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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说明

本书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以中共中央<关于

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

问题的决议>为准绳，根据档案和原始资料核对史实，
客观地加以编纂而成，力求大事不漏，要事突出，新事

不丢。

本书采取编年与纪事本朱相结合的体例，集资料

书、t工具书、简史为一体。它概要地记述了从1919年五

四新文化在宜宾县传播至1999年6月的八十年间，中国

共产党领导宜宾县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

革命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程。凡涉及宜宾

县党组织的重大活动、决策与重要事件均有反映，并适

当集中材料，努力揭示各个事件之间的内外在联系，力

求准确地反映党的历史的真实面目，达到“总结过去，

指导当前”和“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目的，为宜宾

县的“两个文明”建设起到应有的作用。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参照中国共产党历史并结合宜

宾县实际分期，按照时间顺序，依时记事为主，对某些

史事前后有关的情节，不便以大事单列条目的，则适当

集中叙述，并注意前后照应，注意突出地方特色。新民

主主义时期突出党的重大事件和主要问题。社会主义时

期以县委重大决策为主线贯宵始终，兼记其重大活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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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定影响、有一定意义并与县委有关的首发事件，穿

插政、军、群团及政法组织机构演变，适当记述县政

府、县人大、县政协等领导班子的重大活动。涉及的人

物、事件、称谓，均按当时情况反映，建国前在宜宾县

历史L有一定影响的人物予以记述。建国后以副县级领

导f部为限，对他们的任免及其有关活动予以单列条

目；涉及党的历史事件、重大政治运动等的历史结论、

评语．以中共中央决议的精神为准。

本书对党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中的曲折前进历

程，除记述各条战线取得的成绩外。对工作中的失误以

及后来党组织作了纠正的事件，也作了记述，以体现党

一贯坚持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它将有助于全县各级

党政领导同志和广大读者回顾中共宜宾县地方组织走过

的历史道路，从中汲取历史经验，更好地理解现实，展

望未来。考虑到史料价值，书中有些内容保持了语言和

叙述方式的历史原貌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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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创立和第一次大革命时期 1919

一，党的创立和第一次大革命时期

(1919．5——1927．7)

1919年(5--12月)

5月4日 北京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五四运动。这是中国人民

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伟大革命运动。它是中国新民主主义

革命的开端。消息传到宜宾后，立即在青年学生中得到广泛响应，

叙联中、宜宾女子师范学校以及华美中学等校的学生纷纷走上街

头，向群众宣传，组织游行和罢课，高喊“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要

求取消“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同时开展抵制日货运动，组织检

查队，检查各商店货物，收缴了大批日货，当众毁掉。在五四运动

影响下，宜宾旅外读书的许多学生先后回宜宾传播新思想，宣传民

主、科学和新文化。

秋宜宾县古罗乡立志变革社会的进步青年郑佑之(字自申，

化名尤痴、张裕如、张荣山、张止民，1891年3月13日生)，动员柳

嘉乡所属8场士绅，共筹经费，创办柳嘉乡高级小学校，被推任校

长。他以学校讲台为阵地，传播新文化、新思想，宣传民主与科学

救国的道理，吸引了周围几十里的学生和爱国人士。

1920年

春柳嘉乡任团正的土豪刘络成，勾结掌握教育大权的蔡京

华，企图逼走郑佑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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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竞宜宾．r2-历史大事记

上半年刘络成、蔡京华侵蚀柳嘉乡高级小学校经费，侵占学

校校址，凭借权威，笼络各场士绅，致使郑佑之屡次召集各场人士

商讨学校教育均没有结果。郑佑之面对豪强淫威，奋起抗争。他

誓以身与学校共存亡，在部分场镇有识之士的支持和帮助下，亲赴

教育局，力陈困苦，博得教育局支持，指定提取庙宇天上宫筹款赔

修校舍，划拨校款，实行经济独立。 _

秋学校开学后，刘络成、蔡京华又凭借势力，安插团防中的

师爷彭铁侠入柳小校任教，相机进行捣乱。郑佑之毫不动摇，坚持

斗争，揭穿了他们的阴谋，报请县教育局撤销了彭铁侠教员职务，

维护了学校的经费，促进了校舍修建进程。学校的教学事业，得到

巩固发展。

1921年

春郑佑之完成了柳嘉高小校的修建任务。学校迁入新址，

学生踊跃，蒸蒸日上。此时，郑佑之通过在办学中与地方恶势力的

几番斗争，对现实社会已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他在通向学校的黄

狮桥头题联：“平平坦坦无阶级，迂迂腐腐奠题桥。”

