事处 （石桥）设立中国农业保险公司简阳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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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部。

新中国成立前，简阳只有８８公里的泥结碎石公路，包括成简汽

车路、资简汽车路、遂简汽车路，长期失修，破烂不堪，运输业主要

靠沱江水运。１９４４年春，国民党简阳县政府征调民工１５　０００人修建平

泉飞机场，历时两个月完成。新中国成立后平泉机场作为空军部队的

后勤农场，６０年代曾停靠过喷洒农药的飞机。

简阳境内出土的西周、战国时期的铜器，汉代铜铁器、陶器，以

及后代的瓷器，都反映了简阳在封建社会各个时期的社会、经济、文

化发展水平。特别珍贵的是境内现存的４１６座汉代崖墓，世所罕见，

填补了文物考古的一些空白。唐代修建的朝阳寺、宋代修建的圣德寺

白塔、明代首次修建的济川桥 （现为北门解放桥）、清代的升阳洞、

民国时期修建的简阳公园等古建筑，都汇聚了简阳人杰出的智慧和高

超的技艺。

简阳设立书院始于宋朝，盛于清代。清代较为著名的有凤山、通

材、青峰等２１所书院。清代、民国时期还举办了一些义学、私塾、

小学、中学。１９３７年农村开办初级小学，到１９４５年全县小学教育发

展到高峰，基本上乡乡都有中心国民学校。至１９４９年下期，因为社

会动荡，不少学校近于瘫痪状态。１９３０年设立通俗教育馆，１９３２年

改为民众教育馆。１９３５年将县立图书馆并入，并兼办体育场。

简阳最早的川戏班社是清光绪二十八年 （１９０２）简城的 “昆玉

班”。民国年间，石桥的 “东华班”和涌泉寺的 “大春曲部”在境内

较有影响。１９４０年元月，地下党员陈英俊等成立的 “简阳平武乡抗

建剧团”，积极参与抗日活动，深受群众欢迎。１９３３年简阳开始放映

无声电影 《夏得海》，１９４２年石桥首次放映有声电影 《火烧红莲寺》。

民国年间，民间艺术有木偶戏、龙灯、车灯、龙船、围鼓、狮子舞

等，简阳石桥古镇独有的传统表演技艺——— “九莲灯”，更是天府一

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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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斗争历程

简阳既经历了封建社会的辉煌和衰败，也度过了近代半殖民地半

封建社会的煎熬。辛亥革命中，简州人樊雍甫、邓戟门等聚众两三千

人，参加了四川保路运动。在 “五四”运动的推动下，为了寻求教育

救国的革命真理，简阳先后有１７名青年学子跟随蔡和森、赵世炎、

周恩来、邓小平等远渡重洋，到法国参加勤工俭学运动。

革命战争时期，简阳英豪辈出。红军早期杰出将领董朗，曾率队

参加北伐、南昌起义，并南下开展革命战争。红军将领李朴参加北伐

战争，转战左右江地区，又参加了百色起义和长征。还有长征前参加

红军的王保相、抗日英雄毛却非、近代著名作家罗淑、到台湾参加地

下斗争的傅元恺等革命志士，都为中国民主革命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简阳的历史是四川历史的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历史的组成部分。

中共简阳党组织的发展，见证了简阳从黑暗走向光明的历程。１９２７

年８月，中共四川临时省委在重庆正式成立。１９３７年１２月，中共四

川省工作委员会正式成立。中共四川地下党组织先后派党员到内江、

简阳等地开展工作，并相继建立了中共地下党组织。１９２９年春，中

共简州特别支部成立，在中共川西特委领导下，积极在贾家、龙泉驿

等地组织工人、农民、市民开展反剥削、反压迫、反苛捐杂税的运

动。１９３８年春，中共四川省工委派赵君陶到简阳女中以教师的身份

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组织师生上街演出抗日话剧，教唱抗日歌曲，办

夜校等，并发展师生３人入党。１９３９年８月 （也有说７月），中共川

康特委巡视员到简阳建立中共简阳支部，由在简阳开展地下工作的杨

咸枚任书记。支部成立后，团结和发展党员，学习党内文件和进步刊

物，积极开展革命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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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３９年１１月，中共川康特委派尹志麒到三岔小学，组建了中共

简阳特别支部 （简称简阳特支），指定负责人陈英俊。简阳特支成立

后，组织抗建剧团，发动进步人士积极进行抗日宣传和地下革命斗

争。１９４６年，海螺小学校长傅承筠创办 《联合校刊》，组织进步青年

学习进步书刊，扩大党的影响。１９４８年７月，中共成都市委职工区

委以郊区工作组的名义，由张万禄任组长，负责新津、双流、简阳等

地的地下工作，发展中共党员。成都市郊区工作组在简阳建立了中国

民主青年同盟等党的外围组织，发展成员７０人；同时，发展中共党

员１７人，从而积极开展罢工、抗租活动，组织武装，迎接解放。

１９４９年５月，四川大学部分简阳籍的中共地下党员按照成都市委的

安排，到简阳开展工作，发展 “中国新民主主义研究会”会员９０多

人，发展中共党员２０人。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在中共地下党成都市委领导下，由周继丰和傅昭

