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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主联军滇黔川边区第二纵队革命斗争史》一

如是解放战争后期滇黔川边区人民武装同国民党反动势力

进行英勇斗争的记录。

1986年，“民主联军革命斗争史"列入贵州师大历史系

科研课题，参加课题的同志长期从事历史研究和地方史志工

作。三年来，课题组的同志亲自到毕节、镇雄、威+r、昭

通、威信、叙永、贵阳、昆明等地，进行实际的考察访问，

阅读和摘抄了大量敌伪档案，查找了解放前各类报纸的记

载，搜集了大量的佐证材料和政府部门文件，组织民主联军

成员座谈，发动有关同志撰写回忆资料等，监在此基础上，对

民主联军问题进行分析研究，拟定提纲，分工撰写。1 989年

2月完成初稿，后经多次核对史实，反复修改，最后定稿。

《中国民主联军滇黔川边区第二纵队革命斗争史》以详

实资料，叙述逮支武装可歌可泣、不畏强暴、不怕牺牲的生

动场面；以充分史实说明这支武装是按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

放军的基本方针政策，发动群众，组织革命斗争。编写本书

的目的：一、正确反映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在极其艰苦条件

下坚持党的方针政策，带领群众，开展敌后斗争，为边区党

史、革命史提供史料；二、真实描述边区人民的革命活动，

特别反映被剥削深重的农民前仆后继，同反动武装顽强战斗

的革命事迹I三、研究蒋管区魄厶民蕉配合解放军正面作战

方面提供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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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撰写本书过程中，我们始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顾

则，尊重史实，努力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正确

处理观念上，认识上的分歧和矛盾，从客观实际出发，对民

主联军滇黔川边区第二纵队的斗争，作出应有的评价。

本书由张祥光、肖先治、周学义任主编。第一章由张祥

光、肖先治编写l第二、三章及结束语由周学义编写，第四

章由曾凡炎编写，第五章由朱健华编写，第六章由糜崇习、

曾凡炎编写；第七章由邓培基编写。附录由周学义整理。

本书编写虽然花费了很大力气，几易其稿，但因资料的

搜集困难和我们水平限制，虽是从史的角度出发进行探讨，

错误仍肯定不少，期待同志们的批指评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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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滇黔川边区的形势

1 949年大西南解放前夕，一支被国民党当局称为“土

共"的反蒋武装——“中国民主联军滇黔川边区第二纵队"

以云南省的镇雄、贵州省的威宁为中心，在滇黔川边境崛

起。这一支武装一度发展到四千多人，转战于云、贵两省的

镇雄、威信、彝良、威宁，赫章、毕节、波及贵州的大方、

黔西，金沙，四川的叙永、古蔺等地，历程二千余里，作战

二十余次，曾夺取过威信、奕良两县县城，牵制了国民党在

西南的正规军和保安部队，配合向西南进军的中国人民解放

军，迎来了滇黔川边区人民的解放。 ，

第一节、滇黔川边区有进行游击战争的

优越自然环境

民主联军的活动区域，是指滇东北，黔西北和川南的广

大地域，包括属云南省昭通专区的镇雄，威信，彝良，贵州

省毕节专区的毕节：威宁、赫章、大方、金沙，四川省泸州专

区的叙永、古筒等十县。这些地区，地处长江以南，乌江西

北。南部是云贵高原，北部是四川盆地南缘。这里有磅礴的

乌蒙山。乌蒙山位于贵州省西部和云南省东北部，是金沙江

和南北盘江的分水岭j云南省昭通、镇雄、彝良、宣威和贵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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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喊宁、赫章一带，是乌蒙l【I的北部山系，“乌蒙磅礴走泥