10月30日 中国共产党著名政治活动家恽代英到达泸州，

出任川南师范学校教务主任。他从端正教育方向人手，把教育同

改造社会有机地结合起来。鲜明地提出：学生学习的目的，是为了

改造社会。郑佑之与恽代英取得联系，相互函札往来，述说人民的

痛苦，漫谈社会的黑暗与腐败，讨论挽救的办法，认定马克思主义

是中国革命的指南针，彼此情投意合。

冬郑佑之开始在宜宾北路一带乡村的青年中宣传列宁，宣

传列宁领导下的俄国十月革命。

12月11日 郑佑之在给女青年李坤泰(又名李一超、李淑

宁。后化名赵一曼，1905年lO月生)的信中，称赞列宁和孙中山是

。自信心很强的人”，教导她尽力去帮助穷人，鼓励她不要怕艰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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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创立和第一次大革命时期 1922

不要怕压迫，“尽管向万恶的旧势力冲锋”。

1922年

1月恽代英于寒假期间，组织川南师范学校学生旅行讲演

团，赴川南部分县进行社会考查来到宜宾，在县城作讲演报告，宣

传五四运动的革命精神和新文化运动，抨击封建主义的罪恶，在青

年学生和人民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

春郑佑之应合什乡宣化小学校长杨华衷邀请出任宣化小学

教员，致力研究新学，试办国民班、工读班，为办平民学校作准备。

他凡在学校的讲辞、作文、书札等，全部采用白话。同时新辟了图

书阅览室，购置了大量书刊报纸，以满足学生汲取新文化、新思想

养料的渴求。亭坤泰在郑佑之新思想的启迪下，渴望上学读书。

郑佑之鼓励她自学，并写信去上海商务印书馆函授学社，为她索要
函授简章，并劝说她哥哥支付函授学费。郑佑之主动帮她订购了

妇女杂志，指导她阅读，启迪她的革命觉悟。，

5月5日 恽代英在川南师范学生中正式建立了马克思学说

研究会，把自己翻译和保存的马克思著作向会员们介绍，指导会员

们阅读，帮助会员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在川南师范读书的宜宾青

年张霁帆，积极参加研究会活动，思想觉悟日益提高，成为其中骨

干成员。不久，恽代英即在此基础上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泸县

支部，张霁帆等被吸收为第一批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川南道尹公

署根据恽代英倡议精神，决定办一次小学教师检定会，恽代英任检

定会主任。他借此机会选拔同志，传播革命的火种。

夏郑佑之趁暑假去县城之便，乘船去泸州，面见恽代英，由

恽代英接收加入中国共产党。后，郑佑之即在党的领导下，积极从

事党的文字宣传工作；鼓励柳嘉高小校学生“择良校求学”；广泛购

置进步书刊，成立读书会和图书共阅会；筹办平民、义务学校等。

他经常用书信与成都、南充等地的张兴钰(又名张平阶，宜宾县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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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宜宾县历史大事记

音镇人‘，早年思想进步o 1921年赴南充中学任教，大革命时期曾

在国民党县党部供职)、何弦辉(四川彭县人，1911年参加孙中山领

导的同盟会，1921年在南充任教时参加了马列主义小组活动，是

川北早期团组织的组织者和领导人。1922年在发行(向导>周报

时与郑佑之、李坤泰取得联系)等人联系，进行革命活动。
， 11月10日 何丑}辉致信郑佑之说：“先生处乡野问而有此救

世救人之思，发之言论，且期于实行，中国明星，其将震耀于全球

乎!”郑佑之在回信中，进一步阐明对共产主义的认识，并赠送其自

．己撰写的<裁兵论)。

11月25日 郑佑之给李坤泰写信，将<中国共产党宣言>、

<女子参政之研究>、<精神讲话一般>、<两个工人谈话>和<民治报>

等书报寄给她阅读。并告诫她说：“前三种书可以随便看，<两个工

人谈话>一本，这是鼓吹无政府主义的，你要留心，并不是完全都

对。”

