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琢州"自治"与议参商会

·王大辞·

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至1928年〈民国十七年〉是

我国近代风云变幻、动乱频仍的历史时期。其阅，添州曾有

过震动一一A时的"自治运动

而生，使必自治"具有一些具体内容。这一夜虫实，为研究

琢州虫者所不可怒视。

a 自治"的历史背景

十九世纪初，清政府日益腐败、丧权辱国以致内外交

困，皇权统治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清政蔚为了抵制革命、挠教政权寇亡，遂于1906年〈光

绪三十二年) 9 丹发布诏书，预备"仿行宪政"。次年，宣

布筹备在中央泣立资政院，在各省设立咨议昂。 1908年〈光

结三十四年)9 月#颁布"钦定宪法大纲"，确寇白是年起至

1916年共九年为 α预备立宪时期p e 

1909年〈宣统元年) 10月 14 a ，各省咨议局开会。局设

议长一人，毒自议长二人，议员都是各省宫锦及资产前级上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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λ物。议员任期三1年q 咨议局可以议定本省兴革事件、财政

预决算、混法、公债等事，但受各省督挠监苦。各省督抚对

咨议局议决请事，具否决权，并可以赛萌皇帝班时解散咨议

窍。

当时，国内形形色色的政治团体纷给成立，鼓吹君主立

宪。以必奉戴上谕立宪，开发地方绅民政治知识"为宗旨的

自治学会、自治研究所等宫办机构，也在各地'f\理。

1911年〈宣统三年) 5 月 8 日，清王朝发布"上谕"，宣

布 u仿立寒盟"而载撤军机处〈清代辑住皇帝的政务机构)，

改设 α内阁"。任命庆亲王奕萄〈皇族〉为总理大臣F 十三

名阁员中，皇族竟占七人，故称"皇族内阔"。于是，天下

大哗，清政府的"立宪"骗局愣底破产。 1912年10~10 日，

武昌起义爆发，击落了清政府"颈备立宪妙的闹剧之幕。

1912年，以孙中山为理事长，由宋教仁实际主持党务工

作的国民党成立，其政纲中有"发展地方自治"一项，其内

容为厘定〈订正〉法律，确立地方白治，正(明确〉中央地

方之极限。

1913年初，窃国大盗袁世凯派人在上海车站莉杀宋毅

仁。 1914年 3 月，袁世凯为复辟帝制召开了吗勺法会议"，

废除了孙中山颜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继而强行解敦

国会。 19151年12后，袁世凯宣布 U接受帝位'门次年玫元

tt洪宪"，元旦登援。

从清末假"立宪"至袁世凯的假必共和 'F ，历时十年的

"地方自治"的梦幻，至此完全蘸灭了。醒后，北洋军阀政

治集团组成的历届政府，依然以"地方自治"的瓷言来粉饰

政权，但这最低层次的资产附级民主形式始终也未具有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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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的内容，依然是个政治骗局。

翠照"自治"沿革

在 U犀备立宪"时期， }!顶天直隶省也"奉戴上谕"成立

了直隶省沓议局。

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直隶省通令，所属各州县选派士

绰赴天津自治研究所"研究自治"。原#\知持l旋派萧启宗、

张星楼、高振声三人赴津参加短期学习。毕业后，萧启宗又

被选送日本考囊，调查研究日本实施地方自治的具体办法，

作为原捕自治的情鉴。

1908年〈党绪三十四年〉琢;ii 自治学社宣告成立，邀集

有财产、有知识的历谓"明达士绰纱就自治问题进行讨论。

当时.为"开发民智

1909年〈宣绕元年〉儿，吉治学桂玫为浑州吉治研究所，

白赴 s 考考.察归来的萧启宗任所t长乏。数十名学员毕业后，奉直

隶省及知;+1令成立了琢;'1-1自治预备会。凡自治事项，一概由

自治预备会负责办理。恒是，当时清政府并没有廓清政治的

墟意，所谓自治，无非是在确保皇权的前提下免许地方士绰

μ议---t义"地方法规以及允许地方有一小部分财政自主权再

己，一切重大问题必摄取得堆方、大宝〈各省督挠〉的批准，

才能生效。"自治"，纯系政治骗局。国此，自治预备会成

员的"研究"，均同纸上谈兵，全无结果。不久，萧启宗被

选为"JI顶直咨i义局"议员.离职赴京上怪，自治预备会的工

作无人主持，就形同虚设了。

1911年〈宣统三年〉六月，~蝇议事会、参事会i司时成

立。议事会议员额寇二十名，由张星楼〈宇摘辰，琢州西喧

村人〉、高握声〈字琴堂，原井i富民屯人〉任豆、菌i议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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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事会参事额定五名，由赵葵瞠〈字智知，原外i城关人〉担

