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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毅故居

陈毅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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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镛 ( 1899—1928) ，
四川乐至人。黄埔军校第
四期毕业。历任武汉中央
独立师和中央军事政治学
校武汉分校学生军连长、
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团
第一营营长。1927年参加
广州起义，不久率部撤至
花县 ( 今广州市花都区) ，
组成工农革命军第四师，
任师长，同年加入中国共
产党。后指挥部队在东江
坚持游击战争，于海丰白
木洋被俘后牺牲。

谢 无 量 ( 1884—

1964 ) ， 四 川 乐 至 人。

1901年与李叔同、黄炎培

等同入南洋公学。清末任

成都存古学堂监督。曾任

孙中山大本营秘书长、黄

埔军校教官等职。之后从

事教育和著述，任国内多

所大学教授。新中国成立

后，历任川西博物馆馆

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中央文史馆副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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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组织领导的 “盛池读书会”旧址 ( 现为盛池乡中心小学校)

党组织领导的 “盛池乡农会”活动点之一———牛心山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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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乐至地下党联络点旧址之一———大堰小学

中共川北特支派孙荣来乐至策反盐警队，第一次与邓友联接
头的茶馆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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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乐至组织掌控的盐警队主力驻地旧址 ( 现为陈毅纪念馆)

乐至盐警大队队部旧址 ( 现为乐至县天池镇西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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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至盐警大队起义指挥部旧址 ( 现为乐至天池公园致远亭)

和平解放大堰谈判地旧址 ( 原大堰乡乡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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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丹淮瞻仰陈毅故居

革命烈士事迹陈列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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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至县革命烈士英名碑

乐
至
县
革
命
烈
士
纪
念
碑

8



书书书

目 录

第一章 革命运动的兴起和中共组织在乐至建立

第一节 近代以来的乐至社会和革命运动

一、绵延发展的文化进程

二、近代以来的政治经济社会状况

三、李、蓝起义军在乐至

四、反对教会的斗争

五、辛亥革命时期的乐至

六、车耀先、贺龙在乐至

七、封建军阀的黑暗统治

第二节 新的觉醒和先进分子探索革命道路

一、乐至学生响应五四爱国运动

二、先进青年投身革命运动

三、陈毅回乡

第三节 中国共产组织在乐至的建立与活动

一、盛池读书会

二、中国共产党组织在乐至的建立

三、农民协会的建立与活动

四、开展的武装斗争

五、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

第四节 革命斗争的继续高涨

1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一、临江人民的抗税斗争

二、桂林乡农民暴动

第二章 抗日战争时期的乐至

第一节 掀起抗日救亡运动

一、九一八事变在乐至的反响

二、乐至中学的抗日救亡活动

三、抗敌后援会建立

四、学生剧团的抗日宣传活动

五、乐至中学的择师运动

六、展示抗战到底的决心

七、陈毅给家中的信

第二节 坚决抗战与庆祝抗战胜利

一、青年踊跃参军上前线

二、为生存而斗争

三、振奋人心的展出

四、全力以赴支援抗战

五、庆祝抗日战争胜利

第三章 武装斗争与保卫家乡迎解放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乐至组织的重建

一、党组织的重建与活动

二、抗丁抗粮斗争

第二节 武装斗争与过渡政权的建立

一、武装队伍的建立

二、解放乡镇的战斗

三、策动盐警队起义

四、开展统战工作

2

中国共产党乐至历史第一卷 ( 1921—1949)



五、保卫家乡迎解放

陈毅与四川大事纪要

叶镛传

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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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革命运动的兴起和中共组织
在乐至建立

近代以来，帝国主义的全面入侵，把中国变成了半殖民地半

封建社会。为了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残酷统治，乐至人民

在国内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的影响下，掀起了反洋教的斗争。后

来，有的青年出川，参加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四川

保路运动爆发后，乐至人民汇入保路同志军的革命洪流，推动乐

至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辛亥革命失败后，中国仍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状态。整