九”，地形、气候都有着显著的特点。地势特别高耸险峻，

山峦叠障，山上有山，山势陡峭，且多悬岩绝壁，高差悬殊，

j：≮山深谷，山道稀少而崎岖，一#肠小遭难行人。山区又终}I

铍细阿和浓雾笼罩，不见天Ij，雨湿泥泞的道路，更增加{j

人的困难。而四川南部的兴文、筠连、古蔺、叙永一带，地

势南高北低，海拔由1600米——1800米，逐渐降至500米——

700米，地势倾斜，河谷纵横，山峦起伏，灰岩出露广泛，糟

溶地貌普遍发育，形成奇峰异洞，是人类活动天然的隐敞

所。赤水河、永宁河、南广河、白水江穿流其问，水流急

滞；，婉蜒数百公里。这一地区兼有温带和亚热带的特点，森

林密布、草芥丛生。山高宝物多，茂林野兽繁，在深山密林

里，有狐、獭，猴、虎、豹、獐及各种鸟类j地上生长着天

麻、党参、黄芪、杜仲等多利，t}f药材，木耳．香菌各种野菜

丛生；野毛栗，野糖梨、野杨梅、青冈子及各种野果挂满枝

头；地下蕴藏着丰富的煤、铁、铅、锌、锕，汞、石膏、硫

蟥等矿产资源。

这里居住着汉l’彝、茁、回、布依，仡佬、水、满、自等各

兄弟民族。勤劳勇敢的各族人民，在适宜农业生产的田土上

辛勤耕耘，生产出水稻、玉米、小麦、荞麦，红薯、洋芋等

粮食作物，在坡地上植树，放牧、种果、栽茶。

良好的地理形势和自然环境，勤劳勇敢的人民，对抗击

国民党统治，进行游击战争创造了极好的条件。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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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滇黔川边区有党的长期

工作的基础

民主联军活动的川南、滇东北和黔西北地区，是中国共

产党组织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的地方。党组织在各个不同时

期，利用不同形式宣传马列主义、宣传打倒反动统治救国救

民的真理，奠定了深厚的群众基础。

在川南t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恽代英受党的派遣，’到

泸县川南师范任教，他积极传播马列主义，宣传无产阶级要

解放全人类。于1922年复，首批发展佘泽鸿、曾润白、张霁

帆等六人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在川南创建了第一个团支

部，随着又将活动扩展到川南诸县。余泽鸿同志就是后来领

导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的政委。川南地区是受到党影响最早

的地区①。
一

1925年冬，四川地I、．党组织成立。1927年当蒋介石背叛

． 革命以后，党团组织斗争转入地下活动，同年秋成立川南特

委。1928年，川南特委先后在川黔两省的赤水、叙永、+古

朱、长宁、兴文、高县、江安等县建立了支部和特区、特
’ 支。1929年6月，川南特委改组为泸县中心县委，领导川南

及黔北等地区的党的工作。1934年四川省委派邹风平到泸县

检查工作，召开党团中心县委工作会议，决定把工作重点从

城市转移到农村，着重点放在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川滇

．黔边区，并将中心县委机关迁到叙永。邹风平同志领导叙永’

①参见<<四川党史人物传》第二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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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泥咀和贵州赤水稻兴场等地的农民群众，进行了春荒斗

争①。

中央红军进入川滇黔边区，促进了边区党组织的建立和

发展，地方党组织动员和组织群众，筹建革命武装，举行起

义暴动，成立游击队和赤卫队j牵制了一部分敌军，减轻了

对红军的压力，接应和支持了红军，同时也促进了红军川滇

黔边区游击队的诞生。

1937年，党又派黄觉民同志到泸州师范任教，他经过一

．年的工作，先以“民先"的组织名义登记，吸纳了赵秀琰、

薛仿、姚宣化、曾贵元、王先泽、梁馨香等六人，I 9,39年李

弧群奉命到川南工作，正式吸收曾贵元入党②。

1 941年，中共古蔺中心县委派地下党员万仁慕，于玉升

到大定(大方)羊场坝从事革命工作。1943年叙(永)、古

(蔺)、古(宋)三县特区区委书记廖林生同志，根据形势

和工作需要，通知地下党员万仁慕、王玉升想尽一切办法，

打入国民党极为重视的大定羊场坝航空发动机制造厂，开展

工运工作。1944年特区又将一些党员转移安排到羊场坝航空

1发动机制造厂工作j接着又将党员刘建东从赤水转移到金沙

茶园学校，以任教为掩护，从事革命活动。

1945年12月，川南地下党工委成立，廖林生任书记，石

建维、韩子健任委员，石建维分管古蔺、黔西、叙永、大

定、金沙、遵义地下党组织的工作。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6月，古蔺县地下党将余辉¨

～①参见《四川党史人物传》第二卷。

②参见《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33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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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转移来金沙县安底致用中学任教，领导金沙、遵义，大定，