12月18日 何强辉再次写信，感谢郑佑之“真诚相与”，使他

“确信中国之事着实大有可为”。称赞郑佑之“为人类之先驱，实吾

党之健将”。
’

同日张兴钰借何璐辉发信的机会，也给郑佑之写信，装在同

一信封中寄去。约郑佑之“年假往成都一晤”。并随信赠阅<民治

报>l份。 一

1923年

1月张霁帆等青年团员随恽代英步行去成都。每到一地，

就与当地青年学生联欢。帮助他们建立“读书会”组织。张霁帆到

成都后，人蚕桑专科校学习。恽代英将张霁帆等人的团的关系，交

给了成都团组织。张霁帆投入成都革命斗争，不久就参加青年团

成都地委的领导工作，被选为第三届团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宜

宾青年黄均尧(又名黄钦)在成都参加了王右木、恽代英举办的“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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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创立和第一次大革命时期 】923

书会”．同年6月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1月5日被选为团成都地

委委员。次年3月由王右木介绍入党，19日成都地委改选，被选

为执行委员兼会计。6月，黄均尧高师毕业后去重庆，经吴玉章介

绍在重庆中法大学任教，积极参加重庆外交后援会活动。

3月 在王右木领导下，张霁帆与邹进贤等人共同负责，建立

了团的外围组织青年之友社，出版<青年之友>，团结和吸引了一批

革命青年。张霁帆还团结在成都的宜宾青年，组织了宜宾留省同

乡会，创办了<宜宾留省同乡会会刊>，他在<会刊>上发表<民团与

时局>、<一个改造社会可能的办法>等文章，指出中国面临内战的

危险，阐明拯救国家的主张。

同月 宜宾一批进步青年组织了平民社，创办<平民周刊>，宣

传新文化，抨击旧礼教，宣扬爱国主义，着重刊登主张男女平等、婚

姻自由、妇女参政和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文章。

春郑佑之决定将古罗普岗寺改建学校，宣传马列主义，启发

农村革命思想。他动员胞弟郑瑞符相助，担任筹款修校工作。郑

瑞符先征得族人赞同，复于大佛会期提请会众议决：将普岗寺40

石田租的庙产作学产，用来兴建学校，教育大众儿童。郑佑之赓即

进行立案，定校名为：宜宾县古罗场平民学校。

6月郑瑞符受委，出任宜宾县古罗场平民学校校长，着手筹

划、修建校舍工作。

8月23日 郑佑之写信给肖简青(宜宾县白花镇人，化名兰

丕丞，1924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6年春转党，先后在宜

宾、富顺、自贡做地下工作。1934年病故)，对他们夫妇热情支持

帮助李坤泰同封建家庭斗争表示赞赏，告诉他“我在新社会边界

上。拍手欢迎你们两夫妇到改造过后的大好世界”。

10月24日 郑佑之从合什乡宣化小学寄信给肖简青说：“你

们不痛钱的精神，真正是新世界的人，而不是旧社会中的浊物。我

也发心劝你们多看些新书新报，以好成为一个完全的新人物。我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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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宜宾县历史大事记

的朋友何丑}辉先生，乃是一个热心社会事业的纯洁青年”。“你可把

<国语>、<文类选>、<向导>周报，熟悉地多看几道，细细地研究一

回．等明年他来的时候，我替你们介绍这一个革命先锋。”在这封信

中，郑佑之还分别对肖简青和李坤杰(李坤泰的二姐，1924年入

团，1926年春转党，大革命时期曾随郑佑之一道在川南、川东和省

委机关工作。1969年3月病故)进行启发，勉励肖简青“不要把自

己看小了，随时要觉得自己是改造社会的有力人物”；提醒李坤杰

“要自己晓得自己的责任，振起精神，把你们受苦的女同胞，一个个

救起来，结成团体，唤醒一般无智识的男女们，铲除男尊女卑的界

限”；鼓励他们“快快奋袖起来，打破恶社会，建设新社会”!