中负责的两支中共地下党小组联合，成立 “中共简阳临时工作委员

会”（简称临工委）。简阳临工委为简阳的解放做了大量的工作。为了

迎接解放，在中共地下党川西边临工委的组织下，整编成立了川康边

人民游击纵队仁简支队，筹备粮草，充当向导，配合解放军作战。

１９４９年１２月１５日，人民解放军先头部队进入简城，简阳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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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与大革命时期

（１９２１年７月—１９２７年７月）

辛亥革命后，四川军阀混战，波及简阳，社会黑暗，民不聊生。

为了追求富强民主，简阳１７名学子和其他川中学子一道，赴法勤工

俭学，探索救国道路。１９２１年７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由于深处

川中腹地，封建军阀势力强横，简阳落后于北京、广州、上海、成都

等地，没有在第一时间迎接到革命的曙光。但走出盆地的简阳人带回

了新思想，走进简阳的革命者传播了新希望。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下，赴法勤工俭学的姜毓荣、彭宝珊在此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董

朗、李朴等人为革命理想，站在了斗争的最前线，简阳人以实际行动

走在历史的风口浪涛之中。

第一节　辛亥革命与 “五四”运动对简阳的影响

辛亥革命影响下的简阳

辛亥革命后，中国人民的革命洪流汹涌澎湃，势不可挡。新文化

运动、“五四”运动相继爆发，从而为中国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诞生

并走上政治舞台提供了历史契机。简阳地处成都东大门、成渝交通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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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东大路驿道的第一站，处于省会地区政治风云漩涡地带，无论是全

国还是省内的重大政治、军事事件，每次都会首先波及，并有县人迅

速参与。

１９１１年８月，简州人樊雍甫、邓戟门、段成舟、叶茂荣、王丕

永等人，分率同志军两三千人，攻往成都，在龙泉山一带与清军巡防

军交战。１１月５日，清军龙泉驿驻防新军２３０余人在同盟会员、队

官夏之时策动指挥下，杀死清军东路卫戍司令魏楚藩，全军起义。夏

之时率部取道简城赴渝，在简城时，有数十名简阳青年加入革命队

伍。

１９１２年，简州人吴桂馨、曾廷栋任临时省议会议员，１９１３年，

县人李为纶、霍椿森任国会众议院议员，汪金相、鄢澍、游士风、方

于彬、刘宗培、周烈光任第一届省议会议员。李为纶在北京参加第一

次国会时，坚持不投票选举袁世凯为总统，因担心遭受迫害，东渡日

本。１９２３年，李为纶又在北京国会上反对曹锟贿选，弃职避难，后

到广州国民政府任职。

辛亥革命并未改变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性质，也未能推动简阳

的进步发展。从１９１６年起，简阳陷入了地方军阀割据、纷乱不堪的

局面，川军、滇军交替占领简阳，倾轧赋税，百姓更加生活在水深火

热之中。

新文化及马克思主义在简阳的传播

处在军阀战乱、水深火热之中的简阳人民，迫切期望寻找到救国

救民之路。这一时期，新文化、新思潮以及 “五四”运动爆发的消

息，由在成都读书的简阳学子们不断带了回来，年轻人纷纷走出家

门、走出国门，寻找救国真理。

１９１８年春，成都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开办，吴玉章担任名誉

校长。该校先后招收两届学生，学习期限定为一年。１９１９年春，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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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届学生结业前，四川督军熊克武、省长杨庶堪指示学校：凡毕业考

试名列前３０名者，由政府发给每人旅费津贴４００元，以资鼓励。其

余学生能自筹三四百元者，亦可赴法勤工俭学。此外，尚有未住读过

留法预备学校而愿赴法勤工俭学的，经审查合格，也可以一道前往。

成都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第一届学生学习一年后，于１９１９年

春赴法，共计６１人 （包括从学校毕业、由政府贷款的学生３０名，自

费生１８名，其余为同船去的），其中简阳籍学生９人。刘子华、姜毓

荣、陈文３人即是１９１８年３月，成都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招收的

第一届学生，刘子华属考试名列前３０名者；张国权、霍家新、周芗

琴、彭宝珊、彭彦辉、樊映堂６人没有住读成都留法预备学校，经审

查合格后，一道同船前往法国。

１９１９年 “五四”运动期间，重庆市商会和教育局也共同在夫子

池开办了一期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部分简阳籍学生在此学

习，这批学生于１９２０年农历七月十五从重庆出发赴法。

到法国后，简阳籍学生分赴法国各学校学习、实作，其中刘子

华、王秉乾在巴黎大学，周芗琴在南部大学，毛克生在里昂大学，彭

彦辉、陈文在里昂中法大学，姜毓荣在斯太斯堡大学，霍家新在索末

尔高等工业学校，彭宝珊在巴黎工程专门学校，张国权在杜威工业专

门学校，樊映堂在圣日曼公学，叶济澜先后在麦孟公学、里昂中法大

学，胡蜀英 （女）在蒙比利耶大学。

１９１９年至１９２１年，在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中国学生

兴起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全国先后有１　５００余名青年学子赴法。其中，

截至１９２１年１１月，四川８０多个县共计有４９２名巴蜀青年勇出夔门，

走向世界。仅据民国十六年 （１９２７）《简阳县志》记载，简阳就有１４

名学生赴法勤工俭学，其余资料列名３人，总计１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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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２０年前后简阳赴法勤工俭学人员

