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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永平县位于大理白族自治州西部，东邻漾濞县及巍山县，南接

昌宁县，西至澜沧江与保山分治，北与云龙县山水相连。东西最大

横距６４５公里，南北最大纵距７７公里。３２０国道、大保高速公路以
及正在建设的大瑞铁路，自东向西横穿县境。县城所在地博南镇，

东距省会昆明４００公里、州府驻地大理市７２公里，西距保山市７４
公里、瑞丽市４００公里，地处昆明至瑞丽和大理至保山的中间地段，
有较好的区位优势。全县国土总面积 ２８８４平方公里，有汉、彝、
白、回、苗、傈僳６个世居民族。

永平县地处云岭山脉分支博南山和云台山之间，地势西北高、

东南低。最高海拔２９３３米，最低海拔１１３０米。银江河由西北向东
南纵贯，注入澜沧江。银江河之东、顺濞河之西是云台山，银江河

之西、澜沧江之东是博南山，形成三河夹两山，高山、河谷、坝子

纵横交错的独特地形。境内山峦重叠，河谷纵横，立体气候明显，

属于北亚热带季风气候，年均气温１５８℃，年均降雨量１０３３毫米，
年日照２０４５小时，年霜期１１５天，年均风速１７米／秒，气候宜人，
四季如春，特别适宜于动植物生长和人类居住。

永平县历史悠久，远在３７００多年至４０００多年以前的新石器时
代，就有人类繁衍生息，从事农耕活动，是云南历史文化的发祥地

之一。秦朝，永平地区正式纳入大一统的封建国家版图。东汉明帝

永平十二年 （公元６９年），朝廷在永平设立博南县，隶属永昌郡。
公元７９４年至１２５７年近５００年时间里 （即唐、宋时期），南诏国和

大理国相继在博南设置胜乡郡，隶属永昌节度。元宪宗七年 （１２５７
年），废胜乡郡，立永平千户所，隶属大理万户府。元至元十一年

（１２７４年），改置永平县，隶属永昌府。明清两代，县名未变，属永
昌府。民国三十一年 （１９４２年），滇西抗战爆发后，省政府设第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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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于保山，永平隶属之。１９４９年１２月底，经中共
桂滇黔区委决定，永平县由保山划归大理区至今。

永平县的境域界址，自汉迄元不甚详。明、清时期的界址为：

东北至今漾濞县城以外的地区与太和 （今大理市）、浪穹 （今洱源

县）为邻；东南至今厂街彝族乡稻田村略外与蒙化 （今巍山县）、

顺宁 （今昌宁县）接壤；西南至今花桥博南山巅与永昌 （今保山

市）毗连；西北至今龙门乡干海子、下鲁史，并沿西里河溯江至箭

杆场６８寨 （今云龙团结乡）与云龙州 （今云龙县）山水相连。民

国元年 （１９１２年），云南都督府决定设置漾濞县，令永平县将顺濞
河以东地区及龙街以外的吉村、水竹坪、阿福厂、三马地区划归漾

濞县，南割顺宁县辖之龙马、蜢趓、光英三乡归永平县，西将保山

县辖的杉木和 （今杉阳镇部分）划归永平，并与云龙划清插花地带。

当时，云、永、漾、保４县照案执行，惟顺宁县坚持异议，拒不交
割。几经周折，直至民国二十六年 （１９３７年），顺宁县才将龙马乡
上半乡 （今水泄彝族乡、厂街彝族乡部分、龙街镇部分）划归永平

县。新中国成立后，为使云龙、永平两县边界趋于合理，大理专区

于１９５０年将永平县插花在云龙县福里乡内的两块飞地划归云龙县；
１９５８年，省、州又作出决定，将云龙县所辖之双河、黑豆场划归永
平县。至此，永平县境域界址始稳定至今。

