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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总　 　 序

云南，从渺远神秘而又带着蛮荒色彩的“彩云之南”走到今天，一步一个
脚印跋涉在中华大地上。

云南山水，多娇诱人。
闻名遐迩的喀斯特地质奇观石林，奇妙无比。
迷人的高原深水湖泊抚仙湖，凝波如玉。
秘境香格里拉的高山草甸，杜鹃如火；巍峨雪山，苍茫古远。
低纬度的明永冰川，从古流到今；高黎贡山的各色鲜花，从冬开到夏。
大理的风花雪月，丽江的小桥流水，版纳的原始森林，腾冲的地热奇景，

泸西的阿庐古洞，怒江的东方大峡谷，令人陶醉。
七彩云南，蕴涵的又何止是奇山美水？！
这里，有寒武纪早期生物大爆炸的典型：澄江动物化石群。这里，诞生了

中国最古老的人类：元谋人。这里，曾崛起过古滇国、哀牢国、南诏国、大理
国。这里，有蜀身毒道、秦五尺道、茶马古道、滇缅公路、驼峰航线。这里，
有世界上唯一活着的象形文字“东巴文”。这里，出现了中国第一个海关、第
一座水电站、第一条民营铁路。

这里，有与黄埔军校齐名的云南陆军讲武堂。
这里，爆发过反对清王朝统治的重九起义。
这里，在袁世凯复辟帝制时，率先通电全国，举起了护国运动的大旗。这

里，举办过名垂青史的西南联大，并爆发了震惊全国的“一二·一”运动。这
里，曾经涌现了杨振鸿、张文光、蔡锷、李根源、唐继尧、庾恩旸、刀安仁、
杨杰等一个个热血汉子；这里，也曾经孕育出书法家钱南园、医药家兰茂、数
学家熊庆来、军事家罗炳辉、哲学家艾思奇、音乐家聂耳、诗人柯仲平、舞蹈
家杨丽萍、诗书画三绝的担当大师等文化奇才。

朱德、叶剑英，在这里留下了坚实的足迹；徐霞客、杨慎，在这里留下了
自己的千古绝唱。

这里还有神奇的云南白药、剔透如玉的云子、独树一帜的普洱茶。
这里的僰人悬棺、纳西古乐、摩梭走婚、白族三道茶、彝族跳菜等滇人风

貌和民族风情，更是诉说不尽。
“经典云南丛书”像一根线，把散落于三迤大地的粒粒圆润闪亮的珍珠串

连起来，呈现于您的眼前，让您清晰地看到云南山水奇观、人文历史和民族风
俗的经典篇章，让您在愉快的阅读体验中增加知识、增长见闻、解密未知。

“经典云南丛书”为百科式解读云南的通俗性读物，融知识性、趣味性、
探秘性与时代性为一体，以一种新的视角和叙述方式展现云南的独特之美，以
满足人们了解云南、探秘云南、遨游云南的愿望，希望我们所做的一切已达
到了。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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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云南各族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从古至今，为摆脱被奴
役被压迫的地位，进行过无数次英勇顽强的斗争。特别是１８４０年鸦片
战争以后，云南各族人民面对外国列强和当地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
从来没有屈服，从１８５３年至１８７６年的２０多年内，云南爆发了几千起
各族人民起义。这些大大小小的起义汇成了反帝反封建的洪流，掀起
了云南第一次革命的高潮。１９世纪末，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兴起，
云南许多仁人志士追随孙中山先生，投身革命，发动了重九起义，推
翻了云南的封建统治。１９１５年袁世凯复辟帝制后，云南又首举护国义
旗，为推翻帝制、再造共和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所有这些斗争，
都没有找到真正解放各族人民的道路。长夜漫漫，征程迢迢，云南各
族有识之士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和命运苦苦地寻找着……
１９１９年北京爆发“五四”运动，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