个乐至和四川一样，政治上遭受封建军阀黑暗统治，经济上遭受

封建军阀横征暴敛，呈现出军阀纷争不止、时局混乱动荡的社会

局面。

革命必须向新的阶段推进，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中国革命

迎来了伟大的转折点。民主科学的观念在乐至传播，陈毅等一批

先进青年走出家门、走出乐至、走出四川、走出国门，寻求救国

救民的道路，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

革命的思想，走上无产阶级的革命道路。

革命先驱车耀先、贺龙在乐至的爱民事迹，给乐至人民留下

了难忘的记忆。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进入土地革命战

争中期，贫瘠落后、苦难深重的乐至人民终于有了中国共产党的

组织，在中国共产党组织的领导和影响下，乐至人民多次奋起反

1



抗国民党政权在乐至的统治。

第一节 近代以来的乐至社会和革命运动

一、绵延发展的文化进程

乐至县位于四川盆地中部，与遂宁、中江、金堂、简阳、资

阳、安岳为邻。全县辖区面积 1424. 52平方公里，辖 17个镇、8

个乡、602个行政村，30个社区，全县人口约 87 万 ( 2015 年数

据) 。

乐至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秦统一中国前，为古蜀国地。公

元前 285年起，先后为古蜀国、秦、汉、蜀汉、晋、南北朝、成

汉等朝属地。北周建德四年 ( 575) ，县地置多业县，为建县之

始。隋开皇十三年 ( 593) ，改名普慈县。唐武德三年 ( 620) ，

析普慈县地置乐至县，以乐至池得名。历代几经沿革，从始置县

至今已有 1440年的历史。

乐至地理条件独具特色。境内山脉系岷山台地分支，自北而

南分全县为东西两部，成为沱、涪两江分水岭。极目四望，群丘

林立，沟谷纵横，漕地棋布，蜿蜒连绵。西北高，东南低，中部

时有突起。北部系平顶深丘河谷地区，中部系平顶宽谷低丘地

区，南部系冈陵连绵地区。在丘陵河谷间有小平坝。西北部原属

良安镇八一乡的桐子坡是县地理位置的最高点，海拔 596. 3 米，

东南部蟠龙乡的小园坝子是县的最低点，海拔 297. 0米。县城位

于城北娑婆山与城南天柱山之间，形成一片比较开阔的丘陵地

带。乐至地处中纬度季风区，具有气候温和、四季分明、雨量充

沛、冬暖干燥、湿度大、云雾多、日照少等特点，属亚热带季风

气候。年均降水量约 949毫米，但分布不均，夏季雨量占全年的

半数。易冬干、春旱、夏涝、秋绵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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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前，乐至县的经济比较落后，文化教育相对不甚

发达，但一些青年才俊通过刻苦努力，仍然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据 《乐至县志》，从宋朝至清朝，历时 900 余年，全县共出进士
39人，文武举人 54 人，五贡 124 人，文武诸生 300 余人。① 再

加上那些无记载的乐至文化代表人物，其数量相当可观。

到 1756年 ( 乾隆二十一年) ，知县王承曦募资在天池畔建

天池书院，聘科甲出身的知名人士担任院长和教员。1760 年，

知县黄斌重修扩建于先，嘉庆时知县李崇周、刘德铨以及训导李

能巽和道光时知县窦端等扩建于后，使得天池书院成为县中规模

宏大的最高学府。书院是中国封建社会独具特色的文化教育模

式，它萌芽于唐末，鼎盛于宋元，普及于明清，改制于清末，是

集教育、学术、藏书为一体的文化教育机构，对当时教育和学术

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是传播中国文化的重要方式。书院制

度在中国存在了一千多年，对于促进中国文化教育的发展和繁荣

起到了开拓性的作用。

乐至书院建立时间与中国最早的书院相比，晚了几百年。乐

至书院的建立，为乐至县新式教育的到来奠定了开创性的基础，

是促进乐至文化教育发展道路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乐至天池书

院有学田 120余亩，经费充裕，藏书较多，常年就读的生员、童

生少则二三十人，多则六七十人。此外，1836—1903 年 ( 道光

十六年至光绪二十九年) ，乐至还先后兴建书院 18 所。1902 年
( 光绪二十八年) 创办新学，1905年 9月 2日，清王朝下诏废除

了相沿千余年的科举制度。同年，乐至天池书院改为高等小学

堂，其余各书院改为初级小学堂。在书院的基础上创办的新式学

校，为乐至青年接受现代科技和西方先进文化创造了条件。乐至

学堂的出现，是近代以来乐至文化发展道路上的又一个重要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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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乐至县志》编纂委员会: 《乐至县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
121页。



志。

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封建传统的教育方式，也不是短时

间内就可以消失的，还要凭借惯性继续向前推进一段时间。在清

末民初时，县内私塾仍然盛行。设馆形式有门馆、族塾、专馆

等。门馆是塾师在家或租房招生授业，办学规模一般为 20 人左

右。族塾是利用宗祠公产聘师在祠堂开馆，供宿食、议学款，凡

族中子弟均可入馆就读，清寒者免费，其余酌议学费。专馆是由

豪绅富商延师在家设馆，教授自己或至亲好友子弟。私塾教学不

分班级，没有年限，一般采取个别传授。对启蒙学生以识字为

主，注重朗读、背诵。背诵分日书 ( 当日传授的内容) 、温书
( 温习已背诵的内容) 、包本 ( 每册念完后再背全册) 三类循序

进行。

1911年，城乡私馆有 300余处，学生 3000 余人。1936 年政

府改良私塾，集训塾师，又经多次查禁，至 1937 年县城私塾停

止，乡间有所减少，直到 1949年农村尚有私塾残存。①

1905年后，乐至城乡各书院改为高等、初等小学堂，共 19

所，又在全县兴办一些初等小学堂。1933 年，县有公立小学堂
44所，学生 1900人。1909—1910年，初等小学堂续有增设，三

年高等小学堂改为高等小学校。1911 年，初等小学堂改为初等

小学校，增设初等小学校 88 所，探索新教育经验。1915 年，租

后东街药王庙为校址建立起乐至县第一所女子小学，次年迁入旧

试院 ( 今幼儿园) ，招初小 4 班，学生 100 人。同年，石佛、石

湍、倒流镇 ( 今回澜) 、桂林等乡镇相继开办女子小学，使平民

女孩也有机会入学。1925 年，因乐至地方财力缺乏，乐至小学

教育基本维持原状。

在新中国成立前，乐至的教育事业发展缓慢，文盲众多。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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