任会长。

宣统三年成立的议参两会名单如下 z

议事会议长张星楼，副议长高摄声。

议员z 魏廷儒、沈维锤、杨为章、周庆雯、陈莹、杨向

荣、张银梅、辈革松年、郝伦、黑钟寿、朱佐囊、韩秉仁、 ~t

蜗、陈廷彦、赵重俭、张景星、玉席珍、万瑭。

参事会会长赵葵哇。参事z 张本、陈章易元、萧文巍、陈

惠。

当时，原1'(>(始议参两会，是与清政府的"皇族内阁F 同

时出台的，实质上是清政府以"立宪"愚弄国人的辑局之组

成部分。琼州议参两会历时未久，就被武昌起义的姐火轰散

了。

以上，可以视为深外i 自治运动的第一阶段，即"研究龄

段"二没有什么实际内容。

1912年〈民国元年) ，嚣'那知事李良误将地方财政自重视

提交议事会讨论裁核，议会逐项审查，公开厘定税收办法。

当时，除议寇将地方征收的木税作为地方筹备自治用款〈年

额为银元八千元整，'主期三年〉排，还议宠设置一名蓝督财

政专员，专司监督地方税收及地方经费使用。据《嚣县志、》

载E "一时宿弊廓清，新献圣族吁，假乎在财政管理上提有

效益。

但是，好景不长。 1915年12月 12日袁世凯族复帝糕，次

年改元"洪宪'F ，要登摄当皇帝。挥判知事侯葫培奉令宣

布=各级自治一律取消， ~京知ii\l、参两会着即解散。与此同

时，京先尹令各基选送赴北京自治研究所捧业的学员既无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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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嚣县九个区的正、副IK董之 U新政"遂庭。

1919年〈民国八年) .原基( 1913年襄 1陆政丢〉富治联

合会成立。自治联合会，性盾与原议参两会相假，可以研讨

地方大事。各区〈当时源县城乡划为九个行政区〉的正、吾;11

区董为当然会员。县高会会长〈周宝佳、王惠〉、功学研

〈县教育行政就构，所长茅凯〉、警集所警住〈哥、万青〉

以及专司地方财政的必会计经理处"的王、副经理，均可以

列患会议，发表意见或介绍情况，但无表决权。 i军基自治联

合会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采同研层人士的意见，维持低层次

的"自治"，直至1923年，历时五年。据说， a 尚无流

弊"。

以上，是原州自治的第二防器. NP初步实施阶段。这→

阶段，在原州地方史上，是不无意义的。

1923年〈民国十二年) ，原基议参两会宣告复会，议事

会额主十一人，参事会额定四人。两会复会后，自治联合会

及会计经理处均予撤销。地方财政统归基参事会主管、办

理。

当时，县参辜会统管的财务，只是供地方支用的"基

款"。所谓县款，郎自赋附加〈地产捐〉及各项杂税，附

加、各项地方辑、基金租息等，共收入58072元 7 角 4 分 5

霆〈银元〉。款数虽不大，但参事会能在财政上行使权力，

也算是有一走进步意义的。

1923年成立的深县法参到会成员如下B

议事会=议长张星楼，副议长陈惠〈字济生，露基张村

人〉。议员z 赵金娃、班联魁、张银岳、张锡琪、陈莹、.都

振衡、谭慧、张聘贤、张鸿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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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事会z 会长袁蹄杰〈字苦于菜二琢县县长，江苏人) CF 