幕，云南一批先进分子和热血青年，忧国忧民，求索革命真理，为马
克思列宁主义在云南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历尽艰辛做出了积极
的努力。他们抛头颅、洒热血，建立了不朽的伟业丰功，写下了可歌
可泣的壮丽诗篇。他们的英名，与巍峨乌蒙永存，共滔滔金沙长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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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先驱者之一
———张伯简

张伯简

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
史上，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初去法国
勤工俭学是一件大事。就在这批
勤工俭学的学生中，产生了后来
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一大批领
导人，如周恩来、朱德、聂荣
臻、陈毅、邓小平、李富春、王
若飞、陈延年、陈乔年、蔡和
森、向警予等等。这其中就有一
位叫张伯简的云南白族青年。

１ 少年英才
张伯简，白族，字稚青，小

名庚喜，别名红鸿（或洪鸿），
１８９８年生于云南省剑川县金华
镇桥头街。他的父亲张鹤裳是清
末的秀才，为人耿直，曾在剑川县高等小学任教多年。在严父的督导
下，张伯简在剑川县高等小学读完小学，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大理省立
第二中学，在银苍（山）玉洱（海）的古城大理完成了中学学业。

剑川县素有“文献名邦”之称，长期的历史形成这里浓厚的读书
风气，从家庭、学校（私塾）到社会，都强调“少壮不努力，老大徒
伤悲”、“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鼓励青少年要抓紧时
间刻苦学习。在这样的氛围下，张伯简养成了刻苦学习、勤于思索的
２



习惯，许多古代名家的优秀作品他都能够背诵下来。在大理省立第二
中学读书时，他就以作文和书法闻名于校，被同学戏称为“剑川大书
家”。１９１４年腊月，张伯简和朋友一起游鸡足山，回来后写下《鸡足
山游记》一文，堪称是张伯简中学时代的代表作品。文中在记述自己
登高所见时写道：“极目所至，但见衰草浮黄，远烟笼碧，寒云数片，
随风游荡，忽舒忽卷，于平冈低曲之间。”廖廖数语，概括所见。从
这篇文章中略可窥见他的文学修养功底。
１９１６年，大理省立第二中学的两名同学在城里与宪兵发生冲突，

回校后向同学说了受到宪兵欺侮的情况，引起了全校学生的义愤，同
学们决定进行一次反对宪兵的斗争。张伯简当时是斗争的组织者之
一，他率领同学巧妙地与宪兵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一时间在同学中声
名大振。
１９１９年，为探索“中国往何处去”，张伯简不顾父亲反对，毅然

离开云南，来到当时风云际会的南方革命中心———广州，在一所滇军
医院里做军需官。此时，恰逢“五四”运动爆发，革命风暴席卷全
国，广州各界人民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集会和示威游行，风
潮迭起，群情激愤。年轻的张伯简置身其中，备受感染，在珠江边一
次抵制日货的集会上，他当场从头上摘下购买不久的日本制造的呢子
礼帽，毫不犹豫地把它抛掷于滔滔珠江中。

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张伯简开始冷静地思考和探寻挽救祖
国危亡的道路。他在《南越游记———稚青日记》（１９１９年４月至８月）
里，记述了这段时间他的思想、学习、生活和向往。短短的几个月
里，张伯简如饥似渴地学习，从《孙文学说》及进步报刊《爱国报》
《新潮》等吸收了崭新的精神营养。面对“国步维艰”的现实，张伯
简不仅发出了“可慨也夫”的感叹，而且对国家的变革有了清醒的认
识。他怀揣进一步探求革命真理的强烈愿望，辞去了在滇军医院担任
的军需官职务，于１９１９年１２月离开广州，加入赴法国勤工俭学的
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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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异国学子
在巴黎，张伯简先入圣西门中学，１９２０年１０月入博利午工业实

