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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辑．说 明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大理地方党史大事

记>(1919-'-1950．3)是根据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的

要求和中央党史研究室1990年召开的全国党史工作部门负责

入座谈会精神编写的。
’

二、<大事记>以大理白族自治州现在的辖区为范围，以

大理地方党组织及其活动为主线，主要记述大理地方党史的重

大事件，记述对大理有影响的大理州籍党史人物事迹，适当记

述发生在外地而对大理有重要影响的重大事件。

三、<大事记>历史分期，按中共党史分期划分。同时依

据大理地方党史特点，适当前伸后廷：即中国共产党在大理建

立地方组织之前，从“五·四”运动后，马列主义在大理的传

播开始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延续到1950年3月止。

四、<大记事>编写体例，采取以编年体为主，记事本末

体为辅的方法，即按大理地方党组织的发展，依事件发生的时

间先后排列。同时对大理州籍党史人物事迹，采取适当集中，

力求科学地反映人和历史事件的原貌，问题的本末和内在

联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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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事记>记述的内容，主要源于历史文献、档案资

料、回忆资料及大理州各县市的党史大事记等党史资料。编写

过程中，坚持突出资料性，力求党史资料准确翔实，使其成为

研究大理地方党史的工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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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上一．．L

刖 置

大理白族自治州，位于东经98052’一l 0l 003’，北纬

24040’—粼’，地处滇西中心，东连楚雄彝族自治州，南邻
思茅、临沧地区，西接保山地区和怒江州，北面与丽江地区接

壤。东西横距320多公里，南北纵距270多公里，总面积为

29459平方公里。1949年末总人口约120万人，1996年末全州

人口为318．54．万人。世居民族有：白、汉、彝、回、傈僳、

藏、苗、纳西、阿昌、傣、壮、布朗、哈尼等18个民族，少

数民族人口156．58万人，其中：白族人口105．84万人。大

理州现辖1个县级市：大理市，3个民族自治县：巍山彝族回

族自治县、南涧彝族自治县、漾濞彝族自治县，8个县：弥渡

县、祥云县、宾川县、鹤庆县、剑川县、洱源县、永平县、。云

龙县。
’

大理州各族人民勤劳勇敢，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1840

年鸦片战争以后，大理地区各族人民为反对封建统治和反抗帝

国主义侵略，曾进行过英勇的斗争，为中国近代革命史增添了

壮丽的篇章。

1856年8月，杜文秀在蒙化(今巍山县)小围埂村组织

发动回民起义，联合白族、彝族、汉族人民，攻克大理。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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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主圭义革命时期中圈Or-J．‘党，o臣地方党史大1r记

9月17日，成立了以回族为主体的大理反清联合政权，推举

杜文秀为总统兵马大元帅，在“回汉同心，推翻满清”，“杀官

安民”，“安汉反清”的口号下，进行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历时

18年，全盛时曾占领云南53个县。回民起义不但沉重打击了

清朝在云南的统治，还牵制了驻云贵清军，从而支援了太平天

国革命。1872年12月26 El，清军大举进攻：攻陷大理城，杜

文秀服毒身亡。1873年5月腾冲鸟索为清军夺占，坚持了18

年的滇西回民起义最后失败了。

1856年5月10日，弥渡县人李文学，彝族，率5000余人

在弥渡牛街乡瓦卢村后山天生营起义，李文学被推举为大元

帅。起义军北联杜文秀，南结按板哈尼族起义军田四浪，共同

抗清，队伍迅速壮大，先后建立了8个都督府，控制了包括哀

牢、蒙乐、六诏山的大部(今巍山、弥渡、南涧、南华、楚

雄、双柏、景东、镇沅、新平、墨江)。1872年清军对起义军

发动猛烈攻击，李文学率3000起义军支援杜文秀。兵败，退

回南涧，被叛徒李明学出卖，1874年5月13日，壮烈牺牲

(被清军凌迟处死在南涧乌龟山)。其部下上将军李学东率部继

续战斗到1876年，坚持斗争达20年，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光
‘

辉的一页。1974年11月16日，云南省人民政府在弥渡天生营

． 树立了李文学彝族农民起义纪念碑。

1875年在抗击英帝国主义入侵的“马嘉理事件”中和

1885年镇南关外抗击法兰西侵略的战斗中，大理地区人民参

加滇军，开赴前线，涌现了杨玉科(原籍兰坪县人到邓川入

赘>、蒋宗汉、丁槐(鹤庆人)等著名将领(此3人早年参加

了镇压农民起义，其过不可掩。但在中法战争期闻，抵御外

侮。英勇杀敌，其功不可没)。杨玉科血战沙场，以身殉国，
’