冬李坤泰、李绍唐(李坤泰胞弟，大革命失败后离家。1939

年病死于筠连县唐坝)由郑佑之、何盈辉介绍，加人中国社会主义

青年团。 ，

年底普岗寺平民学校修建工程已全部完成，共修讲室2间，

自习室2问，教员室2问，学生室4间，礼堂、食堂、球场、厕所俱

备。

1924年
t|

春先进青年刘愿庵(又名刘坚予，陕西咸阳人)来宜宾，任刘

文辉第九师司令部咨议官，兼任<叙州日报>总编辑。他与同盟会

员陈宣三、尹绍周及郑量澄一起，成立了青年读书会，组织群众学

习进步书刊和马克思主义著作，宣传反帝爱国和反封建军阀混战

等革命道理。

，2月24日 普岗寺平民学校正式开学，招收附近各场学生90

多人。郑佑之告别合什乡宣化小学，出任平民学校教务。后，郑佑

之通过组织，先后从泸县、资中、安岳等地聘请进步教师到校任教。

3月19日社会主义青年团成都地方委员会召开团员大会

进行改选，选举张霁帆任成都第四届地方团执委会书记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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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3日 郑佑之为李坤泰带去<妇女周报)．1份、<林修梅遗

著>、<列宁传>、<克鲁泡特金思想>各1本，并在信中表明自己的人

生观：“我的家具多已送人，我的地方已决意待我死后捐入平民学

校(捐地方胸遗嘱是去年子写好，现在已向朋友们说出来了)；我自

料我还活十来岁就该死(不遭人杀死，便该累死)，所以抱独身主义

来实行社会革命”。同时，他希望李坤泰“多看书报，多劝化些人”，

“做宜宾女界的革命先锋”。

夏郑佑之在普岗寺平民学校宣传革命思想，引导青年走革

命道路，培养和发展社会主义青年团员。郑佑之到荣县五宝镇一

带进行革命活动，传播马列主义，结识了刻字工人程慕仁。他为了

沟通平民学校同各通都大邑的联系，专门在学校添设了邮寄，各种

书报、杂志络绎不绝，消息灵通，学生知识开发，革命思想十分活

跃。

夏郑佑之一面热情帮助李坤泰自学文化知识和革命理论，

及时给她寄去成都地方团宣传主任刘亚雄赠阅的<青年之友)和

<甲子日刊>，一面给白花等地的进步青年朋友写信，帮助他们消除

对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各种疑虑，介绍团的知识，宣传社会主义思

想，揭露压迫阶级的罪恶，引导他们鼓足勇气，走革命的道路，。为

无产阶级牺牲”。

6月李坤泰为要求出门求学与自己的封建家庭抗争达到白

热化。她撰写了一篇自述文章<请看我的家庭>，揭露封建礼教对

她的种种残害，疾呼：“我极想挺起身来，实行解放。”郑佑之支持她

同封建势力斗争，帮助她修改文章，为她取笔名“李一超”，并向天

津<女星>和上海<妇女周报>推荐。

8月 张霁帆以川南学生代表身份，在上海参加全国学联第

六次代表大会，与恽代英重逢，并经恽代英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9月，张霁帆即被党派去南京钟山中学任教。1926年秋，张霁帆担

任中共豫陕区委书记兼共青团书记。同年8月，他赴上海汇报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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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后返河南途中。在徐州被敌人搜出所带的进步书刊，将其押送南 一

京小营陆军监狱，后被敌人用毒药毒杀于狱中。
’