永平各族人民是勤劳、勇敢、具有光荣革命斗争传统的人民，

远在东汉时期就参加过哀牢王类牢反判汉王朝的斗争。南诏统一洱

海地区，建立南诏国后，直至元代，永平都隶属于大理地区的政权，

实行世袭土长制度，土地和一切生产资料均由奴隶主和封建领主占

有，广大人民沦为奴隶和佃耕农。明代以后，废除土长制，改土归

流，实行流官任免制度，又滋生了大批封建地主阶级，土地和生产

资料又向地主阶级转移，广大人民群众沦为佃耕农，仍然处于被剥

削、受压迫的地位。由于奴隶主、封建领主和封建地主阶级的残酷

剥削和压迫，永平人民与全滇西人民一道，一次又一次起义，与统

治阶级进行了不屈不挠的英勇反抗和斗争，沉重打击了南诏奴隶主

阶级、大理国段氏封建领主阶级及元代的封建地主阶级，先后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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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南诏国和大理国的统治政权，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和历史的进步。

１３９３年 （明洪武二十六年），永平县开始创办社学，建立文庙，

渐开学风，培养了不少能人智士及革命志士。其中，最具代表性的

有抗清名将张化枢。张化枢 （１５９５～１６４６），字玉衡，男，汉族，永
平苏屯人。早年发奋攻读，万历年间赴京应试，天启甲子年 （１６２４
年）中举。崇祯十五年 （１６４２年），出任湖广汉阳府节。崇祯十七
年 （１６４４年），受南明兵部尚书史可法派遣，任江南无为州 （今安

徽无为县）知州，抚政济民，抗击清军。清顺治二年 （１６４５年），
清军直逼无为州，张化枢率领军民抵抗，守城数日，终因寡不敌众，

城破被俘，惨遭戮杀，肢解而死，后人以 “忠烈”敬称。

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一步一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
会。在清朝封建统治和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下，永平人民与全省、

全国人民一样，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面对清朝封建统治和帝国主

义的双重压迫，中国人民纷纷起来反抗，革命风暴此起彼伏。清朝

反动统治阶级惊恐万状，采取各种卑劣手段，疯狂分化镇压革命斗

争。在多民族的云南，清朝统治阶级充分利用民族矛盾，积极推行

“汉强则助汉以杀回，回强则助回以杀汉”的反动政策，不断制造

“回汉互斗”事件。在这种反动政策的挑拨下，作为云南少数民族之

一的回族人民惨遭屠杀。其中，于１８４３年至１８４７年，以保山为中
心，挑动起包括顺宁、缅宁、蒙化、姚安、云州、永平等地在内的

回汉相互戮杀之乱，永平人民深受其害；１８４５年制造 “永昌惨案”，

被残酷杀害的无辜回民达数千人。１８４８年初，云贵总督林则徐亲临
大理、永平、保山，平息回汉互戮之乱后，永平人民才得以喘息。

１８５６年，在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猛烈冲击下，清王朝的统治地
位更加动摇。３月，云南巡抚舒兴阿和藩司青盛奉清廷之命，下令各
府州县 “剿灭滇回八百里”，“滚单”一到，准许各地对回民 “格杀

勿论”。于是，全省从４月份开始掀起 “灭回”狂潮。在这民族存亡

的紧急关头，各地回民纷纷奋起反抗。其中以保山人杜文秀领导的

以回民为主联合汉、彝、白等各民族参加的以大理为中心的滇西农

民起义，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广、对清王朝的打击最大。起义军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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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提出 “联回汉为一体，树立义旗，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剪除

贪污，出民水火”的政治纲领，是云南近代史上规模最大、参加民

族最多、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时属永昌而靠

近大理且回民众多的永平县，以曲硐、漾濞回民为主，积极响应，

主动联合全县各族人民，同清军浴血奋战，并建立农民革命政权达

１３年之久，在这次农民起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永平农民革命政权建立后，总统兵马大元帅杜文秀任命永平回