2



臂 "It

表现出中华民族与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和爱国主义精神，

受到人民的肯定和赞扬。<云南大纪念>的歌曲中，讴歌他为：

壮哉武愍公⋯⋯由于清政府腐败无能，中法战争以中国“不败

而败”而告终，但云南大理各族人民在抵抗外来侵略的战争中

所立下的历史功绩，永垂青史。

、洋教的侵略活动，无孔不入，欺压百性，掠夺财富，奸淫

妇女，激起大理各族人民群众自发性的反洋教侵略斗争。1881

年因法国传教士张若望奸淫敲诈，欺凌百性，洱．’源县下育村余

秋的妻子周氏被强奸，余到教堂交涉要人，反被殴打致死，激

起民众强烈的反教情绪，四处张贴反教告示。1883年2月19

日又有沙风村吴大发的妻女被奸淫。关到教堂要人，反被关押

吊打，上告县府也没有结果，教堂还扬言要处死吴大发。昊大

发气愤不过，邀约傅小八等6人到教堂要人，司铎张若望从墙

壁枪眼向外射击，致群情激愤，杀死张若望，焚毁教堂，在佥

省引起较大反响。巍山及永平县麦地、甘庄、漾濞等地教堂附

近的群众，在不堪忍受教士凌辱欺压的情况下，也群起捣毁教

堂，驱逐传教士。1908年，宾川县民众反对传教士的暴行，

聚众驱逐传教士。大理地区各族人民的反洋教斗争。是反帝斗

争的组成部分，在大理地区播下了革命的种子。

191·1年辛亥革命时期，云南响应武昌起义，先后爆发了

滇西腾越起义和昆明“重九”起义。当“重九”起义的通电至

大理后，9月12日大理“官绅军民一体反正”。9月13日成立

了迤西自治总机关部，推举赵藩为总理。(后由于和起义较早

的腾越起义军发生武装冲突，经李根源调解，平息了冲突，并

决定于12月17日撤销迤西自治总机关部。)．’ ，

．

袁世凯掌权后，实行独裁统治，屠杀革命党人。1913年

3



新民主主义习n◆时期中圈共产党，o里地方党史大事记

12月8日，革命党人杨春魁(大理市人)发动武装起义。宣称

奉孙中山、李根源命令，响应二次革命。夺取大理城，释放囚

犯100多人，废除原有军政机关，设置了“云南同盟独立总机

关部”和“云南迤西总司令部”，宣布脱离袁世凯政权，即日

独立。唐继尧秉承袁世凯旨意，派兵镇压，1913年12月23

日，谢汝翼部占领大理，杨春魁战死在大理城郊的瓦村。起义

失败。

辛亥革命前后，大理地区革命青年、爱国志士仁人，在北

京、昆明等地求学或到日本留学期间，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革

命思想影响，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投身辛亥革命、云南

“重九”起义、反袁护国战争，涌现了赵藩、周钟岳、杨益

谦、马骧、杨杰、张耀曾、王九龄、董泽、崔文藻、赵钟奇、

杨希闵、李宗黄等一批著名人物，他们为推翻帝制再造共和作

出了贡献。后来他们的发展道路各不相同，有的为国捐躯，有

的成为爱国将领，有的成为顺应历史潮流的知名人士，有的则

走向反动，成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帮凶。 。

近代，大理地区各族人民，为摆脱被奴役受压迫剥削的地

位，进行过无数次英勇顽强的斗争，但由于没有先进政党的领

导，这些斗争都归于失败，都没有找到解放各族人民的正确道

路，人民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到了现代，在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下，犬理地区各族人民经过20多年的革命斗争，才取