同月 <妇女周报>第49期改以<被兄嫂剥夺求学权利的我>、

<女星>第5l期又以<在家长式的哥嫂下生活的李一超女士求援>

为题分别刊登了李坤泰的文章，天津“女星社”出版部编辑李峙山

还署名加了按语，希望读者能帮助李坤泰想办法，支持她早日从苦

难中解脱出来。以后，各地党团组织和进步力量，纷纷写信或发表

文章，声援、支持李坤泰冲出封建樊笼。

冬郑佑之在普岗寺“实施平民教育，发展民治精神”，在学生 ．

中宣传真理，揭露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打击了军阀官僚和土豪劣 ．

绅的利益。古罗乡团正李少白恼羞成怒，勾结县团练局长雷士奇

作后援，施用暴力砸毁了普岗寺平民学校。
。’

冬郑佑之、李坤泰介绍肖简青、李坤杰、李坤能(李坤泰的四 j。一～
姐，大革命时期随肖简青在自贡做地下工作)an入社会主义青年

团。 ．

。

，

、
，

1925年 ．

舂郑佑之在宜宾北路宣传国民会议。他把<国民日报>关于

国民会议的文字剪下来装订成册，在青年中传阅。他给李坤泰写 j

信，希望她：“努力宣传国民会议”，将来在国民革命中做“卢森堡”

式的革命人物，打倒封建迷信，实现妇女乃至劳苦大众的解放。 ，‘

2月 郑佑之重办普岗寺平民学校，受成都地方团组织委托，

建立团支部，发展组织，预备将来成立叙府地方团，并向成都地方

报告，托李坤泰筹建白花场支部。

同月 郑佑之继续在五宝镇一带进行革命活动，培养程慕仁，
一

指导他学习(共产党告农民书>、<社会主义问答>、<向导>、<中国青

年>等书刊。经过考查，郑佑之个别吸收他入党，指示他筹集资金

在五宝镇东岳庙开办平民夜课学校，自编自印教材，宣传马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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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培养教育青年。

同月 李坤泰因反抗封建礼教而病倒了。28日，郑佑之给李

坤泰写信，赞扬她“是一个顶好的同志”，希望她“一面将息病躯，一

面组织团体，一面宣传国民会议。”

3月17日 团成都地委刘亚雄给李坤泰写信，以自身的经历

来鼓励她打破旧礼教，战胜封建家庭的束缚，“一方面努力自修，一

方面做改造妇女工作”。同时告知关于组织支部“所有一切文件和

组织法，不日即当寄上。”