民马耀武为大司理、马年玉为大司武 （“大司”为大理农民革命政

权的武官名称，共有１８个）镇守永平。按照大理政权 《管理军政条

例》等规定，积极推行民族团结、民族和睦政策； “取消地方苛

派”，实行每年征粮一次，其余大小苛捐杂税一律豁免；兴修水利，

发贷耕牛、籽种给农民，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发挥回民经商特长，

鼓励回民经商，活跃市场。从此，永平人民在农民革命政权的领导

下平安稳定了１０多年。大理政权 《管理军政条例》明确规定：重视

各民族之间的和睦关系，强调民族团结，民族平等，不予仇视；免

苛派，抚失业，设学塾，兴制造，济贫困；“衙内不养闲人”，一切

官吏 “不准私索民间分文”、不准强娶民间妇女；凡有 “以官压市，

轻价沽买”者，按情节处罚直至问斩；官吏对各项诉词若有偏私，

徇情枉法者，准许地方百姓来辕上诉；军队攻克城池，“不准奸淫抢

掳，焚烧民房，更不准擅自杀人，借故复仇”；行军时，“不准放纵

牲口，践踏田禾”， “不准沿途拉夫，违者立斩枭首”。这些措施，

从各族人民的利益出发制定，深得人民群众拥护，使永平的经济社

会得到了稳定和发展。

１８６７年４月，杜文秀乘云南巡抚岑毓英赴贵州镇压苗民起义、
昆明防务空虚之机，任命扬威大都督蔡廷栋为大经略，率十八大司、

精兵１０余万，分南、北、西、东、中五路进攻昆明，发动声势浩大
的东征昆明之役。１８６９年底，东征昆明失败。１８７０年，清军凭借优
势兵力，趁势向滇西全面清剿，义军奋起反抗，但由于主力部队丧

失，众寡悬殊，抵挡不住用英、法帝国主义的武器装备的清朝军队

的进攻。１８７１年，清军攻陷永平，大肆屠杀起义军及回民，制造了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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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骇人听闻的流血事件。曲硐城内血流成河，东门、南门外各形

成一个 “万人冢”，七屯、新城、菜园街、里海冲等地回民几乎被杀

绝。１８７２年１１月，杜文秀就义，大理城被清军攻陷，历时１６年的
滇西各族人民反清起义失败。

杜文秀起义失败后，英、法殖民者开始大肆入侵云南。在清朝

封建统治和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下，永平人民重新生活在水深火热

之中。各种洋货开始源源不断沿博南古道涌入永平，充斥市场，严

重破坏永平县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致使不少手工业

者失业、商人破产，大量的资源被掠夺。《中法北京条约》对天主教

全面弛禁，法殖民者开始利用宗教向永平进行文化侵略活动。１８７７
年，法国神甫汤秉武 （属罗马教皇系统）首先进入永平设立天主教

堂传教，按照罗马教皇任命的云南主教戴马地雅 “定居乡间，远离

城市，远离官吏”的指示，先在曲硐购买地基，建立教堂，吸收教

徒，然后逐步向县城及其他地区发展。至１８９９年，永平县的天主教
徒发展到百余人，并在曲硐增建小学校，借传授文化知识，进一步

扩大天主教的影响，发展教徒。除汤秉武外，进入永平设堂传教的

还有法国神甫张若望，他继汤秉武之后到时属永平的麦地、甘庄

（今属漾濞）设堂传教，１８８３年，因逼民入教，激起民愤，被当地
群众烧毁教堂，驱逐回大理。传教士的到来，并没有给永平人民带

来 “福音”。

在英、法帝国主义不断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侵略的同时，清

政府对鸦片的种、运、吸均无法令、法规限制，地方政府为解决财

政危机、筹措军饷，放任农民种植，按亩收捐，允许运销，但收取

巨额罚金。致使地处滇西、临近缅甸、历史上就有种植罂粟习惯的

永平县，种植罂粟十分普遍，鸦片在全县泛滥成灾，严重毒害了人

民群众的身体健康，严重影响了永平经济社会的发展。随着鸦片的

泛滥成灾，匪患此起彼伏，连绵不绝，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祸害

人民。其中，经大理窜入永平的１００多名四川巴塘 “游匪”危害最

大，他们四处抢劫，随意残害人民，在永平犯下了滔天罪行。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有斗争。杜文秀起义失败后，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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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县的有识之士纷纷投奔革命，有志青年纷纷出外读书、习武，学

