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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创立和第一次大革命时期
(1919年5月至1927年7月)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在宜宾的传播

及宜宾第一个共产党员

中国社会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到1919年五四运动爆

发的近80年间，在封建专制制度的反动统治下，国势日渐衰落，

饱受世界列强的欺凌。广大人民群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过着

极端贫困的生活。中国无数志士仁人，为了争取民族独立，反对

外国的侵略，改变国弱民贫的面貌，前仆后继，反复摸索，试图寻

找一个救国救民的最佳建国方案，但都没有成功。伟大的民主

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参照欧美经验，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反清救国纲领，第一次在中国提出了比

较完整的资产阶级建国方案，并领导同盟会联合反清力量于

1911年推翻了由帝国主义支持的清王朝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中

华民国，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就此结束。辛亥

革命开创了比较更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打开了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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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党的创立和第一次大革命时期

会进步的大门，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并为此后革命斗争的发

展，特别是为后来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开辟了

道路。但是，辛亥革命并没有一个完整而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

政治纲领，没有形成一个能够领导这场革命的坚强有力的革命

政党，它不可能使中国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和民族独立，更没有

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随之而来的却是盘踞在

中国各地的军阀们各自为政，形成四分五裂的割据局面。由于

军阀之间的连年混战，广大群众雪上加霜，处于更加贫困的状

态。这使原本具有资产阶级倾向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大失所

望，重新陷入彷徨、苦闷之中。

正当中国的先进分子苦苦寻求新的出路之时，俄国发生了

震惊世界的十月革命。1917年11月(俄历10月)，列宁领导的

布尔什维克党在士兵、工人和农民的支持下推翻了沙皇和资产

阶级的反动统治，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取得了社会

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来中国，使

长期饱受帝国主义欺凌而又在反帝斗争中屡遭失败的中国人民

为之振奋，使处于苦闷彷徨中的知识分子不得不重新审视和寻

找中国革命的前途。他们把目光转向俄国，从十月革命胜利的

经验中，找到了一条崭瓶的道路，即中国革命只有走列宁领导的

无产阶级革命道路才能成功。从此一批先进分子开始系统地在

中国宣传俄国革命，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

中国在新文化运动和俄国十月革命的推动下，1919年5月

4日在北京爆发了大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这场运动促进了马

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迅速传播，使一大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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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在宜宾的传播及宜宾第一个共产党员

的先进知识分子，先后走上了同无产阶级相结合的革命道路。

经过两年多的奋斗，以建立共产主义政党为目标的各地共产主

义小组纷纷建立。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1921年7月各地共产

主义小组选派代表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第一

个党纲，正式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

在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犹如熊熊

烈火迅猛地向全国各地蔓延。

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宜宾的传播，始于五四运动时期。五四

运动的详细情况传入四川虽然比较晚，但四川声援五四运动的

群众运动持续的时间却有两年多。宜宾地处四川南部边陲，位

于岷江、金沙江、长江的三江交汇点上，是旧时四川交通极为方

便的主要县份之一。这里气候温和，雨水充足，丰富的农副产

品，可直运上海和西南各地。军阀们为了扩张自己的势力，发展

地盘，总是竞相争夺这块具有战略意义的宝地。在军阀割据时

代，宜宾成为军阀长期混战的重灾区。他们巧立名目，增收捐

税，肆意搜刮民脂民膏。加之，政治?昆乱，盗贼蜂起，民不聊生。

宜宾人民对军匪官僚们恨之入骨，这便成为在宜宾传播马克思

主义的重要社会基础。

马克思主义在宜宾的传播，一是来源于进步书刊。轰轰烈

烈的五四反帝爱国运动在北京爆发后，一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

进步书刊也相继传来宜宾。当时宜宾设有十多个县联合举办的

叙州联合县立中学(简称叙联中)，它同江安省立三中并誉为川

南最高学府。这里汇集着从国外及国内各地归来从教的一批知

识分子和受到爱国主义教育的进步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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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党的创立和第一次大革命时期