参事s 丁震、周椿全、李玉书，周奎龄。此外，设出纳员一

人〈谭津人住理员二人〈刘秉、王延粥〉。

1928年〈国民十七年〉北伐后，琢县自撞机构议参两会

以及各这王、'副!王董，均予裁撤。全县划分为六个区，每i互

设区长、助理员、书记各一人，区丁四人，办理全区自治事

务。当时，第一区区公所设在域内，辖近郊编乡二十五个F

第二区区公所设在码头镖，辖编乡五十五个F 第三区区公所

设在海深塘村，辖编乡五十一个F 第四区区公所设在房树

村，辖锦乡五十一个事第五区区公所设在长街镇〈理属窍山

县) ，辖编乡四十四个z 第六区区公所设在距县城二百八十

里的桑吕洞( lIP三坡地区，现隶沫水县) ，辖编乡七个。县

财政管理则设主财政局负责。

以上，是原翔地方吉治的完成黯段。

纵观"Êj治运动"的全过程，尽管自治联合会、议参两

会只捷反映摞1月.，士绅、有产阶级上层人士的意见，不可能'1i:

棋广大劳动群众的意见，或者，自治机构只能对地方兴革提

供咨询，只能一度管理地方财政，但毕竟是在特定的历史阶

段中行使了地方的部分权力，所以是合乎自治概念的。当

然，我们必须指出=这一特定茄吏黯段，是由封建专制向资

产阶段共和转化的阶段，因此，其"自治运动市一定有历史

的局限性。

重温琼州地方史的这…页，是有禅益的。史料，不仅仅:

存在于瞬间，它是一个点F 无数个点连接起来，便是历史迄

根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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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知道的

源县国民党组织

·赵酒维·

撞着按3 赵j闰维，原州市码头乡台子持人，目

本投降后曾在原县国民党党部工作，任宣传干事，

后为国民党河北省党部总务干事，现在北京市工

作。本文系以他二封来信为基础，经捺津同志幸

谤、核实写成，以赵名发衷。

拉战曾

飞国民党在I家县活动始于1些Z穷，当时国共第一次合作北

伐，由于蒋汪反共而分裂，商北省ì J.J北洋军阔奉系控制。这

年c! 月亦即汪精卫在武汉清共之月，河北省党部要在露县发

应堂是望立究奖，遂裙装司在尧、董翰茎二人至琢县秘密活

费32号埠，垄条建立阿姆}魏是尚崖人，原为边去支
部校长， \回原基后为重圭壁易握范革句董翰主言是百尺竿人，
北京~哥大悔中教师。

这年μJ1J阎巍出如除北伐，将所部友为国畏革命军，摄傅

作义奇袭奉军占领下的旨在>1+1. 爆，家历时三个月的困守原咆之

挠，则刚开始的党务工作也黯之停旗。 1928 号三 4 月，奉军退

出关外，河北省为阎巍出控制。 7 月1骂，河北省的国民党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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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活动，成立了"河北省指导委员会"。又加深刻钟策〈兰

营人，深县完小校长) ，由理、董、 ~l三人负责浑丢国民党员登

记工作。 8 月 4 日，成立摞县党务临时登记处，至10 月共发

展、登记党员 400余人。 11 月，河北省指导委员会挝准并给

党iïE者396人，区党部及基层旦分部和继成立。

1929年10月 31 日，召开全县代表大会，正式或立县党

部及执行委员会、 l贯察委员会。

执仔委员为主

主一轩、任维屏〈潘各崖人，律拥〉辑旗尧、如i钟策、

〈男高Ij、技段，半.营人〉、詹考壳(支名 f自攘，古城

人〉。

后补执行委员三人z 文革宝药〈字转斋，茨衬人，教

师〉、郭文若〈源县女子小学校长，女.深县λ 〉、张学铭

〈字银邃，张村人， 1930年教育菇、书. i系县平民费育捏造

会主任干事〉。

!在寝委员一人z 书摄〈又名致远，张特λ，教师〉。

后补在寝委员一人~ )(iP捷生〈字恩雨，北芦衬人，当时

为原基通俗讲习呀!啃设之通俗黯书宫、民众商提事务所主任，

1931费:为曳众教育馆铠长) 0 

日常工作菩L持为执行委员会，内分宣传、训练电组织三

部交手各书迹，常务部民之下各没干事、助理干事及书记。县

党部地址在文店大成黯后院( ~p今市立军民北院药房后) • 

成主、京久?秋冬之词，执委主一轩、任维屏、 )(\1钟策及监委

李毅究后辞职，继递补刘在莫结、张学锦为执委，刘浦生为监

委。

1930年 4 月 1 吕，商巍出反抗中央，阁命河北省政府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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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各县政府停止党务活动。 4 月 88遂自行封闭党部，由县