羊场坝特支以及仁怀等地的地下工作。他在学生中传播进步

思想，经常组织师生演唱《干人歌》，《妇女歌》、《古怪

歌》等革命歌曲。《干人歌》的歌词说： “九月是重阳．、干

人好凄凉，一年庄稼还了债，得根光棒棒I腊月雪纷纷，干人

要革命，打倒土豪和劣绅，要把田地分I打倒旧政府，．分田

又分土，这回才是真民主，干人翻身不受苦。，，歌词充满了

穷人的悲愤，揭露国民党统治的罪恶，激励被压迫人民起来

革命。 ．

，

‘1948年秋，古蔺中心县委为了加强对羊场坝航空发动机

制造厂地下党的领导，开展全面斗争，配合全国解放，将骼

小组扩建为支部，派余辉任支部书记，1949年3月，经川南

地下党组织的批准，在贵州建立金遵特支和羊场坝特支，由

余辉同志负责联络领导并任金遵特支书记。 ’

可见，尽管在白色恐怖下，党在川南及黔西北部分地区

组织和发动群众的工作，一直在进行着。

在滇东北：1926年l 1月，李鑫等同志组成了中共云南地

下党特委会I 1927年2月，改称为中共云南临时工作委员

会，组织了以壬德之同志为首的领导核心。1928年省工委派

浦光宗到昭通地区开展工作，传达省委加强农村工作的决

议，发展党员，进行革命活动，在石头塘附近七个村成立了

农会。土地革命时期，云南地下党遇到了严重破坏，民主运

动暂时消沉①。
‘

．．

1934年春，镇雄泼机的青年罗应和、王体芳，王余芳等

①参见《云南文史资料选辑》14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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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贵州毕节百花山中学读书，食宿在中学附近的林青家。

他们受到地下党员林青、缪正元、秦天真等同志的进步思想

影响。在地下党支部指导下，由王体芳、罗应和负责，组织

“镇雄旅毕同学会，，，阅读《政治经济学原理》及一些进步

书籍，参加了地下党组织的‘‘草原艺术研究社，，，秦天真和

他们结拜为兄弟。

1934年夏，毕节地下党支部研究决定，由林青、缪正元

到镇雄去找掌握有部分军队的范建章，准备在镇雄扩展武

装。他们到镇雄后，住在王余芳、王培芳家中，向泼机一带

农民宣传马列主义。林青在与农民的交谈中，听了农民所嚼

的控诉旧社会的民歌，林青将民歌作了一些修改后赋予了新

的内容。如有一首说：不公平来不公平，人间出现富和贫，

富人依靠穷人养，还说穷人命生成。清早起来去望秧，满如l

谷子金灿黄，空喜今年收成好，交了地租饿断肠。当年受到

林青、缪正元宣传影响的青年农民，后来不少成了“民乇联

军”的骨干力量。如王芳槐，任民主联军泼机支队教导员，

在攻打威信县城时英勇牺牲，王必文担任警卫队长；下余芳

为民主联军筹集枪弹作了许多工作，特别是罗应和同志，

1935年就在毕节入了党，成为镇雄早期的中共党员；抗H战

争中，为人民作了大量工作。

红军长征过云南，播下了革命种子。存多f军l乇征影噙

下，1935年底云南地下：范霞建，重新领导人民开腰反封建反

独裁的斗争①。

①云南省社科院《历史研究臻刊>)1986年第一期；“龙云与昆观

民主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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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至1942年间，南方局先后派郑伯克、侯方岳、刘清，