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宜宾后，立即在青年学生中得到广泛

响应，首先由叙联中八班的学生组织了几个宣传队，分别到城内

各大街向群众宣传。接着，宜宾女子师范学校、女学会也起而响

应，纷纷出动宣传，连教会中学的学生也不顾校长的阻挠和制

止，到校外宣传。宣传队伍喊出“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要求取

消“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为了引起人们的注意，毋忘国耻，还

散发了“二十一条”的条文。

在宜宾声援五四运动的社会活动中，高县籍叙联中学生李

硕勋被推选为学校学生会干事。他为了将宜宾人民反对日本帝

国主义、抵制日货的斗争引向深入，在与四川省学生联合会抗敌

后援会取得联系后，与联中各班代表及明德中学的代表，在叙联

中礼堂召开会议，决定成立四川省学生联合会抗敌后援会宜宾

分会。在这次会议上，李硕勋被推选为抗敌后援会宜宾分会的

负责人。会后，各班代表分头发动同学参加反帝爱国运动，每班

推选三至五人参加检查队、宣传队。

192D年4月的一天上午，叙联中与明德中学全体学生举行

反帝示威大游行。他们在叙联中操场集合，一致推选李硕勋为

游行总指挥。在李硕勋的带动下，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举着一

幅上面写着“四J|l省学生抗敌后援会宜宾分会反帝爱国示威大

游行”的大横幅，从市区主要街道穿过。同时检查各商店货物，

收缴了大批日货，并当众毁掉。

学生们在宣传过程中，编印了一种四言体的传单，广泛散

发，其内容是：“我国青岛，日本占吞，同胞誓死，奋勇力争；必须

避免，一盘散沙，热度五分⋯⋯”。他们运用新绘制的地图，在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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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在宜宾的传播及宜宾第一个共产党员

演时指明帝国主义侵占我国领土的范围，及被日本帝国主义侵

占去的山东的一切特权等。宣传队还给听众散发定做的印有

“誓死抗日”字样的星形饼干，既增强宣传效果，又吸引听众。运

动进入高潮时，除各校罢课上街游行宣传外，城内全市罢市。成

都也派专人到宜宾了解情况，指导运动。

在五四运动的震撼下，宜宾的先进知识分子，如陈宣三、江

子能、尹绍周、郑量澄等人，开始系统地阅读<新青年>、<每周评

论>、《晨报副刊>、《国民>、《建设>、《星期评论>、<觉悟>等进步报

刊。他们从这些报刊中获得新知识，懂得了要拯救中国只有走

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道理，并毫无保留地传播给学生，进而组织

学生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激发了宜宾人民的反帝爱国热情，促

进了马克思主义在宜宾的传播。

在宜宾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二条渠道，就是一批受到新思

潮影响的先进学者和青年，抱着拯救中国的愿望，自动出川、出

国寻找革命真理。泥溪的刘华、双石铺(今自贡市辖)的卢德铭

等，就是当时的代表人物。

刘华生于1899年。1920年秋离家到上海，在中华书局印刷

所当学徒，1923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

党。1925年1月当选为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委员，2月领

导沪西日本纱厂工人大罢工，被选为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执

行委员，参加领导了五卅运动。上海总工会成立后，刘华当选为

副委员长。同年11月29日，在前去公共体育场参加群众大会

途经公共租界静安寺电车站时被工部局巡捕房抓捕。12月2

日被引渡到淞沪戒严司令部。17日，军阀孙传芳下令对刘华实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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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党的创立和第一次大革命时期

行“秘密枪杀，灭尸不宣”。刘华牺牲后，党中央机关报(向导>在

悼词中称他是“真正的共产党员”。

卢德铭生于1905年。他在成都公学受新思潮洗礼后于

1924年到达广州，经孙中山特许，被破格吸收进人国共合作举

办的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二期辎重兵队学习，在此期间加入中

国共产党。毕业后因成绩优秀而留校任政治部组织科员。1925

年11月调任由周恩来亲自组建的独立团任二营四连连长，后陆

续升任二营营长、二十四师七十三团参谋长、武汉国民政府警卫

团团长。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之后率部西进到湘鄂赣交界的

修水、铜鼓一带，派人与江西、湖南党组织联系。9月，他同毛泽

东在湘赣边界举行秋收起义，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

下辖四个团。卢德铭担任秋收起义部队总指挥。9月19日起

义各路部队会师文家市，准备向罗霄山脉进军，建立革命根据

地。卢德铭随毛泽东率部队从文家市向井冈山进发，9月23日

在芦溪河战斗中不幸中弹牺牲。

李硕勋同他的同乡学友阳翰笙在宜宾叙联中受到新思潮的

熏陶后，于1921年春，联袂去成都，考入省立第一中学学习，自

发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后又去上海大学深造。1924年秋他俩

正式加入青年团，次年转党。

南溪县籍江安省立三中学生阚思竣，因参加五四运动反对

读古文、提倡白话文与学校部分教员发生冲突，转入叙联中后结

识了阳翰笙、李硕勋、何成湘等人，积极参加声援五四运动的斗

争，毕业后走上革命道路。他同孙炳文一道自筹经费前往马克

思的诞生地德国，结识了周恩来、赵世炎等人，被接收参加了中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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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在宜宾的传播及宜宾第一个共产党员