习学校。他和大多数勤工俭学的学生一样，既要学习，又要做工，在
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下饱尝了旅居异邦、备受歧视的痛苦。但是，也正
是在这种环境中，他广泛接触了具有巴黎公社光荣革命传统的法国无
产阶级，领悟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真谛，使这位中国白族青年的思想得
到了质的飞跃，成长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１９２１年２月，在法勤工俭学的赵世炎、李立三、刘伯坚等提出了

“互助、劳动、改革社会”的口号，成立了“劳动学会”，接着成立了
“勤工俭学学会”。学会成员一边勤工自救，一边学习，还深入华工中
进行工作。张伯简是该学会的中坚分子之一。在当年８月１４日《时事
新报》的“柏林通讯”栏目中，他以“留法工人张伯简”的署名，
发表了《勤工俭学变迁略史》一文，他写道：“勤工俭学是应世界潮
流而产生，是一种最光明显著的社会运动”，旗帜鲜明地表明了他对
勤工俭学运动的认识和对“勤工俭学学会”的坚决拥护的态度。
１９２１年下半年，张伯简在同志们的关心和帮助下，到马克思、恩

格斯的故国———德国参观考察，他参观了许多工厂和学校，“所费不
多，然知识上算是得无数底教训”。

短期休假后，张伯简仍回巴黎做工，正赶上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开
展的进占里昂大学的斗争。张伯简在这次斗争中受到了革命的洗礼。
在与欧洲无产阶级的接触和对马克思主义深入的学习中，更坚定了共
产主义的信念。１９２１年冬，他转赴德国，在柏林继续勤工俭学，并在
那里加入了共产党。
１９２１年末，张伯简积极参加建立共产主义组织的活动，在复杂激

烈的斗争环境中，他和赵世炎、张申府等交往亲密，积极活动。赵世
炎称赞他有坚定的革命信仰，力荐他随谢寿康到苏联出席共产国际会
议，而且对谢寿康和他第一次与德国无产阶级接触，被介绍到各城市
演说这件事给予高度的评价。
４



张伯简忘我地投入到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浪潮中，１９２２年６月３
日，他从柏林到衣纳（耶拿）参加德国少年共产党大会。５日上午，
在衣纳（耶拿）市场开国际宣讲大会时，他和法、瑞、捷、奥等国少
共代表一起，在大会上发表演说，“报告中国少年对于共产革命运动”
所作的努力及近况。在大会上，当德共代表保勃甫六利士发表演说，
并高呼“有了你们，然后我们才有将来，……使共产主义实现！”
“全世界的无产者团结起啊！”的时候，他激动异常，并立刻想到了如
何开展“中国的劳动运动”，“从事政治争斗”，“扫除阻碍我们宣传
的障物”，促使“革命成功”的问题。同年８月，他又发表了一篇译
文《少年国际纪念日———本年九月三日———少共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一
个通告》。他在文章后加了按语，扼要地介绍了少共国际的历史，热
情赞扬它领导世界各国工、农少年和帝国主义、第二国际机会主义斗
争的功绩。
１９２２年６月３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在巴黎正式成立。在

成立大会上，张伯简被选为组织委员，但因他仍在德国，后即赴苏联
学习，没有到职。
１９２２年秋，张伯简到了苏联，入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他系

统地学习革命理论，对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有了实际的感受，
使他成长为一个既有较高理论水平，又有实际斗争经验的马克思主
义者。

