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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革命军四川各路总指挥
女IJ 伯承

国民革命军暂编十五军军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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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苟 言军

~就篇揭篇拢罩篝提就篇篇4t!拢捐拢省第草雾罩就挺挺篇搅4t提司曾就翼拢就挺挺拔第植据就篇省拮我就拔辑袋就被坦我就提草拮据统就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一日、三日、五日，在四川省泸捕、颇皮

〈今南充〉、合)11，相继爆发了武装起义、即"泸藏起义'哩。

五天之内，一万二千多名起义军官兵从18营垒中脱颖雨

窟，不同系属的元支部队，汇成六路义军，参加国民革命军行

列，对反动军跨进行坚决的斗争。泸跟起义坚持长达一百六

十七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这次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独

立领导的一吹大规模兵暴。无产捞级革命家杨理公、朱德、刘

fá承、吴玉章等同志是泸}瞟起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X1H自承

任各路起义军总指挥。

关于沪判、照庆起义~ :X11伯承、朱德、陈毅、吴玉章等老一

辈革命家均有过记述租评价。一九五九年， :XiHi自承同志在成

都金牛坝详细追忆了这次起义的始末、经验教训及其茄虫意

义〈详见本书商件〉。朱德同志曾在《挽:XiJ师长〈伯承〉五十寿

① 以往的回忆文章多称"贩沪起义气我们接起义时向先后，以泸州、服庆

为序.起义军在文告中称为"举义沪顺气中共中央当时的文件亦作"泸烦事

变飞同事舍，泸州坚持始时间最长，影响也更大一些。根据以上支实，本文采"沪

飘忽义'一说。

1 



忌》的贺词中称ε 伯承同志"在大革命如期参加了党，并立即在

}II省组织!日部，响应大革命，坦任国畏革命军暂编第十五军军

长，在JII黔两省苦战数月，终以强军无援百失跌。迄南昌起

义，任革命委员会参谋因参谋长，……"。

泸颇起义已经过去了五十五年，当时能参加者已是硕果

仅存，寥寥无凡。缸由于历史资料的散失和其他方面的原睦，一

长期以来泸}嚼起义银少为人所知，更谈不上恰当的宣传，甚至

连有关辞书的条自上都没有它的位置。这至少是现代史研究

中的疏擂。我们应当摄据确实可靠的材料，恢复泸跟起义应

有的历虫地位。

最近，我钉在编写<:XtH自承传》的过程中，发班了许多关于

泸捕、腰庆起义的珍贵史料。历史事实证明，泸黯起义是第

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整个军事运动的重要组成

部分。这次起义从雪运酿准备、制定方案直到发起暴动，自始至

终都是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进行的，是中医共产党在罔国民

党建立统一战线的条件下，力图掌握武装的勇敢的尝试之一.

泸}嚼起义表明，我党已经从"开始懂得军事的重要气《毛择东

选集》合订本第 512 页)，进入到实标领导大规模军事运动，组

织武装起义。它反映了我觉改造 Ifl军队、建立新军队的艰苦

曲折的摸索过程。

泸}膜起义的一百六十七天<1926 年 12 月 1 日-1927 年、

5 月 16 日)，正是第一次窗内革命战争急速转折的关头。它经

历了从国共合作到盟共分裂，其间政治风云变幻，极为错综复

杂。泸贩起义的领导者运用我觉早期策略思想，高举反帝、反

封建、反军阀的旗舰，利用军阔之间的矛盾，发展革命力量，对

2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三·三一"

