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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大同党组织的创建

中共大同地方党组织创建前上溯至1840年鸦片战争，大同地

区的社会主要矛盾是大同人民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矛盾，而大

同人民同帝国主义的矛盾则是最主要的矛盾。在长达七、八十年

的近代社会里，大同人民为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势力的压

迫，做出了巨大的奋斗和牺牲。义和团等农民革命和反帝斗争都

接连失败了，辛亥革命也未给大同人民带来预期的社会进步，换来

的只是以外国列强争夺中国为背景的愈演愈烈的军阀混战，人民

更加陷入了灾难的深渊。历史迫使人民探寻新的革命出路。1915

年开始的初期新文化运动，在大同社会上掀起了一股思想解放的

潮流，为日后马克思主义在大同的传播开辟了道路。

当大同思想界发生剧烈变化的时候，大同的社会结构也在悄

悄地发生深刻的变化，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至1920年前

后，大同煤矿、铁路及其它产业的工人已发展到万人以上，大同工

人阶级的不断成长壮大，为大同党组织的创建奠定了阶级基础。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的

春风也吹拂着沉睡的云中古城大地。

1919年发生的五四运动，则进一步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大同

的传播阵地，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马克思主义在大同更加广泛

地传播开来，为大同党组织的创建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从1921

年6月大同铁路工人机务大罢工开始，大同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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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在党的领导下，大同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学

生运动蓬勃发展，工运、学运开始向相互结合的方向发展，创建大

同党组织的组织条件和思想条件逐渐成熟。



第一章 大同党组织的创建

第一节 近代大同社会的主要矛盾

主要矛盾和革命的基本任务

19世纪中叶以前，中国长期是以封建经济为基础的君主专制

国家。1840年的鸦片战争，打破了长期封闭的中国社会，使延续

了几千年的封建自然经济开始解体，大同也和全省全国一样，开始

步入近代社会。

从此，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不断地加强军事、政治、

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侵略，几乎所有帝国主义国家，都参与了对中

国的掠夺。他们强迫中国割地、赔款，订立许多不平等条约，取得

在中国的土地上驻兵，开设银行、商行、工厂，控制通商口岸、交通

线和海关，设立由他们管理的“租界”，外国人不受中国法律约束等

种种特权，从而剥夺了中国国家的主权，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

中国只是在形式上保持着独立，实际上已经沦为几个帝国主义国

家共同宰割下的半殖民地。封建专制主义的清王朝面对西方列强

侵略的严重形势，不能采取有效的自强措施，反而压制一切使中国

政治和社会有所进步的趋势，顺从帝国主义的意愿，听任他们宰割

中国。清皇朝在它的末期已成为一个卖国的、极端腐败的、扼杀中

国生机的因而遭到包括大同人民在内的全国人民十分痛恨的腐朽

政权。在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下，中国逐步地演

变成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这种背景下，大同社会也毫无

例外地陷入了苦难深重和极度屈辱的深渊之中，大同人民生活在

屈辱而贫困的死亡线上。但是，曾经在人类历史上创造过光辉的

古代文明的勤劳智慧的大同人民，绝不甘心长期忍受这种屈辱贫

困的生活，必然不断地起来进行反抗。由此，帝国主义、封建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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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劳苦大众的双重压迫和劳苦大众的反压迫，构成了近代大同社

会的主要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大同人民的矛盾，则是最

主要的矛盾。

因此，要使国家独立富强，人民解放，唯一的出路就是推翻帝

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反动统治。这也就是近代中国、近代

大同社会革命的基本任务。这两大革命任务也是相互联系，不可

分割的。如果不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就不能消灭封建地主阶级

的统治，因为帝国主义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主要支持者。反之，如果

不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就不能清除帝国主义赖以统治中国

的主要社会基础。而备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残酷压迫剥削，生活

在中国社会最低层的中国广大贫苦农民，毋庸置疑地成为近代中

国革命的主力军。

反帝反封建的早期农民运动

大同地处雁门关外的塞北高原，土地贫瘠，山峦起伏，沟壑纵

横，自然条件十分恶劣，广大农民为了生存，祖祖辈辈辛勤而艰难

地耕耘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到了清朝晚期，由于清皇朝的专制

统治和封建地主阶级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使本来就十分贫困的大

同农民更加贫困，广大农民迅速沦为“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

锥之地”的境地。农民收入的大部分为地主、官府所占有。贫苦农

民食不果腹、衣不蔽体，连简单的再生产也难以维持。尽管如此，

占人口90％的无地少地的农民仍然是大同社会赖以生存的支柱。

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以后，腐败的清政府把战败国的灾难

又一次次转嫁到农民头上。各种社会矛盾交织一起，进一步加剧

了农村的土地兼并和两级分化。面临死亡与破产的贫苦农民揭竿

而起，不断掀起反抗清王朝、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1900年，

大同人民和全国全省各地人民一道掀起的把斗争矛头直接指向教

会的反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义和团运动，在大同历史上写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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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朽的可歌可泣的光辉反帝篇章。