到云南组成第三届省工委。有了党组织，云南人民斗争的局

面与以前就大不同了。云南地下党组织为了避免革命势力遭

到不必要的损失，有计划地把一部分党员和知识分子转移到

边远地区，把民主革命的种子撒到全省各地。云南地下党组

织贯彻了“长期埋伏，荫蔽精干，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

总方针①。

滇东北地区，农民的生活非常贫困，遇到不好的年景，

煲难过活。1944年以后，云南省工委先后派许南波，蒋永尊、

张伯林等到寅威一带开展工作，佝群众宣传自己解放自己的

真理。

1945年秋，抗日战争胜利后，内战危机严重存在，南方、

局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在争取和平民主的同时，布置在

云贵川等省农村据点作好打游击的准备。1946年3月，郑伯克

到南方局汇报工作，王若飞同志指示说。“对于战争与和

平，要作两手准备"，在谈到开展农村武装斗争时，他说。

“条件成熟的地方要发展武装斗争，条件不成熟的主要准备

发展，切勿过早暴露目标。，，这些指示为云南地下党的工作

指明了方向③。 ．

抗日战争末到解放战争时期，为了发展云南革命形势，

云南省工委先后派出党员到镇雄，彝良、威信地区了解情。

①郑伯克t(<解放战争时期云南武装斗争概略》(《中共党史资

料)>第十六集)。

②郑伯克tⅨ解放战争时期云南武装斗争概略》(《中共党史资

料》第十六集)。
一

●

· 7 ·



况。侯方岳同志在分析这一片地区的情况时指出s镇、彝、

威地区土府地霸封建武装割据，劳苦人民深受反动阶级的压

榨。这里又是红军长征经过的地区，播下了革命火种，影响

深远，这里是三省交界的刀把子，进可威逼川南重庆，退可

迂回上山打游占。

云1萄地下党为贯彻党中央、南方局的指示，积极进行武

装斗争的准备。

在黔西北：贵州地下党组织建立于1 934年．1 933年中共

党员林青、缪正元同志从上海回到毕节，同年冬季，在毕节

建立群众革命团体——“牛节草原艺术研究社"，从宣传抗

日入手进行革命活动。1934q‘：，林青、缪正元介绍秦天真入

党，并由三人成立了中共贵州省毕节党支部，支部车Ⅱ用“草

原艺术研究社”，在群众中秘密宣传马列主义，公开宣传抗

13的道理，使广大人民从黑暗中看到了曙光。，

1 934年9月，从四川转移来贵州负责军运工作的中共党

员邓止戈同志，在贵阳与林青、秦天真、缪正元见面并交换

意见后，决定到毕节开展工作。经邓止戈介绍，邱在先、杨

杰在毕节加入中国共产党。

1 935年i月，巾央红军占领廛义，’林青向党中央组织部

长兼红军政治部地方工作部艮罗迈(李维汉)同志汇报了贵

州地下党的情况，罗迈代表党巾央承认了贵州地下党组织，

并指示由林青、邓止戈、秦天真三人组成中共贵州省工作委

员会，由林青任书记，邓止戈、秦天真任委员①。

1 936年7月，巾共地下党员徐健生、熊蕴竹在毕节从事

①参见《贵州党史资料》第一·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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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工作，组织“民众俱乐部"，召开各种座淡会，训练贫

民，同时团结一切进步青年创办《新潮月刊》。到1 938年党

在毕节建立了“中共毕节县工作委员会"，成证了四个党支

部。 。

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党中央的指示，贵州地下党在大后

方发动群众支援前线的抗日战争，如1938年，中共毕节地下

党利用“寒暇农村工作团，，的合法组织，深入毕节城乡开展

抗口救亡宣传活动，演出《放F你的鞭子》等抗日话剧。党

在发展的同时，亦注意了党的整顿，毕节地区党的清理委员

会就由徐健生同志负责。 ．

“1939年初，省工委调蓝运富到黔两一小任校长，、建立黔1

西、大定，仁怀三县中心县委。蓝运富与张有明，廖明星、

陈炯等同志一起，利用课堂、演剧、唱歌等形式，在黔西城

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目救亡宣传活动。 。

早在1939‘1-：2日，廖明星、林正良等同志在金沙石场建

立党支部，廖任支部书记，发展了张承业、龙永安等同志入

党。

1940年1月，巾共贵州省委派宁起鲲去威宁开展工作。

宁起鲲到威宁与云南省工委派来的滤汉英、朱方联系上后，

开展救亡运动。 ， ‘’

1 942年初，川南地下党为了防止党组织受到破坏，将陈

德昌、何显华等一批党员转移到金沙安底“致用，，中学、苦

茶园小学等处任教。 ·

“

1944年党员张承业、田青等在金沙石场组织群众成立了‘

“击富团”，‘“抗暴团，，，‘进行了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斗争。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贵州地下党又积极领导群众，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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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q民党的统治，到1949年初，t{，共贵州省工委负责人，组织

领导了郎岱“三三暴动”。暴动失败后，根据党的“分散转

移继续斗争”的决定，’蓝华富、吴应杰、黄泰祥，葛美等州

到毕节，由吴应杰、黄豢祥在毕节依靠进步青年秦心诚、杨

镕、糜崇习等，开展革命工作。早在l 947年，贵阳武装活

动组的蓝华富同志就提出派秦心诚去毕节组织“武装斗争牛

节联络站”，这个意见得到中共党员刘永等问志的同意。这

样，I 948年4月，秦心诚就存毕节城内以开办“大川堆栈”