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 ·

本书记述大理地区优秀青年有识之士，在寻求救国救民道

路的过程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通过他

们在大理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创建

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记述大理地区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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霄1r
一_——————————————————————————————————————一

导下．从1927年创建迤西区委起到1950年初大理全境获得解

放的战斗历程、大事要事。使读者了解大理地区近、现代斗争

的虏史，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历史，从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者、大理地区革命先辈为了民族的解

放事业，不惜抛头颅、洒热血，英勇顽强，无私无畏的革命精

神、英雄业绩中，汲取丰富的精神营养。．以史为鏊，坚定信

念．振奋精神，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为富

民兴州而努力奋斗。

5



中曩I共产党的龟q立和第一次叠l内革命战争时期

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第一次国内

革命战争时期 ．

1919年5月一1927年7月

1919年

5月4日 北京爆发的以学生为主体的“外争国权、内

惩国贼”的反帝爱国运动，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和

封建主义的运动，它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成为一次

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和启蒙运动。“五·四”运动前后，大理籍

一批先进分子，为探索救国救民之路，在省内外参加了传播马

列主义和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祥云籍青年王复生(王濡

廷)，当时在北京大学读书，积极投身到“五·四”运动中，特

把王濡廷改为王复生，是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19名

发起人之一；洱源籍白族青年施混在。五·四”运动中是清华

学校(清华大学前身)学生运动领袖。同年赴法勤工俭学。

“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昆明，在昆明云南省立一中、成

德中学、法政学校、工业学校读书的祥云籍青年王德三、王孝

达、陈有栋，蒙化籍青年徐克家、张四维，宾川籍青年赵醒

吾、赵镕等积极投身于。五·四”运动。张四维同云南省立一

l



新民主生义革命时期中田共产党Jo里地方党史大事记

中的几个进步学生，率先倡议成立“云南学生爱国会”，并编

写印发了传单<运动缘起>，秘密组织进步组织“大同社”，以

“改造社会”为宗旨，研究社会主义学说，探讨国家前途。

划时代的“五·四”运动之后，大理州各县一批优秀的知

识青年，在求学求知寻求救国救民道路的过程中，逐步接受马

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者，成为中国共产党

早期党员，他们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对云

南的革命运动产生过重要影响，其中许多人为中国人民的解放

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是大理各族人民的优秀儿女，学

习楷模。

1921年

冬 剑Jtl县白族青年张伯筒在德国柏林加入共产党。

张伯简(1898-一1926．8)，字稚青，小名庚喜，别名红

鸿。白族，云南省剑川县人。父亲张鹤裳是清末秀才，为人耿

直，曾多年在剑川高等小学堂任教。在严父督导下，张伯筒在

该校读完小学，以优异成绩考入大理省立第二中学。他自幼勤

奋好学，学业优异，尤以作文和书法见长。1917年，张伯筒

中学毕业，目睹军阀割据、遍地疮痍、民不聊生的悲境惨状，

想到四川参加护国军未成，遂不顾父亲反对毅然离开云南，赴

当时南方革命中心——广州。

“五·四”运动爆发，革命风暴席卷全国。激发了这位来自

边疆少数民族青年的爱国热情。他对广州各界的反帝爱国运动

表示极大关切，用扔掉一顶新购置的日本布帽的行动抵制日

2



中置I共产党的创立和第一次田内革命战争时期

货。正当他为中国的命运忧虑，求索挽救祖国危亡道路的时

候，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兴起，许多进步青年纷纷远涉重洋，赴

法学习欧洲工人运动的经验，寻求马克思主义真理。1919年

12月，张伯筒以“理财本非所能”为由，辞去了在滇军中的

军需职务，离开广州，远渡重洋到了巴黎。成为云南省出国勤

工俭学第一人。这一时期，全国各地有1600多人赴法留学。

到巴黎后，张伯筒先入圣西门中学，1920年10月转入博

利午工业学校。1921年张伯简加入了赵世炎、李立三、刘伯

坚等组织的“勘工俭学学会”，是该学会中坚分子之一。他一

边勤工自救，一边学习，广泛地接触了具有巴黎公社革命传统

的法国无产阶级，还深入到华工中进行工作。

1921年下半年，张伯简在同志们的关心帮助下，到马克

思、恩格斯的故乡——德国以及奥国考察学习。返回巴黎后参

加了留法勤工俭学学生进占里昂大学的斗争。在斗争中受到了

革命锻炼，坚定了共产主义信念。他和赵世炎、张申府等交往

甚密，在他们的帮助教育下，1921年冬张伯筒赴德国柏林继

续勤工俭学，并加入了共产党，成为旅欧学生中参加共产党组

织的最早的成员之一，积极参加建立中国旅欧共产主义组织的

活动。赵世炎称赞他“信仰坚定，诚实，又有见地，且善活

动”，推荐他随谢寿康到苏联出席共产国际会议。1922年6月