3月 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不幸逝世，宜宾人民非

常悲痛，普岗寺平民学校“校内学生，尽都叹息”，并集合起来，在郑

佑之率领下去徐场游行。县城人民着手筹备召开“叙府各界人民

追悼孙中山大会”。

同月 郑佑之部署建立白花场团支部，在信中指示李坤泰：

“你们结团体一事，可以先成立一个普通的会，不管年老年轻都可

以人会；入了会以后，再慢慢训练，专选那青年的(穷苦的可以不拘

定要年轻)同志加入sY(社会主义青年团)”。同时告诉她说：“你

们这个会我与你们取名为‘妇女解放同盟会’。妇女解放同盟会的

简章我已拟起了”，“一时还印不赢”，“你们要开会时可以先开着，

随后我在叙府去把简章和宣言印好了，再来分送各报馆及各同志

处”。后，郑佑之又写信给李坤泰要她与天津妇女国民会议促成会

的邓颖超等同志联系。

4月18日 宜宾县城各界正式召开追悼孙中山大会，发表

<叙府各界追悼孙中山先生大会宣言>，指出：只有永远服膺中山先

生的主义，领纳中山先生的精神，践履中山先生的遗言，才能打倒

帝国主义，推翻武人封建政治，废除不平等条约，实现国民会议，完

成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的建国方略。号召：“农民们!工人们!商人

们!被压迫的阶级联合起来⋯⋯铭记中山先生临终的遗言：‘国民

奋斗’!!!‘国民救国’!!!”大会选举老同盟会员陈宣三、江子能代

9



中国共产竞宜宾县历史大事记

表宜宾人民去北京瞻仰孙中山先生遗容。

4月19日 李坤泰在<妇女周报>上发表<青年女子与国民会

议)文章，署名李一超。她在文章中提出青年女子要求解放的十三

条奋斗目标，提倡废除一切束缚女子的东西，尤其是压迫女子的封

建礼教，要求社交公开，女子有通信、蓄发、剪发、择业、结婚、离婚

等绝对自由。．

4月宜宾县白花场妇女解放同盟会正式成立，选举李坤杰

为会长，曾贵儒为副会长，桂代芝、李坤能、甘白清、杨惠如、邓淑

清、胡玉贞、罗广卫等7人为委员。同时成立了妇女解放同盟会的

评议会，选举李坤能任主任委员，甘白清任副主任委员，李坤杰、曾

贵儒、陈世仙、陈泽玉任委员；李坤泰任文书，负责会内会外联络。

以及处理日常事务，会员很快由30多人发展到180多人。

’5月郑佑之亲自组织平民学校师生清算团对当地团正所收

烟茁捐、租捐、典当捐等逐一清算。6月3日，他鼓动各场绅众集

会，对古罗团正李少自所收各种捐款实数，当众算明：李少自在第

二次印收的“借垫票”中，混入了3月所发的第一次印收的“借垫

票”二百元。郑佑之当众指出，这张“借垫票”系绅等应取得而未得

之物，并斥责李少白：“不应霸握绅民等应得之借垫票，而以之混充

此次印收。”李少白恼羞成怒，遣使团丁包围会场，企图枪杀郑佑

之。郑佑之在全体士绅的保护下脱险赴宜，随即应教育局局长韩

俊源聘请，到宜宾县教育局任视学。

同月宜宾青年读书会更名为叙州青年改造社，选举郑佑之、

刘愿庵、尹绍周、郑量澄等人具体负责领导工作。
。

6月 李坤泰撰写的文章<我们怎样扩大国民运动>在<合力

周报>上发表。上海五卅惨案消息传到宜宾，工人、学生、商人分别

举行罢工、罢课和罢市，集会游行示威。
’

6月下旬郑佑之等发动宜宾各界爱国人士成立了叙府外交

后援会，出版不定期刊物，扩大宣传；组织宣传队，在街头、农村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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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组织检查队，抵制仇货。

6月27日 <平民周刊>改刊名为<平民三日刊)并出刊第一

期，必光在其撰写的<三日刊发行宣言>中称“完全为宣传沪案消息

及发表关予沪的言论”以。发生同情的心，想念亡国之惨，伸张民气

为外交后援。”

6月 陈宣三、江子能在北京瞻仰孙中山遗容后，决心为实现

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奋斗终生。接着，他们转赴上海，经

恽代英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同月郑佑之、刘愿庵等在将军街设立通俗讲习所，陈列进步

书刊，供青年学生、进步人士阅览。每晚组织青年去各街头讲演，

向老百姓揭露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罪行，宣传革命道理。听众日

益增多，时常挤满街头。

8月5日 团四川省委车甫在向中央的报告中除转报郑佑之

请求成立宜宾分校的报告外，还报告了郑佑之和李坤泰的活动情

况：“叙府(宜宾)郑佑之，前办小学教育，现任视学，年龄三十几”，

“以各方面调查，此入尚可靠，今次叙府后援会，他同他几个朋友在

中很努力。另有一李一超女士，在叙后援会亦努力，并成立有叙府

的白花场妇女解放同盟(李从前是郑的学生，因家庭压迫，不能外

出读书，现在家自修)”。

8月 上海大学学生、共青团员尹伯民(Y-名尹敦哲)、郑则龙

奉恽代英之命回宜宾，会同郑佑之扩展团组织，筹备建立宜宾地方

团组织。

9月共青团宜宾特支正式成立，宣属团中央领导。尹伯民

任书记。团宜宾特支刚刚建立，尹伯民即大病，郑佑之代理书记3

个月。郑佑之借查学机会在古罗、徐家、白花等北路一带农村，发

展团员，组建团支部，个别吸收共产党员。他到了普岗寺平民学

校，目睹遭到破坏的校舍，在残存的黑板上题了首打油诗：“去年到

此来，学生九十九。今年到此来，讲台睡斑狗。谁是我敌人，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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