为掩护，负责联络昆明、贵阳、镇雄等地来毕节从事地下活

动的同志。

综上所述，滇黔川三省边区一带，我党有几十年的群众

工作基础，为1949年5月起义在思想上、组织上作了准备。

第三节、滇黔川边区有党领导的长期武

装斗争的经验 ．

川南、滇东北和黔西北联成一片，有进行游击战争的良

好条件，党领导人民长期在这一带进行着武装斗争。

1926年11月初，在川南由杨陶公、刘伯承等人发动和领

导了著名的顺泸起义，在川滇黔地区，打响了向反动派斗争

的第一枪。在顺泸起义中，刘伯承同志还组织川南师范、泸

州中学两校学生以小分队的形式分赴川南等地农村，宣传北

伐和顺泸起义。

1927年川南特委贯彻“八·七"会议精精，武装反抗反

动派的血醒屠杀，又发动了南溪和宜宾两地农民暴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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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年代初，川南地下党派党员赵裴亚组织革命武装。赵

裴亚先与南溪地下党员胡旦元联系，决定把在川滇黔边境活

动的一些绿林武装改造成革命武装，经过他们的努力，最后

组成了一支约200人的游击队，在三省边境，打击土豪劣绅。

1934年在叙永工作的地下党员刘复初，争取了威信边境

的杨登高绿林武装，以此为基础，组成了叙永特区游击队，

柱威、叙边境的五龙山一带活动。刘复初又到古宋联系了

“红军之友社，，的成员和农民群众共一百多人，组成了红军

“南六’’游击队，这支游击队活动于川南的古宋、江安、兴

文、长宁等县边境①。
。

中央红军长征进入川滇黔边区，世世代代受剥削压迫的

乌蒙山区穷苦农民，经过红军的宣传教育，又受到红军纪律

严明和爱民行动的感召，破天荒第一次知道世上还有为穷苦

人打天下的红军，第一次知道了穷人为什么穷、富人为什么

肖，开始萌发了要求翻身解放的热情。红军的到来，促进了

．边区党组织的建以和发展，同时在这咀诞生了红军川滇黔边

K游击纵队。
‘

，

1934年春林青、秦天真同志发展了范建章入党：范建章

．牛节头步桥人，早年曾任镇(雄)彝(良)威(信)剿匪指

挥部营长，由于与四川地下党员赵裴亚联系中，被镇雄土司

庞承虞发觉，诱捕入狱，后经由赵裴亚领导的活动于川滇黔

边境的游击队营救，得以越狱。范加入党组织后，即在镇雄

2仁节交界处开展武装斗争。 ，

‘

．- !

①参见《巾国工农红军jIl滇黔边区游击纵队斗争史势(云南人民

}b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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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同志亲自指挥中央红军，在云贵川

广大地区开展了机动灵活的运动战。1935年2月，红军一渡

赤水到云南扎西(威信)，结集期间，中央军委召开了“扎

西会议"，决定改变北渡长『亡计划，I田师东进。同时决定建

立中共川南特委，选拔一批领导干部和红军战士，同地方党

组织早先建立的叙永特区游击队汇合，组建红军川南游击纵

队。中央决定徐策(三军团六师政委)、余泽鸿、戴元怀

(八军团民运部长)等组成jll南特委，抽调一些干部和战士

及国家保卫局第五连共四百余人于威信石坎予成立了“中国

工农红军Jll南游击队"。游：h队在扎西地域及川南一线开展

游击战争，牵制敌人，配合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同时保护

寄养在这个地区的红军伤病员，发动群众建立革命根据地。

红军主力东移后，川南游击队转移到叙永黄泥咀与活动在这

里的叙永特区游击队合编，经过整编，共约五百余人，编为

五个大队。1935年3月，又吸收了刘复初领导的南六游击队

编入Jll南游击队，继续留在古宋、兴文、江安、长宁等县边

境活动。到1935年7月，在贵州由张风光(原红军十一师十

二团团长)、陈宏(原红军西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长)等领导

的红军黔北游击队，经过艰难曲折，到达叙永朱家山与川南游

击队会师，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

徐策任政委，张风光任副政委，王逸涛(后叛变)任司令

员。这支以红军干部为领导的游击队，转战于川滇黔边广大

地区，曾攻克了赫章、筠连县城及大小场镇多处，部队发展

至千余人，他们的战斗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支持。

1936年2月，红二、六军团进抵毕节，创建黔(西)，、

大(方)、毕(节)革命根据地，成立了中华苏维埃人民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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