习新知识，接受新思想，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其中，较著名的有

曲硐商人罗汉彩，在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下，在辛亥革命过

程中即积极投身国民革命，为国民革命和永平的发展作出了一定贡

献。罗汉彩，字云武，男，回族，永平曲硐人。自幼使枪弄棒，

１８９２年到永昌习武练艺。继后，弃武经商，组织三四百匹骡马的经
商队，被各帮封为领班人，即 “马锅头”，长年辗转于滇西地区及南

亚各国。经营商货主要是滇西地区各种优质土特产品及缅甸、泰国

出产的鸦片、琥珀等名贵药材和象牙、钻石等精制装饰品。随着资

本日益扩大，其经营范围扩大到新加坡及南亚群岛。国民革命兴起

后，受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罗汉彩将多年积累部分捐赠革

命党人，受到高度赞誉，曾得到黄兴特赠对联一副：“适暹罗补中山

捐资备械推翻帝制申大义，锁淘沙防西陲筹粮建军拥护民主著

奇勋。”

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２７日，在孙中山领导下，腾越 （今腾冲）“九六”

起义胜利，推翻清朝在腾越地区的统治，建立革命政权——— “滇第

一军都督府”，布告国民，完全遵循孙中山先生 《革命方略》制定

的政纲及将来之治国大计，影响遍及滇西。１０月３０日，昆明 “重

九”起义胜利，推翻清王朝在云南的统治，建立革命政权——— “大

中华国云南军都督府”。消息传到永平，各族人民为之振奋。１１月４
日，在本地有识之士推动下，永平宣布起义，隶属 “滇第一军都督

府”，推翻清王朝在永平的统治，在永平树起了民主共和的旗帜。之

后，永平开始广泛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开始剪发、放足，

从形式乃至本质上废除封建残余。饱受苦难、在水深火热中痛苦挣

扎的劳苦大众逐渐被唤醒，民主共和思想在永平逐渐深入人心。

１９１３年，永平成立禁烟所，隶属于省禁烟公所，开始禁烟。１９１４
年，永平县成立回教俱进会，主要办理教务事宜，宣传禁烟、放足，

倡导改良婚丧习俗。１９１５年４月，当袁世凯接受日本提出的旨在变
中国为殖民地的 “二十一条”草案以及企图复辟帝制的消息传到永

平后，永平人民掀起了大规模的爱国运动，有钱出钱，有智出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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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志青年则纷纷报名当兵参加护国运动或外出读书习武，反袁热潮

如火如荼。后弃商从军、被任命为大中华国云南军都督府副官长的

罗汉彩，以陆军统带职务率队参加了讨袁战争，为粉碎袁世凯复辟

帝制的迷梦、恢复共和、再造共和立下了汗马功劳。

护国运动胜利了，但胜利果实却落入北洋军阀的新头子段祺瑞

等人手中，永平人民和全中国人民一样，依然生活在北洋军阀的黑

暗统治之下。继之而来的军阀混战、云南军阀的黑暗反动统治以及

更加猖狂的匪乱，使永平人民的生活更加动荡不安。１９１６年，云南
省政府颁布 《禁绝烟苗条例》和 《巡视铲烟规则》，决定在全省禁

绝种植罂粟，永平遵照执行，厉行禁烟，一度制止鸦片泛滥。但到

１９２０年，云南省政府又颁布 《云南禁烟处罚暂行章程》，推行 “寓

禁于征”，按烟亩征收罚金的政策，永平奉行后，种植、贩运、吸食

鸦片之风再次泛滥成灾。到１９３５年，全县种植罂粟多达５０００余亩，
贩运、吸食鸦片者有增无减。随着鸦片的泛滥成灾，匪乱开始猖獗。

１９２３年至１９２７年，县内有顺宁 （今昌宁）人杨春茂率上千名匪徒

在木莲花山占山为王，四处抢劫和残害人民；有杉阳人杨震寰 （又

名杨匡宇）在永平组织保安军参与军阀混战。县外有张结巴 （张占

彪）、罗高才、张梁等土匪经常到永平烧杀抢掠。

在军阀混战、土匪猖獗的同时，地方官更加变本加厉，横征暴

敛，贪污挪用，欺压人民；地主、富商囤积居奇，变着法子剥削人

民，大发国难财；加上疾病流行而又缺衣少药，清末民初的永平，

经济萧条，生产生活困难，广大人民群众都在贫困线上挣扎。

从清代至民国期间，永平各族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此起彼伏，

但由于没有正确的主张和领导，曾在永平发生的以及永平有志有胆

有识之士在外参与的为抵御外敌入侵、维护祖国领土完整的一切旨

在推翻腐朽统治阶级的义举，都成了历史长河中转瞬即逝的泡影，

饱经苦难的永平人民始终挣脱不了水深火热的痛苦深渊。

１９１７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为一切被压迫的民族和被剥削的
人民指明了解放的道路，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１９１９年，
中国爆发反帝反封建的 “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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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革命迈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在 “五四”爱国运动的影响和推动