３ 著述永存
１９２４年秋天，张伯简回到了阔别５年的祖国。这个当年稚嫩的白

族青年，已经成长为一个具有坚定革命信念的职业革命家。受党的指
派，他先在上海和京汉铁路从事革命活动。１９２４年９月，团中央局决
定任弼时加入江浙皖区委为正式委员，张伯简、俞秀松为候补委员。
以后，张伯简又在党中央宣传部工作，负责《向导》等党刊的送稿、
印刷和发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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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２４年１１月，张伯简担任党中央出版部书记，任务更繁重，工
作更为紧张。当时，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辩证唯物史观的著作介绍到
中国的还不多，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
国家的起源》尚无中译本，国内理论界、史学界还没有人用唯物史观
全面地来研究人类社会发展史。鉴于此，张伯简回国后便根据莫斯科
东方劳动大学的教材和自己的学习心得，编写了《各时代社会经济结
构原素表》，说明从原始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各个历史阶段的政治经
济结构，以此揭示社会发展规律。该书由中国共产党的出版发行机构
上海书店套色印刷发行，极为畅销。后来，上海华兴书局以“晓旭”
署名，又分别多次重印。该书的出版发行引起反动派的恐慌。１９３２
年，国民党反动派曾以“宣传共产鼓吹阶级斗争”的罪名，将该书列

张伯简所著《社会进化简史》

入查禁的书刊目录中，“通令各
省宣传部邮检查扣”。
１９２５年，张伯简在认真总

结《各时代社会经济结构原素
表》的基础上，又撰写了《社
会进化简史》一书，１９２５年在
上海、广州等地印刷出版。这是
我国最早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阐
述社会发展史的理论著作之一。
该书分为８章约２ ５万字。它言
简意赅，通俗易懂，扼要地介绍
了人类社会发展各时期的特点，
对工人、农民及青年学生影响很
大，在中国共产党早期宣传马列
主义的基本原理中起过重要作
用。该书出版后，几经翻印都不
能满足读者的需求，成为当时国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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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革命中最为畅销的书籍之一。１９２７年恽代英在所撰《计划１９２７年
的工作》一文中，要求青年“明了从古以来社会经济进化的原理事
实”，掌握“必要的时代知识”，也向青年推荐了这本书。在第二次国
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央苏区的中央出版局也重印了这本书。

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对《社会进化简史》一书也印象
深刻，在其一生中，曾多次提到该书。１９２６年毛泽东在广州任第六届
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时，此书曾被列为“授课以外之理论”的十种读
物之一发给学生学习。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写信给胡乔木收集“唯
物史观社会发展史”的译著时，也在信中提到这本书，请胡乔木代为
收集。１９５０年，毛泽东曾要求在身边工作的年轻人认真读张伯简的这
本书。

斯人已逝，著述永存。在中国共产党早期理论建设中，张伯简不
遗余力地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４ 鞠躬尽瘁
１９２４年国共合作的局面开始形成之后，为了报道上海和全国革命

群众运动的发展情况，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领导下，在上海建立了
“国民通讯社”。张伯简被党派遣参加了这个革命通讯社的领导工作，
并参加团中央局下的编辑部，负责编辑《中国青年》和供给《团刊》
《平民之友》稿件。
１９２５年１月１１日至２２日和１月２６日至３０日，党、团中央在上

海分别召开中共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和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党的“四大”开会，张伯简受党的委托，负责租赁、布置会场和文书
保卫等事务工作。团的“三大”开会前，张伯简被指派参加“大会议
案准备委员会”，并和林育南、张秋人、恽代英、任弼时４人讨论决
定大会的各项名单和日程。他被推定为组织问题委员会、无党青年运
动委员会委员和大会秘书，参加会前有关文件的起草工作。团三大会
开幕后，他和陈独秀、张太雷被指定为“特请列席人”。大会还选举

７



张伯简为共青团中央候补委员。在组织中央局的中执委第一次会议
上，张伯简被指定代理未到职的贺昌任团中央工农部主任兼《平民之
友》编辑的职务，又被指定暂代中央局“非基督教部主任”的职务。
大会之后，他在２月５日就写信给当时在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的
中国同学，将两个大会的精神和成就以及党的政治运动的情况向他们
作了详细的介绍。
１９２５年，张伯简参加上海中央机关和上海地委工作人员组成的公

