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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北京不仅以历史悠久著称于世，更以人民的勤劳、勇敢、智

慧、富有光荣的革命传统而自豪．

自五四运动开始，北京人民持续不断地开展反对帝国主义侵

略和封建主义压迫剥削的斗争。革命的风暴不仅席卷了整个城

区，更遍及京郊的广袤平原、燕山之麓、永定河畔。北京郊区县

人民的革命斗争是北京革命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更全面地反

映北京地区革命史的全貌，我们组织郊区县党史资料征集、研究

部门的同志，编写了这套由10卷本组成的北京地区革命史丛

书。

北京郊区革命斗争的历史丰富多采，业绩可歌可泣。它清楚

地告诉我们：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开展革命运动的指

南。但这些思想和理论必须与各地的革命斗争实际相结合，并且

在这种结合过程中不断地得到丰富和发展。

历史的经验表明：近代中国革命必须由中国共产党来领导。

在党成立以前，京郊曾出现过多次农民起义和资产阶级革命斗

争，但这些起义和斗争均以失败而告终。中国共产党对京郊人民

革命斗争的领导，代表了广大工人、农民的利益，并保证了这些

斗争不断取得胜利．

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北京城内的地下工作与城

外的武装斗争密切配合是一条重要的历史经验。人民军队是京郊

革命根据地建立、存在和政权得以巩固发展的保证。京郊革命斗

争的发展和胜利说明了开展武装斗争，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



城市道路的正确性。

京郊革命史是千万革命者和人民群众用鲜血和生命谱写的史

诗。他们为了国家的独立、人民的解放努力奋斗、英勇献身的精

神惊天地、泣鬼神，他们的事迹本身便是一首首感人的壮歌，是

一部部无言的史书，是前人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值得我们

永远铭记。

京郊革命史是一部进行爱国主义、共产主义教育的生动的乡

土教材。我们希望北京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能够通过阅读这

套丛书，了解父辈的战斗和生活，从而受到一次热爱祖国、热爱

北京、热爱党的教育，并从中深刻领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

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道理．我们要继承和发扬北京人

民的光荣革命传统，努力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伟大的北京，创

造更加美好的未来和人类文明。只有这样才无愧于我们的先辈，

无愧于我们的后代。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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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平革命史》序

中共昌平县委员会

经过编写人员的辛勤工作，《昌平革命史》正式出版了。编写

此书。对于记述昌平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过的革命斗争历

程，铭记革命前辈业绩。教育后人很有意义‘It对全县加强精神文

明建设，开展爱国主义、革命传统教育又增添了一份生动、实际

的乡土教材，可喜可贺．

昌平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她历史悠久，资源丰富，文物古迹

众多，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是首都北京的北大门。世代生息繁衍

在这片土地上的昌平儿女勤劳、勇敢、智慧，有着光荣的革命传

统。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昌平是平西和平北革命根据地的

前沿地区，条件艰苦，斗争十分激烈。革命战争年代，昌平人民

在党的领导下，前赴后继，不怕牺牲，英勇斗争，为人民的解放

事业做出了贡献。在同国内外敌人的斗争中，全县涌现出许多人

民群众热爱党，支援八路军、人民解放军，积极参加革命斗争的

动人事迹，涌现出一大批英雄模范人物。斗争中有787名革命先辈

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不愧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昌平革命

史》以革命史实，从一个侧面雄辩地证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

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

展中国”的伟大真理。

过去的已成为历史。。以史为鉴”，“以史育人”。学习中共党

史和革命斗争史，会使人们懂得创业的艰难，今天的美好生活来

之不易，更加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革命前辈夺

取革命斗争一个又一个胜利，推翻黑暗的旧制度，建立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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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 ’论

昌平县位予东经115。507 1 7，，至116。297 49∥，北纬40。27 18∥

至钧。237 13扩之间，蘑l艺京露薯艺部。县城距德胜门33公里。宅

东临顺义县；南与朝阳、海淀两区毗邻；西与门头沟和河北省怀

来县接壤；北岛延庆、怀柔嚣县摆连。全县总嚣积1352平方公

里。常住人口41．8万人，大部分为汉族。少数民族有回、满、

蒙、朝鲜、壮、茧等24个(1990年统计)。现辖11个镇，22个

乡，314个村。

第一节建制沿革与自然地理

昌平历史悠久 相传兰鏖五帝时代，黄帝将天下划分为

冀、青、扬、镲、梁等九州。现昌平县境域属冀州。舜时，增辟

为冀、豫、雍、壅、并等÷二州。今县域改属壅翔。禹时恢复九

州制，今县域又属冀州。商、周时今县域再属幽州，春秋战网时

耩燕匿。秦王致26年(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匿，初分天下

为三十六郡。现昌平县境属上谷郡。函平县建制于西汉，属上谷

鄂。王莽时(公元9至23年)，改昌平隽长黧；东汉复称釜乎，

建武13年(公元37年)改属广阳郡。三国时期魏国及西晋?东

晋时今县域震幽燃燕国；十六圈后赵时属逝州燕郡。南薯|：朝j|：魏时

省昌平入军都，属幽州燕郡。东魏时复置昌平，省军都入爵平，并增置

万年(富)县，羼东燕州鼹平郡。北齐时今境内设昌平、万年二县，

属东燕州昌平郡。北周仍设昌平、万年县，属幽州昌平郡。隋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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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分布在西北部和北部山区。石材矿产有石灰岩、花岗岩、石英