下，永平各族人民的民主革命觉悟进一步提高，要求民主，要求进

步，要求发展，向封建思想、封建道德、封建文化斗争的思想更加

坚定，行动更加果断坚决。１９２８年，由杨荣春主持，创办永平县第
一所女子小学，打破了 “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观念，开辟了永

平女子入学读书的先河。女子小学创办后，推行新式教育，提倡男

女平等新思想，鼓励学生参与社会活动，激发学生的爱国爱乡热情

和民主革命思想。１９３０年，由罗汉彩主持倡办，地方乡绅统筹学产，
县政府统拨租谷１８０石，富户捐献银元６０００余元，在曲硐兴办永平
县第一所职业教育学校———永平县立简易师范学校，多方招聘教师，

改革教学教法，传播民主革命思想，传授英语、数理化、汉语拼音、

四角号码字典使用方法、音乐等新知识，至１９４９年１２月停办，历
时２０年，招生７个班，毕业５个班，毕业学生３００多人，为永平培
养了大批人才，特别是教育人才。

１９２１年７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给中华民族指明了斗争
方向和夺取胜利的道路，为中华民族的全面振兴创造了条件。１９２６
年，中国共产党云南特别支部 （中共云南特委、中共云南临委的前

身）建立，开创了云南革命斗争的新前景。１９２８年，中共云南特委
在滇西地区建立迤西区委及蒙化 （今巍山）、鹤庆特别支部，开始在

滇西地区秘密开展革命活动。１９３６年，红二、六军团长征过滇西北，
消息从各种渠道相继传到永平，促进了永平各族人民的政治觉醒，

加深了永平各族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１９３７年爆发的抗日战争，
更激发了永平人民的革命热情和爱国热情，全县人民积极开展抗日

救亡运动，大力支援滇西抗战，努力做好后方工作，为争取战争胜

利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抗战爆发后，永平县机关、学校、农村到处开展抗日宣传，张

贴 “抗战必胜，建国必成”、“誓死不做亡国奴”等标语，大唱 《流

亡三部曲》、 《义勇军进行曲》等歌曲。１９４２年５月滇西边境失守
后，云南的抗日救亡运动进入了新的高潮。此间，永平县 “回教俱

进会”改组为 “回教救国协会”，配合抗日驻军宣传抗战道理，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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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大量工作。永平县简易师范学校、县立中学师生及部分职员倡建

“活报剧团”，分组到街头、部队、村庄演唱，鼓动抗日信心，激励

民族精神。同时，增设兵役科，扩大卫生院，大量建立保国民学校，

以适应战争的需要。广大农民则出力、出粮，无条件支援滇西抗战。

这一时期，全县人民在 “抗日救亡”的号召下动员起来，参战、支

前、防奸成为群众的自觉行动。

抗战八年，永平县共征派民工２００多万个工日支援抗战，按当
时的４万人口计算，人均投工达５０个工日。其中，１５０万个工日有
历史记载，绝大多数属无偿，仅有少部分供给粮食或有伙食补贴，

为此劳累而死者不计其数。一是奉命修筑滇缅公路永平段７８公里公
路，投工１２０万个左右，按当时全县４万人口计算，人均投工达３０
个。滇缅公路是抗日战争时期为争取外援抢修的重要国际通道。永

平先是于１９３７年奉省政府之命修筑土路，承建路段自顺濞桥至黑羊
箐，全长７８公里。１０月征工上马，日出工约３０００人，至次年４月
开通毛路，投工５４万个。１９３８年秋，组织民工１０００人，编成常工
队，负责维修公路、抢挖坍方，投工约１０万个。１９４１年日寇南侵，
滇缅公路的国际意义益显重要，滇缅公路运输管理局拟将全线加铺