共支部的领导工作。“五卅”运动爆发后，他投身到这场伟大的革命
浪潮中，直接参加了当时斗争最激烈的沪西小沙渡纱厂工人的战斗行
列。这时，党为了在宣传战线上对中外反动派进行反击，派瞿秋白主
编《热血日报》，张伯简负责筹办工作，租赁房屋、布置编辑部和日
报的出版。后来，报社被帝国主义的巡捕房搜查，抓捕有关人员，一
群受雇的流氓砸报社进行捣乱破坏时，张伯简以他过人的胆略和忘我
的献身精神，与各种反动势力周旋，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
１９２５年秋，张伯简到广州担任中共广东区执行委员会委员、两广

区委军委书记等职。这时，他除负责军事工作外，还参与工农运动，
同时还负责党的报刊的编辑出版事宜以及总工会刊物《工人之路》的
编辑出版工作。１９２６年，毛泽东筹办广州第六届农讲所时，聘请他为
教员，但此时他因患病，再加上工作繁重，体力不支，未能担任授课
任务。
１９２６年８月中旬，张伯简又全力投入了震惊中外的省港大罢工，

他不知疲倦地拼命工作，高负荷地运转着，终于燃尽了生命的火焰。
正当他和同志们日夜筹划工作，领导群众开展斗争的时候，不幸肺病
大发，病倒在发动大罢工的火线上。他病倒后，党组织立即送他到当
时医疗条件最好的珠江颐养园医院抢救。但是，终因医药罔效，竟在
火热的战斗岗位上长逝！他在上海从事工人运动时结为终身伴侣的纱
厂工人、共产党员薛映华及遗腹子张伯华也在后来的动乱年月中下落
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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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简从１９１９年离开家乡云南后，再也没有回过南疆的故土，但
是，无论在国外和省外，他都时时关心着云南各族人民的革命事业。
他刚到法国不久，就曾给云南省学联写信，鼓励多看一些马克思主义
的著作，这对边陲云南的青年给予了有益的启示。１９２６年张伯简又参
加了云南旅京、沪、汉、穗进步青年组织的革命组织“新滇社”的领
导工作，为云南输送了一批革命领导骨干。云南到广东从事滇军工作
的同志和党中央的联系，也多由张伯简引导。白族抗日英雄周保中将
军参加中国共产党之前，在广州也曾受到张伯简的启发和引导。１９２７
年在汕头牺牲的王孝达烈士也是由张伯简分配到汕头地委（原粤东区
委）工作的。

张伯简是白族人民的优秀儿子，是云南少数民族共产主义运动的
先驱，也是云南青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早期优秀党员之一，这在云南
少数民族历史上具有“破天荒”的意义。他才华横溢，却不幸在风华
正茂的年龄离开了未能完成的伟大事业。他的生命虽然短暂，他的襟
怀和境界却让人荡气回肠。

９



二、 美共中央中国局首任书记
———施滉

施　 滉

许多人也许不知道，２０世纪２０
年代的美国共产党中央有一个“中
国局”，这个局的第一任书记是云南
省洱源县的白族青年施滉。

１ 清华最有光荣的儿子
北京，中国最著名的高等学府

之一———清华大学图书馆内正厅壁
上有一座汉白玉纪念壁碑，上面铭
刻着这样一首诗：

他是清华最有光荣的儿子
他是清华最早的共产党员
他为解放事业贡献了生命
施滉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

这块壁碑修建于１９４９年４月，那也是清华大学解放后的第一个校
庆纪念日，那一天，清华大学的师生们以这种独特的方式，纪念自己
的优秀学子———施滉。
１９００年，施滉出生于云南大理洱源县古槐村一个白族教师家庭。

青少年时期的施滉天资聪颖，读书成绩优异。１９１６年秋天，以插班生
考入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开始了他的清华生活。

清华学校始建于１９１１年，曾是由美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建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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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美预备学校。为了培养合格的留美预备生，学校对学生的要求非常
严格，考试频繁，学生淘汰率达三分之一左右。施滉进入清华学校
后，因为家境贫寒，一直过着半工半读的生活。在清华８年间，他穿
的衣服、鞋子几乎都是同学送给他的。尽管生活困难，半工半读，但
施滉的学习成绩却非常优秀，这让同学们非常钦佩。
１９１７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这如一声春雷，惊醒了中华民族，