政府负责保管。

同年 9 月，阎巍出失败下野，实力退逗山西，河北省党

务整理委员会再度公开活动。由于准备召开国民会议暂停党

务工伴，尽先组织群众团体。 1931年 8 丹，河北省党务整理

委员会任命刘德结为琢县人民盟体擂导员，办理人民团体登

记。 4 另叉任命刻为嚣县党员审查员， 6 月 15 日审查完毕发

给党证之党员计257人，其余皆为不受审查及海汰者，接着

又任刘为部县各级党部筹备员，至 7 月 20 日各区党部及区分

吉普均告成立。

1931年 9 月 16 日，召开第工届全县党员代表大会，辈革豆

尧、宋生壁、刘英药当选为执行委员。在幸运〈按a 宋名化

丰，别名晓村7否看人，共产党员人韭主主运、莲主主为候
补执行委员，在笠至为监察委员，毛5? 〈上坡人，教!犀〉为
后补监委。党部机关内i立常委一·人，总务、组织、训练、宣

传四科萝各设主任干事一人，及动理干事书记〈即文书〉。

下辖区党部 4 ， ~分部15，及直属区分部 1 个。

\1932年 5 月，由于魏颂尧、宋永建二人行动屡与国民党:

相违，如i毒药遂以共产党嫌疑罪将他二人逮捕，送天津捷

院。旋叉逮捕王部送保定法院，国无实据均释放回家a

1933年 1 月 15 窍，召开第三届全县党员代表大会。

1934年款，吸收预备党员200余人，至此全县有国民党

员约500名。

1935年 4 月，中日订了f可能切，定，日本要求撤销平、津

及河北省国民党党部。同年12月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露基

国民党部旋即奉令撤销，此后转入地 fJ继;卖活动，上级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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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发予个人。这时中央专各县保送二人去中央哽圳，源县保

送者有兰营村刘文川之子及谏水人白秀亭。

县城论陷期间

1937年，芦向桥事变。 9 月，日本侵略军占领琢县县

城，随后建立了伪政权。一些国民党员南撤，如张学铭至湖

南省衡山县继续从事平教会工作，刘钟策、王湘则去了重

庆。周 F的党员有的参加了自发武装抗日救国同盟军，刘在草

揭任二路(白秀亭任司令，谏水县人，国民党员， 1935年12月撤

销党部后曾被谏水县党部保送中央哇训，该人后亲日，在谏

水任伪职〉拍硕问。另一些人则在一路z 由共产党员张l'J东担

任一路政治部主任，宣传组记张巨}II，干事于学功，组织、组

长花镜寒，干事唐益华。眼治部有共产党员，也有国民党

BJ 字也可谓抗日战争初期， j东县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一

血!~但刘宝高坚恃其反共龙场，在抗日同盟军中间制造矛

盾，拒绝八路军领导。

1937年底，在河北省太行山区的林县〈现属问南省)，组

戒河北省政府及河北省党部3 当时党政含一，河北省党部主

任委员庞炳肋兼河北省主席，省党部书记长张宝树革省政府

秘书长。省党部委员兼河北省干部训练团教育长吴延环〈北

平海淀人〉莘h招集流亡到林县的各县党政人员施以训练派

回原摆开展地下党务工作。当时源县人参加训练的为刘(níj

生， 1938年初结业后被派遣回原县.任县党部主任委民兼县

长。任务是s 联络旧党员，相机吸收新党员。以后发展的党

员主要是小学教师及伪军警人员 J

1939i已.河北省党部成立督导区，~县为第六督导区，

吴延环任督导员，负责督导原县、沫水、沫源、房山、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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