柏油路面，省政府命沿途各县承担土石方等备料工程。永平于１１月
１日开工，日出工２０００人，历时半年，至次年５月７日全面完工，
投工近５０万个。１９４３年秋，为适应滇西大反攻的需要，滇缅公路工
务局奉命将全线改善加宽，省政府命沿途各县协修。永平于９月１
日开工，日出工４０００人，历时２５天，投工１０万个，对路面进行了
加宽改造。二是奉命征集民工近１０００人，由政府供给口粮、工具，
投工９万个，赶修功果桥高射炮台便道１０８公里。１９４１年３月，为
了防止日寇空袭功果桥，切断滇缅运输线，民国政府交通部转请军

政部令饬防空学校增派高射炮到桥防护，炮位定在功果山巅。自山

麓到山顶，长约２０公里。原有小路，被水冲刷崩塌，人马难通，车
炮难以运至山顶。于是省政府责成永平、云龙两县各出民工５００名，
前往抢修。永平承担工程 １０８公里。县政府接到通知后，立即征
工，于７月初上马，积极赶修。为了按时完工，县长李杰亲临督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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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风冒雨，日夜奋战。至１０月１９日竣工通车，总计用工９万个。
便道通车后，高射炮如期到位，有力地抵御了日机空袭，保住了功

果桥。三是奉命分３次砍伐根径３０公分、尖径２０公分、长１０米栗
木树军用长途电杆３４０９根，合计投工６７６００个，其中：１９４１年８、９
月份，砍伐并运送昆畹长途电话线杆１３６８根至指定地点，并协助工
程队竖杆和安装，合计用工２７０００个；１９４２年秋，砍伐并运送下关
至保山军用电话线杆３３０根至指定地点，合计用工６６００个；１９４５年
１月，砍伐并运送中印长途电话线杆１７１１根，合计用工３４０００个。
四是奉命征集民工１０００人，成立保密路永平县民工大队，于１９４５
年春赴保山修筑保 （山）密 （支那）公路蒲缥至马厂段３３公里公
路，至８月份，投工１０余万个。初步开通毛路后，因日本投降而停
工。五是于１９４３年，美国在永平境内架设输油管道，需要修一条运
料便道，永平县奉命每天征派沿途农民１００人修筑，由美军发给口
粮菜金，历时半年，总计用工２万个。此外，还有以下项目无资料
记载确切用工数量：全县木匠赴怒江边建造渡船历时一年左右所投

工日；帮助美军运输、架设汽油管所投工日；全县农民从四乡八寨

运送各乡镇征集的粮食至县城、杉阳、迤北等交通要道所投工日；

县政府设立永平军运代办所，征集骡马４９８０匹、民工９９６０人，运
送本县征集的军粮和代过境部队运送军用物资至前线所投工日。

滇西抗战３年，即１９４２年至１９４４年，永平人民先后为抗战提供
军粮４２７２万斤，而当时永平县的人口仅４万、粮食年总产仅２８００万
斤，三年拿出了一年半的粮食总产量，人均８００斤，是全大理州乃
至全省提供军粮最多的县。其中：１９４２年，即滇西抗战的第一年，
政府向农民除征收正额田赋稻谷 １７２５０公石 （每公石约 １６０市斤，
以下同）外，还额外征购稻谷９０００公石，两项共征收稻谷２６２５０公
石，比滇西抗战前常年征收量６５８２公石多征１９６６８公石，猛增３倍
多。１９４３年，除征收巨额田赋稻谷１９０９１公石外，又额外征购大米
４１００公石 （折合稻谷６１５０公石），是年还因怒江前线需粮甚急，省
府为暂解燃眉之急，下令将全县民间存储的积谷 ６０００公石征收一
空。上述三项共征用稻谷３１２４１公石，又比上年增４９９１公石，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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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５倍。１９４４年，除征收正额田赋稻谷２２４６５公石外，又额外征借
大米１３０００大包 （相当于稻谷３９０００公石），上述两项共征收稻谷
６１４６５公石，又比上年增加近一倍。此外，在以上三年中，还派购了
军用马料 （蚕豆、包谷、荞麦）共１４８０８０公石。总计以上三年，以
征实、征购、征借、派购等名义征收了农民的粮食２６７０３６公石，折
合４２７２万市斤。

在八年抗战中，国民政府在仅４万人口的永平县，先后征兵４０
余次、征调兵额２３０３名，其中：征兵２２５５名、征调马匹代兵４８名；
先后在永平县发行各种公债、公益储蓄４次，合计劝募现金２７９５
万元。在八年抗战中，日寇企图切断滇缅交通线，多次派出大量飞