刘子华 （１８９９．０９—１９９２．０４），清光绪二十五年 （１８９９）９月２９

日出生在简州甑子场刘金坝子 （今成都市龙泉驿区洛带镇），后迁平

安乡 “尼姑庵”附近。１９１８年３月，刘子华考上成都留法勤工俭学

预备学校，与陈毅是同学。１９１９年５月２５日，法国驻成都领事白达

在领事馆举行茶话会，为首批赴法的全体蜀中学子饯行。６月１日，

刘子华和３０余名同学由护送员吴铁生率领，在成都沙河铺集合，分

乘凉轿，沿东大路出发，踏上赴法勤工俭学的征途，当晚宿于简阳龙

泉驿。６月２日下午４点左右，到达简阳石桥。众学子澎湃着 “教育

救国、科学救国”的一腔热血，分乘两艘早已悬挂有 “留学法国勤工

俭学生”字样旗帜的木船，沿沱江顺流而下，直奔重庆。蜀中现代史

上，学子们结队出天府、下夔门，漂洋过海闯世界由此开始。

到达法国巴黎后，刘子华和李维汉住在一个布棚等候工作。刘子

华先被分到索海尔汽车厂当钳工，后在化工厂当过制造磷酸钠的工

人，在雷洛汽车厂当过磨工，到私人医院当护士兼助手，在法国人开

的中国漆厂当画工等。

当时，巴黎晚上有各种各样的学术讲座活动，基本上都是免费听

讲，晚上各大学还专门邀请著名科学家和大学教授公开讲演，刘子华

先后听过居里夫人、若奥利·居里、爱因斯坦、罗曼·罗兰等人的讲

演。有一次，刘子华闯进一所学术讲演厅，讲师提到一本叫作 《宇宙

科学》的书，说是由中国人提供资料，法国人编写的，刘子华在法国

国家图书馆查到这本书，产生极大兴趣，开始了他对天文学的研究。

１９３３年，刘子华因为一篇国际学联征文获奖而一鸣惊人，一些

学术团体邀请他演讲中国的 《易经》。当时巴黎图书馆里珍藏着七百

多本 《易经》注，刘子华从此潜心于对八卦卦爻组合关系的研究。

１９３７年，刘子华以对八卦宇宙论的研究，请读巴黎大学博士论文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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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后，刘子华发表博士论文 《八卦宇宙论与现代天文———一颗新行

星 “木王星”的预测》，运用中国古老的八卦，预测太阳系中存在着

第十颗行星，并给它命名为 “木王星”（现代科技手段并未发现此行

星）。该研究受到多方高度重视，巴黎大学通知刘子华，二战后请他

到大学任教，但未能成行。

１９４５年１０月，刘子华结束２６个年头恣睢拼搏的留学生涯，和

一批勤工俭学的同学一道搭机回到重庆。二战后，祖国百废待兴，国

民政府用人却全凭关系，这批宝贵人才在 “陪都”被闲置起来，连生

活都成了问题。当年１１月２１日，刘子华回到家乡简阳县龙泉驿。

新中国成立后，刘子华博士被邀请到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室任参

事。１９９２年４月１日，刘子华逝世，享年９２岁。

彭宝珊 （１９０２．０９—１９６０．１０），原名彭良善，简阳县青龙观老君

堰人。１９１９年８月１４日，没有读成都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的彭宝

珊和同乡刘子华、姜毓荣等人，在上海与陈毅一道登上赴法勤工俭学

的海轮，彭宝珊时年１６岁。抵达法国后，彭宝珊被分在巴黎汤姆逊

电讯机械厂做工，同时就读巴黎工程专门学校，他学习刻苦，一心想

学成报效国家。

１９１９年冬季起，法国经济日趋恶化。到１９２０年底，留法勤工俭

学的中国学生已达１　３００余人，其中四川学生约占三分之一。这时法

国各工厂仍在陆续辞退工人，留学生绝大部分处在无工可做、无钱入

学、远隔重洋、无家可归的悲惨境地。１９２１年２月２８日，四川学生

陈毅、赵世炎等人联络各省同学李维汉、向警予、王若飞、蔡和森、

李富春等人，到中国驻法公使馆请愿，争取留学生生存、工作和学习

的权利。彭宝珊积极参与这次请愿活动，进行联络宣传。同年６月和

８月，留法勤工俭学同学两次在巴黎召开 “反对中法借款大会”，彭

宝珊都积极参与。在中共旅欧党组织负责人之一的周恩来的亲切教诲

下，彭宝珊常参加中共旅法支部开展的活动，经肖树域、任卓宣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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