共旅欧支部。

珙县籍叙联中学生何成湘，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成为新文

化运动的热烈追随者。他1921年在叙联中毕业后，于1922年

秋赴沪，考入r上海大学，1923年冬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

年春转党，曾任《中国学生》编辑，撰写了大量反帝爱国文章。

1925年在施存统、恽代英的直接领导下，积极投入五卅运动。

以上这些人走上革命道路后，通过各种不同渠道纷纷向家

乡写信、寄书刊，使马克思主义和革命思想在宜宾的学校、农村、

市民和各自的朋友中广为传播。

马克思主义在宜宾传播的第三个途径，便是有组织的秘密

传播。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由于她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

人民的根本利益，其目的是要在中国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

官僚资本主义势力的反动统治，建立一个由人民当家作主的社

会主义国家。因此，中国共产党刚一诞生，即遭受帝国主义、封

建军阀的残酷镇压。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书刊和党团中央的

内部文件，只能由党团员和支持无产阶级革命的左派人士通过

“地下”渠道秘密传播。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活动家恽代英，带

着传播革命、寻找“种子”的愿望，1921年10月30日到达泸州。

他在川南师范改革了旧的教育制度，延聘革命教师，把教育同改

造社会有机地结合起来。他在川南师范物色进步学生，组织马

克思主义研究会，秘密发展团员，成立青年团支部，组织学生赴

富顺、南溪、宜宾等县旅行讲演。在他的倡议下还在泸州举办r

职业学校、蚕业讲习所和小学教师检定会。他利用这些形式广

泛传播新文化和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其时，在川南师范就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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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党的创立和第一次大革命时期

宜宾县籍学生张霁帆等即被恽代英看中，将他们吸收入团。后

来这批入跟随恽代英离开川南，奔赴各地，成为党团组织的骨

干，也成为马克思主义在宜宾秘密传播的一条重要渠道。

在宜宾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一批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中，时间

最早、表现最为突出的则是郑佑之。

郑佑之，字自申，宜宾县古罗人。1891年出生在一个封建

地主家庭。由于父母早丧，他既要致力求学，又要独立当家，饱

受族人、豪强的欺凌，对清廷腐败政权深恶痛绝，早在少年时代

即萌生了拯救社会的爱国主义思想。他在宜宾读书时就接受了

孙中山反清救国的政治纲领。1910年熊克武等人云集宜宾，准

备起义时，他即同革命师生走上街头，发表演说。支持起义。

1911年革命党人吴玉章等在荣县宣布独立时，他又在宜宾城乡

奔走呼号，组织同志会，积极投身辛亥革命。

郑佑之知识渊博，曾先后就读于荣县、自贡、宜宾、成都等地

学校。1912年他考入四川高等农业学校(四川大学的前身)，在

殖边科攻读蒙藏语言文字，立志开发边疆。他勤奋好学，入学不

久就撰写出<蚕桑新论>等有价值的优秀论文。1914年因经费

拮据，辍学返乡。他在家中潜心攻读，时刻关心国家和世界大

事，常借散文、诗歌、对联等文艺作品来抒发自己的感情。他以

<代昔之在同志会者挽>为题，写了一副歌颂参加四川保路斗争

的人的对联：“昔年倡争路风潮，赖先生尽力维持，民国肇成君有

力；此后办合场公务，待何人极端整饬，泉台莫起我伤神。”1914

年帝国主义两大集团之间为重新瓜分世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刚

刚爆发，他即挥毫写下了一首充满爱国激情的春联：“欧洲豆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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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殷，问谁守得平和固；蓄意瓜分已久，在我须防武力来。”揭露