新文化运动如春潮般迅速涌进了清华园，施滉和同学冀朝鼎、徐永煐
等成立了清华园内的第一个进步社团———暑假修业团，冀朝鼎任团
长。为了响应新文化运动，暑假修业团还出版《修业杂志》，提倡文
字改革和白话文。
１９１９年１月，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和平会

议”，中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之一，参加了会议。但巴黎和
会竟然决定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此消息传到中国
后，北京学生群情激愤，５月４日这天，北京１３所学校的３０００多名
学生汇集在天安门广场，他们提出“誓死力争，还我青岛”、“外争国
权，内惩国贼”等口号，要求惩办交通总长曹汝霖、币制局总裁陆宗
舆、驻日公使章宗祥等。会后，学生们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
痛打了章宗祥，火烧了曹汝霖的住宅，北洋政府出动大批军警，当场
逮捕了３２名学生。这就是“五四”爱国运动的开端。

这天恰好是星期天，地处北京西郊的清华学校学生没有参加白天
的集会和游行。傍晚，３２名学生被捕的消息传来，同学们激愤了。次
日，清华学生召集联席会议，决定与北京各校学生采取一致行动，从
６日起罢课。

施滉怀着一颗赤诚的爱国之心，忘我地投身到这场伟大的革命运
动中。６月４日，施滉在参加北京学生上街宣传的活动时，与清华学
校１００多名同学一起被捕，当天被捕的学生达８７０多名。反动派的残
酷镇压，促使全国反帝反封建斗争的烈火越烧越旺。在全国人民的支
援下，北洋政府被迫释放了被捕学生。６月１０日，北洋政府撤消了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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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的职务；６月２８日，中国代表没有出席巴黎和
会的签字仪式。至此，“五四”爱国运动取得了重大胜利。

“五四”运动的洗礼，施滉更增强了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决心和
为追求真理而献身的坚强信念。

“五四”运动以后，清华学校的学生越来越关心国家的前途和民
族的命运，清华园和当时的社会一样，涌现了更多的社会团体，改造
社会的呼声形成了一股强烈的舆论氛围。在这种情况下，施滉他们的
暑假修业团也有了分化，一些人退了出去。１９２０年，施滉、冀朝鼎将
暑假修业团改名为唯真学会，取“真理所在，即趋附之”之意。
１９２３年春，由于形势的发展，在唯真学会内部，由一些志同道

合、思想激进的学生结合在一起，成立了一个秘密核心组织———“超
桃”（意为超过旧时代的“桃园主义”），共有８个成员，施滉被推为
“超桃”的领导人。

当时的清华园内，在如何挽救国家危亡、改造社会等方面有各种
各样的主张，如“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农业救
国”等等，施滉等人则提出了“政治救国”的主张，主张通过政治途
径来改造社会。他在自己主编的《清华周刊》的“国情报告”专栏
里，写了不少政治性很强的短文，报道“中国时局中最重要的政治、
外交问题”，这些报道观点明确、语言犀利、短小精干，深受同学们
的欢迎。“超桃”已成为清华园内进步力量的代表，其领导人施滉也
以他杰出的才能、务实的作风、谦和有礼的素养，赢得了同学们的拥
戴和敬佩。１９２３年，施滉被选为清华学校学生会会长，成为清华学生
运动的领袖。
１９２４年６月，施滉就要从清华学校毕业了，临别之前，他写下了

《对于清华各方面之建言》一文，在这篇建言里，倾注了他对母校、
对祖国的诚挚的爱，也唯其有爱，他才以锐意改革、勇于进取的精
神，提出了一系列反对因循守旧、改革清华教育体制的主张。同时，
他还利用毕业前夕的间隙，南下广州拜见孙中山、李大钊等革命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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