1900年6月，大同义和拳(义和团前身)正式成立东南西北4

个团，分别以贾三汉、施采、郭万金、马正太为4团首领。北团兼作

总团，驻北街天竺庙。这年春，大同久旱不雨。平日就勾结官府、

欺凌百姓，任意作威作福的大同天主教堂和耶稣教堂的传教士，拒

绝参加大同全城民众的祈雨行动；加之大同复兴隆油坊掌柜、二毛

子(指中国籍教民)李唐往井中下毒，这就更激起了公愤，遂成为大

同义和团掀起反帝斗争高潮的导火索。

6月16 El晚，大同义和团包围了焦家巷耶稣教堂，外国教士

以武力相威胁，向义和团开枪射击。被激怒了的义和团群众，高呼

着“杀洋鬼子、杀二毛子”的口号，遂蜂拥冲入教堂，杀死牧师纪长

生一家3口、孙务本一家6口和两名女教士，并烧毁教堂。同时被

杀的还有中国教徒32人。24日。义和团又包围了天主教堂，杀死

王姓教士2人，并放火烧毁了教堂。其后，又烧毁胡家圪坨耶稣教

堂育英女子教会小学和广福角、仓巷等处不法“二毛子”的住居数

处；城郊榆林、西河河、圣水沟等地的天主、耶稣教堂的传教士亦被

杀多人。26日，大同义和团又将迫使官府交出来的李文英等8名

上层教徒，枭首于城内四牌楼。28日，义和团把前押于县署之李

唐和在御河桥东抓获的教士杨司铎处死。近两个月来，大同义和

团共杀死外国教士11人，中国天主教徒100多人，基督教徒33

人，烧毁教堂及教民住房共100余间。7月下旬，轰轰烈烈的大同

义和团运动如同全国各地一样亦被清朝官府所扑灭。马正太等8

名大同义和团首领遂于次月初被杀害于西门外。清政府除对被杀

的大同天主、耶稣教堂的教徒每人赔偿纹银100两外，并割让城北

卧虎湾附近的大片土地给外国教会，拨款兴建教堂；为被义和团杀

死的外国教士和中国神甫立碑两块(后被当地群众砸碎)；停止大

同科考5年。

英勇悲壮的义和团农民革命运动给了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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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以沉重的打击，充分显示了农民阶级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精神

和巨大力量。然而历史告诉人们：农民毕竟是分散的小生产者，受

落后的生产方式的限制，看不清历史发展的前景，提不出彻底的民

主革命纲领，因而义和团运动也不可避免地重蹈历代农民革命的

覆辙，在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者的血腥镇压之下遭到了失败，无数

志士仁人为此而抱终天之恨。

历史总是不停步地前进着，并且不断地增添着新的内容。随

着民族危机的进一步加深，随着中国社会内部的社会力量(主要是

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初步成长，一场场新的规模更加巨大的～浪

高过一浪的革命运动，在塞北大地上一次又一次地开始了。

外国资本主义的侵人与保矿运动

大同的工业在1840年鸦片战争前，长期处于自给自足的状

态，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以大同煤矿的开采来说，虽然有着很久

的、发展很缓慢的土法开采的历史，并已逐步发展成为商品性生

产，但是，这种商品生产仍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阶段。鸦

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对中国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分

解作用，动摇了封建统治的基础。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

自然经济，同时亦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使中国保持了几千

年的封建传统观念受到很大冲击。那种把封建经济以外的一切都

斥之为邪门歪道的风气变了，办“洋务”、办“实业”成了时髦的事

情，许多大地主、大官僚投资近代工业，大同地区的近代工业也随

之逐渐产生了。仅以大同地区采煤业为例：据光绪三十年(1904)2

月13日《时报》上的一条消息说，当时的怀仁县县令汪仲洁，看到

当地被水淹没的废煤窑很多，便召集绅商集股1千两白银，买来一

台小水泵排水，利用被淹没的雁崖乡大马林涧村一废煤窑采煤，一

年就获厚利。这是封建官僚、绅士插手大同煤炭生产的最早记载，

是大同煤矿最早的资本股份公司形式，也是最早把机器(小水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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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煤炭生产的煤窑。与此同时，大同地区的商业资本也有了进

一步发展。于是，大同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结孪而生。

但是，大同地区的近代民族工商业如同全国全省一样生不逢

时，在她刚一出世就受到外国资本主义的排挤和封建制度的遏制。

发生在1897年至1905年的英商福公司攫取山西采矿权的侵略行

径便是一证。1897年春，一个名叫罗沙弟的意大利绅士从中国返

回欧洲后，便在英国伦敦组织了一个英意联合公司——福公司。

随后不久，他又以英商代表的身份，带着掠夺中国矿产资源的资本

和计划来到中国。罗沙弟来到中国后，使尽伎俩，首先跻身于中国

官场，出入于中国政界，后又采取种种卑劣的手段，与一贯鼓吹“恶

贷其于异地也，不必藏于己”，“国无素蓄，不如任欧洲人开之”①

等卖国谬论的知府刘鹗以及其他一些人员相勾结，组织了一个空

买空卖的所谓保晋公司。“保晋公司”成立后，先是向福公司借款，

与福公司“共同”开采矿产，后又与山西商务总局贾景仁、山西巡抚

胡聘之、清总理衙门大臣庆亲王串通一起，先后帮助福公司跟山西

商务总局签订了“请办晋省矿务借款合同”5条和“请办晋省矿务

章程”20条。这两个条约的缔结，实质上是将山西矿权拱手出卖

给了福公司。这一出卖勾当，受到了部分上层封建官吏士大夫的

坚决反对。无奈昏庸腐朽的清政府屈服于英方压力，顺从英国侵

略者的意愿，遂于1898年5月15日由光绪皇帝批准，由山西商务

总局与福公司在5月21日又签订了“山西开矿制铁以及运转各色

矿产章程”19条，迨至1904年春又续订了“拟设山西熔化厂并合办

山西路、泽、平、于矿务合同”4条。续订“合同”对1898年原订章

程内容进行了修改，将福公司与中国国家置于平等地位。更为荒

谬的是，福公司反客为主，竟是“应允中国合股开办”。这时的清政

府已软弱无能到了视国家主权于不顾，任人宰割的地步。英帝国

①罗振元著(五十日梦痕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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