了帝国主义战争的本质是为了重新瓜分世界，同时告诫国人必

须做好防止帝国主义入侵的准备。1915年，袁世凯窃国称帝，

他毅然投笔从戎，邀约同窗好友参加吕超受孙中山委任而组建

的中华革命军，配合蔡锷的护国军在宜宾同袁军激战。五四运

动爆发前夕，他崇尚民主与科学，<新青年>成为他最喜爱的读

物。他认真研究各家学说，努力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接受了新

思想，认为要改变中国社会现状必须从教育人手。只有全民文

化素质提高了，真正懂得民主与科学，中国才有希望。在五四运

动的推动下，他于1919年秋联合有识之士在县内柳嘉乡创办厂

一所新式高初两级小学并出任校长，使用新式教材，培养新式学

生。凡在学校的讲词、作文、书信等一律使用白话。他致力研究

新学，主动同省内外先进分子和热心教育者联系，共同“研究乡

村教育，以为改造地方之人手”。把教学的重点放在培养人才、

改造社会上。郑佑之遍访良校，选送优秀学生到距宜宾数百里

的南充中学深造。他在用书信同省内外一批先进分子联系中，

结识了无产阶级革命活动家恽代英。他同恽代英函札往来，交

流思想，讨论改造社会方面的诸多问题，彼此情投意合。中国共

产党成立后，他从书信和朋友给他寄来的内部的书刊中了解了

更多的革命道理，开始在亲戚朋友中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

1921年12月11日，他写信给亲友说：“你看四年前受众人咒骂

的列宁，而今全世界十多万万受压迫的人，与那有良心的资本

家、学者，哪一个不称赞他是导师，哪一个不说他是改造世界的

救主!”鼓动群众起来，“怕甚么艰难，怕甚么压迫，尽管向万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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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势力冲锋!”

1921年冬，李坤泰(即抗日民族女英雄赵一曼)在大姐夫郑

佑之的宣传鼓动下，积极起来同封建家庭作斗争，争取外出读书

求学的权力。郑佑之多次写信帮助她，给她出主意，教她注意斗

争策略，学会斗争方法。他在12月11日给李坤泰的信中说：

“反抗的事不宜过度了，因为你的势力不足。你现在还是联络你

一般婶娘、姐妹、弟侄，使他们随时帮你说话。此外你对于一般

穷人和穷人的儿女，你也要尽力去帮助他们，使他们感激你，听

你的话，慢慢地再看时机。你哥哥再横，横不过五年，你在这五

年之中，千万不要碍罪众人(老腐败不算)。总之，反抗的事不可

少，但处在现时，也不宜太过。凡是做一件事情，既不可把他看

容易了，也不可把他看难了。看容易了便会粗心，看难了也会害

怕。”接着他又给李坤泰灌输做人要有必胜的自信心：“各人的自

信心，却不可不坚固。在俄国，列宁便是第一个自信心很强的

人；在中国，孙文也是一个自信甚坚的人。”“你既有这宗觉悟，这

宗进步，尽可以自信，不必灰心气馁，各自一步步的朝前走!拿

破仑有言：‘难’之一字，惟愚人所用之字典有之，‘不能’二字，非

吾人所当用也。可见古今成大事的人，无有一个不自信的!我

自己信我得行，就会得行；我自己不信我得行，那就硬是不得行

了。不必因为人家夸奖你就欢喜；也不必因为人家骂你，诽谤

你，你就怄气。总之，自己要傲的事，各自做起去，别人不相干的

言语是无足轻重的。”

1922年，恽代英邀请郑佑之前往泸州会晤。暑假中郑佑之

借去县城开会之机，从宜宾乘船到泸州同恽代英见面。恽代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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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会晤中得知郑佑之知识渊博，谈吐不凡，对无产阶级革命已有

相当的了解，正符合他要寻找的“种子”条件，即把郑佑之吸收为

中共党员，经批准直属中央领导，从事党的文字宣传工作。

这年秋，恽代英在川南传播革命的活动被人告发。川南道

尹立即将他监禁，并裁减川南师范校经费万余元，烧毁图书馆内

新文化书籍，停办了由他倡办的职业学校及蚕业讲习所。后恽

代英经进步人士营救出狱，应吴玉章的邀请前往成都任教，继续

传播革命火种。他把郑佑之的关系向成都王右木等人作了通

报。此后，郑佑之除直接受中央和恽代英的领导外，又同成都地

方革命人士取得了横向联系，先后同王右木、何鼬辉、张兴钰、刘

亚雄、刘单如等书信往返，关系密切。从此，郑佑之视野更加开

阔，为在宜宾传播马克思主义、发展党团组织创造了更加有利的

条件。

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

会，通过了宣言，制定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提出党在民

主革命时期的最低纲领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

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

真正的民主共和国。最高纲领是：“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

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

郑佑之是宜宾县第一个共产党员。他入党以后，即将全部

精力投入到党的革命事业中，他根据党代表大会提出的任务。在

宜宾进行反帝反封建的宣传。当他把有关书籍送给李坤泰阅读

的时候，即从政治的高度认真负责地在信中给予指导说：“今带

来《中国共产党宣言》一份、《女子参政之研究>一份、《精神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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