惨案以后，特剧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驻后的泸州i守域战，

实际上已具有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摄的反革命大屠杀的性

景。泸州、颠庆起义爆发在南昌起义之先，可以说是南昌起义

的野史铺垫。西南昌起义，则是泸j羁起义的合乎逻辑的发

展。泸藏起义失放后不久，起义军总指挥刘伯承随即握任了

南昌起义的参谋团参谋长2 领导泸腰起义的朱德、吴玉章等

商志，也都成为离昌起义的积极领导者或参如者，就是这两次

起义的历支联系的最好的证明。

s 



一、党中央的决策

爱篇前就就篇篇革税4t就就挺就草就霉很注草就事犯草就草就篇篇况就拢在草徒篇篱篇挺挺挺挺花4t花草挺挺挺草拢ae貌就注4t拢冀~

一九二三年六月，中国共产党在广捕召开第三次全国代

表大会。大会的中心议题是国共合作的问题，决定全体共产

党员以个人名义如入国民党，商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合作，

建立统一战线。一九二四年一月，孙中出在广安Ii召开中国国

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共产党人有李大钝、毛

泽东、林馅渠、瞿秋白、吴玉章等。大会正式决定了"联棋、联

共、扶踌农工"的三大政策z 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

封建的主张z 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的原则和纲

领与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除嚣的纲领基本相同，成了国共

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改组后的国民党成为农员、工人、小资

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组织，为革命运动的发展

创造了有利条件。

一九二六年五月，中匿共产党人叶挺领导的理民革命军

第四军独立团首先进入湖南，揭开北伐战争的序幕。七月-

13 ，广东国民政府发表《北伐宣言比国民革命军约十万人出赔

北伐。中菌共产党号召各革命阶级巩固统一战线，积极参拥

北技战争，撞翻帝国主义和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同时，为壮大

人民力量，发展革命运动，党在统一战线中"强调了我们组织

4 



上的强立性，.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 169 页〉。一九二六年

七月十二日召开的中共中央第三次扩大执行委员会指出主"本

党在组织上的最大责任，就是要愈更推进革命的运动，拿住运

动的重心，在其最大可能的落瞿内捂挥一切。"在《军事运动

议决案》中强调z"本党是无产阶级革命的觉，随时都摸准备武

装暴动的党，在民族革命的进程中，应该参加武装斗争的工

作，助长进步的军事势力，摧毁反动的军揭势力，并渐次发展

工农群众的武装势力。前时，此项工作就是使本党获得有条

理的准备武装暴动的经基金"(<<六大1}l前》第 691 页〉。

一九二六年夏秋，北伐战争迅速向长江流域撞进。位于

长江上爵的四川省，是军阀势力比较强大的地方。文革湖、杨

森、那锡侯①、:XiJ文辉②、赖心辉、:XiJ存厚等，当时都打着花洋政

府的旗号，拥有数十万军队。这样，四川军阀的自背，就成为

北伐战争能否沿长江流域胜利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为了策

动因)11军阀倒戈易板，配合北伐战争，同时为创造自我党掌

① 邓击毒侯0888-1部份，因JII营山人，字晋康。原为四川军阀对存厚的部

腾。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曾参与蒋介石的反共活动。一九三七年率部

出}II抗日。抗战胜利后，任国民党政府黯川省主席，商湾公署/IIJ*宫。一九四九

年十二月十日在囚JII彭县起义。起义后，任西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兼水利董事部

长，四川省副省长，国防委员会委员，全黯人大代表。一九六四年三月三十 R在

成都病逝e

② ~J文辉(1部5-1976) ，因 JII大邑人，字自乾。原为四川军事毒陈洪范的部

襄.政隶主营商后，送劳师长、成都豆戎总司令。后又投靠北洋军阀，帮办四川军务。

}丸二六年靠拢蒋介石，任愚民革命军二十四军军长，并参与蒋介石的反共活

动，幸身任囚川省主席和JII康边防总指挥、西康省主席，愚民党中央委员兼商康省

..部主任、 JII康绥署副主任等职9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日在网 JI(彭丢起义，投入

ÀIi\阵营e 曾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政协金属常务委员、全国人大常务委员、

国防委员会委员、林业部长、民革中失常委等职。一九七六年六月病题。

5 



握的武装力量，中国共产党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①〈简称"重

庆地委勺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发展工农力量，组织群众运

动的基础上，军只极开展军事运动。

当时，我们党在四月的力量正在迅速发展，各方面的工作

基础也比较好。这是我党开展军事运动、组织武装起义的基

础和前提。一九二六年夏，"在泸判、秦江、颠庆、成都均有我

们党的组织，商皆属于重庆地委" (1926 年 12 月 5 日《中央

政治通讯劲。中共重庆地委由杨周公③任书记，并负责工会

工作。周贡撞负责农会，童庸生负责学生运动，吴玉章负责宣

传工作〈君自钟梦挟继任)，冉钧负责组织工作， ~j伯承负责军

事运动。在重庆地委的领导下，党的组织发展很快。在一九

二六年二月，四川省仅有十九名党员，至七月份达到四十二

人，八月给迅速增细到一百二十人，十月份叉上升为一百六十

八人，是全国u发展最快者"之一。在全菌革命形势撞动下，工

农运动也卓有成效。在重庆、成都、宜宾、泸州、颗庆、自混井、

万县等埠，十多万工人逐步觉悟起来，积极争取政治权力，争

取改善物质待遇。经过对资本家、厂主的斗争，和举有罢工、

劳资谈判等等方式，部分达到了增加工资、男女同工同酬、改

① 一九二六年二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正式成立中理共产党重庆地方执

行委员会〈稳当于省委)，统一领导全1月革命斗争。在有的场合也称为中共四川

地方执行委员会。

② 杨渴公(1898-1927) ，因1月渥商双江镇人e 一九一三年入江苏军官教

育园。一九一五年参加反对袁世凯的革命活动。一九一七年留学日本士官学

校。一九二0年黯菌。参加创建四川党组织，曾任中共重庆地方委员会书记。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又兼任中共重庆地委军委书记，是因 }II党组织的优秀领导人，

泸版起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一九二七年重庆"三·三一"惨案后不幸被

捕，四月六日英勇就义，牺牲时年仅二十九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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