机，狂轰滥炸澜沧江上的功果桥、霁虹桥，许多炮弹落入永平境内。

在八年抗战中，永平县人口自然增长率为负增长，除去外出当兵

２２５５人 （死亡１６０人）外，永平县在抗战期间的死亡人数在６０００人
以上。死因主要是：遭受日本侵略者实施的霍乱等细菌战和缺医少

药病死了一部分；在赶修滇缅公路、功果桥高射炮台便道、保密公

路、汽油管便道，运送军粮，建造渡船，砍伐军用长途电杆过程中，

累死了一部分；把一年半粮食匀作三年吃，拿出一年半粮食支援前

线，饿死了一部分。在三年滇西抗战中，永平县青壮年劳力基本被

征用一空，田地多由妇女及老弱病残耕种，劳动量比抗战前成倍增

加，加上大军云集，中央军、地方军、美军纷纷进驻及路过，致使

全县人口急剧下降，百业凋零，物价飞涨，经济一片萧条。

当然，抗战也给永平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历史机遇。一是修

通了公路，扩大了对外开放；二是流入了各种思想，磨砺了团结抗

战精神；三是促进了文化、教育、卫生事业和工商业的发展。此外，

随着滇缅公路这一抗战时期最重要的国际交通线的修筑，永平县的

政治、军事地位迅速上升，国民党开始在永平县开展组织发展工作，

筹建国民党永平县党部，开展党务工作。与此同时，中共云南省工

委根据中央及南方局有关指示精神，开始安排大批党员和革命知识

分子，到农村、城镇及滇军隐蔽活动，为革命斗争积蓄力量。在这

种情况下，先后有不少中共党员、革命知识分子到永平开展过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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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其中，有史料记载的有苏宝鼎。１９４５年冬，中共党员苏宝鼎
受中共云南省工委委派，以国民党永平县县长的身份，到永平开展

工作。苏宝鼎，字象九，云南石屏人，云南省立高等师范学校毕业，

在校读书期间即参加革命活动，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通过考

试考取县长职务，安排到永平任县长。苏到任后，严格执行 “隐蔽

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方针和 “疏散隐蔽”政

策，在认真开展县长政务的同时，广泛结交各方人士，了解人民群

众疾苦，一直没有暴露中共党员身份。１９４６年１２月，国民党永平县
党部书记长张尧坤怀疑永平、云龙税务稽查员杨亚宁是中共地下党

员，令苏宝鼎对其进行逮捕。苏宝鼎接到命令后提前通知杨亚宁离

开永平，结果逮捕扑空。事后，引起张尧坤的警觉和怀疑，张开始

调查苏的底细、跟踪苏的行迹，致使苏宝鼎难以在永平立足，于是

向省政府递交了辞呈。１９４７年秋 （民国三十六年八月），省民政厅

发文，将其调回省城另行安排工作。

抗战胜利后，随着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开展武装斗争的需要，

中共云南省工委着手准备开展滇西地区的工作。１９４８年５月，为了
更好地加强党对滇西地区的领导，中共云南省工委在剑川县城秘密

成立中共滇西工委。滇西工委成立后，根据面临的形势，确定当前

的工作任务是：深入发动群众，开展各种形式的斗争，在斗争中建

立党的组织，为发动武装斗争做准备。决定建立以剑川、祥云、保

山为中心的３个工作区，其中以剑川和乔后地区为重点。随后，滇
西革命斗争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

在滇西革命斗争过程中，永平籍青年喻荣积极参加滇西人民自

卫军，并于１９４９年６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喻荣 （１９２８～１９５３），原
名喻继达，男，汉族，永平县杉阳镇人。出身农民家庭，８岁开始读
书，民国三十一年 （１９４２年），考入杉阳兰津中学，两年后考入云
南省保山中学。在保中就学期间，喻荣接受了进步思想，积极投身

民主学潮运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 “民青”组织，一面学

习文化知识，一面从事革命活动。民国三十六年 （１９４７年），由于
战乱及家庭供给困难，喻荣废学返乡。１９４８年５月，中共滇西工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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