3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在巴黎成立，巳转赴德国柏林留

学的张伯简被选为组织委员。6月5日他作为“中国少共代

表”和法、瑞、捷、奥等国少共代表到耶拿参加德国少年共产

党大会和游行示威。在大会上，他发表了演说，并报告了“中

国少年对共产革命运动所作努力的近况”。

1922年秋，张伯简到了苏联，入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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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他勤奋学习，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时，还学习了

达尔文的<物种原理>、赫胥黎的<天演论>等。经过两年系

统学习，使他成长为一个具有较高理论水平，又有斗争实践经

验的马克思主义者。
‘

1924年秋，张伯简回到离别5年的祖国。受党的指派，

他先在上海和京汉铁路从事革命活动。同年9月，团中央决定

他为江浙皖区委候补委员。以后，又在中央宣传部工作，负责

<向导>等党刊的送稿、印刷、发行工作。11月，他出任中共

中央出版局书记。在这一时期，张伯筒根据莫斯科东方大学教

材和自己的学习心得，译制了一张简明扼要、通俗易懂的社会

发展史表解<各时代社会经济结构原素表>，多次印刷出版发

行，国民党反动派把它列为禁书。接着，他又编纂了<社会进

化简史>一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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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在上海、广州印刷出版。1926年，当

时任中华全国农民协会组织部长的毛泽东读过这本书后认为：

这是人民需要的书。被列为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授课以外之

理论”的10种读物之一，发给学员。1943年12月∞日，毛

泽东写信给秘书胡乔木，要他收集“唯物史观社会发展史”的

译著时，提到要收集张伯筒<社会进化筒史>一书，这是对张

伯简短暂一生及他对党的理论贡献的充分肯定。

1925年1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中共第四次全国代表

大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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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着召开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他被指派

参加“大会议案准备委员会”，和林育南、张秋入、任弼时4

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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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大会秘书，参加会前有关文件的起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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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工作。大会还选举张伯筒为共青团中央候补委员。

1925年，张伯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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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瞿秋自主

编<热血日报>，张伯简负责筹办工作。后来报社遭到搜查、

破坏时，张伯简以杰出的胆略和忘我的献身精神，与反动势力

周旋，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

1925年秋，党调张伯筒到广州，担任中共广东区执行委

员会委员、两广区委军委书记。他还参与工农运动，负责党的

报刊的编辑出版事宜，并兼任黄埔军校教官。1926年毛泽东

筹办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班时，聘请张伯简为教员。

1926年8月中旬，张伯筒与鲍罗庭、邓中夏领导省港大

罢工的斗争，因超负荷工作引发了肺病，病倒在大罢工斗争的

火线上，虽经党组织把他送最好的医院抢救，终因医治无效．

竟病逝在火热的战斗岗位上，年仅28岁。他在上海从事工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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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来动乱年代中和亲人失去联系，至今下落不明。

张伯简坚定的革命信念，忘我的献身精神，短暂而奋斗不

患的一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启发

引导、培养教育了一批在广州的云南大理籍青年，为红土高原

播下了革命的火种。他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先驱者之一，是白

族人民的好儿子。

下半年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久，祥云县人王复生在北

京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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