岩、白云岩、麦饭石、天然油石等。合乎标准的麦饭石，可广泛

应用于医疗保健、工业、食品、饮料、饲料及植保等许多方面。

在黑山寨及望宝川村一带储有丰富的麦饭石资源。在泰陵、万娘

坟村一带还储有石英岩矿床。

旅游资源丰富 昌平文物古迹众多，自然风景优美，旅

游资源十分丰富，是北京著名的风景旅游胜地。自辽、金至元、

明、清逐渐形成的燕平八景(铁壁银山、天峰拔翠、石洞仙踪、

松盖常青、龙潭喷玉、虎峪辉金、居庸霁雪i安济春流)，吸引

着不少文人墨客。十三陵风景区是昌平文物古迹最集中的地方，

景区内的明代十三座皇陵是我国规模最大、保存完整、分布集中

的古墓葬群。县境内还有相当规模的明代其它古墓和清代古墓。

如明代的献王坟、怀王坟、清代的成亲王坟、庆僖亲王坟、恭亲

王坟等。现在全县共有明十三陵、铁壁银山、居庸关等78处被

列入国家、市、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交通便利发展源远流长 早在战国时期，燕国定都蓟

城，修建了通往张家口的西北干路。昌平、南口、居庸关就成为

通往塞上的咽喉要道，也成为汉民族与北方各少数民族交往通商

的必由之路。到清康熙年间，沿途设置军站，又设铺司使，这条

咽喉要道就更为畅通了。至清朝，昌平有铺司道路4条，长约

122公里；有重要的长城关隘道路9条，大部分能通行畜力车。

昌平的温榆河漕运(水路运输)始于后汉，以元、明、清三代最

为兴盛。巩华城(沙河镇)外东南角曾建有码头，北门内还建有莫靖仓。

明隆庆年间(公元1567年一1572年)，每月由通州运抵奠靖仓的

军粮达4万石，供居庸关、明皇陵军饷。直到清光绪2 7年(公

元1901年)，因运河堤岸三次冲毁，漕运断航，历时达两千多年

的温榆河水运从此结的温榆河水运从

此结束。清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京张铁路





和团已发展到lO万余人。’昌平地区也兴起了义和团运动。成立

义和团组织，是“坎字团”的一部分，坛口设在紫极阁(现昌平

县医院处)。团员头裹红巾，腰束红带，他们烧教堂、杀教徒。

给八国联军及“假洋鬼子”以沉重打击。《义和团史料》记载：

昌平义和团“遍野”，“如是者月余”，“在昌平南者聚数千乘为

垒”，“京北的延庆、高丽营(原属昌平)⋯⋯一带义和团也都

异常活跃”。斗争中涌现出的义和团首领“大刀刘五。的事迹在

昌平广为流传。八国联军对义和团运动恨之入骨，除了在北京城

内进行烧、杀、抢、掠外，还划分区域，到北京四郊去搜剿义和

团并大肆焚烧，使京东、京南地区义和团的实力损失很大。京

西、京北地区也同遭此难．据《义和团史料》一书中的《幸生

录》记载：。比冬⋯⋯洋兵躏昌平矣。”当时，昌平被八国联军

先后搜剿了四五次之多，义和团受到很大损失，村庄也被剽掠一

空。另据《义和团史料》中记载：。昌平州联军过境勒索银3000

余，并将道州各署焚烧。”教案赔款规定要“就地筹”。在《直

隶各府州县教案赔款案册》中要求：“昌平州：天主教案赔银4

万两(归大赔款3万两)”。从以上史实看出，昌平人民在生活极

端困苦的状况下，又陷入了苛刻的赔款剥削中。

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在中外反动派的联合镇压下，虽然

失败了，但历史证明：在帝国主义采用武力瓜分中国的危急关

头，义和团给他们以迎头痛击，彻底打破了他们瓜分中国的迷

梦。义和团的英雄们用鲜血和生命谱写的战斗篇章，将永远载入

昌平人民反帝斗争的光荣史册。

农民的生活状况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社会，绝大部

分土地被地主阶级所占有。地主富农凭着占有的土地，对农民进

行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地主阶级主要的剥削方式是地租

剥削、雇工和放高利贷。地租额一般都占收获物的五成以上：高

利贷利息高得使农民更无法承受。借贷还不起，有的农民只得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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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仅有的一点土地和家产抵押或卖掉；为了活下去，只得给地

主家打短、扛活或向地主租地。此外，还有名目繁多的附加租等

额外剥削，使农民生活更加贫困，有的被逼得外出讨饭。地主阶

级残酷剥削，军阀政府苛捐杂税的搜刮和帝国主义的殖民掠夺，

使广大贫苦的农民在正常的年景下也只能过着半饥半饱的日子，

一遇水涝干旱等天灾，不少的农民破产流亡，在死亡线上挣扎。

民国初年，天灾连年发生。1915年，昌平蝗虫泛滥，禾叶

吃尽。1917年9月13日，直隶义赈会给大总统等电中记述了当

年直隶全省所遇天灾而出现的悲惨情景．电文中写道：“由春逮

秋，干旱不雨，赤地千里，村落为墟。今岁秋禾不登，明年麦田

无望，或走他乡，或填沟壑芸芸。”在饥寒交迫的日子里，穷苦

百姓除了受地主剥削外，还要给已退位的清室内务府上交租银。

《民国七年61918年)十二月京兆尹属地亩租银清单》写道：

“昌平县半壁店，地共二顷五十亩，缴还契据粘连新契一张，每

年收租银三十二两；沙各庄地共一顷六十亩，缴还契据粘连新契

一张，每年收租银三十六两。共收租银六十八两。自民国元年起

至七年止共收租银四百七十六两，已收票洋三百二十四元一角九

分一厘。”

白羊城村共有土地1600多亩，仅几家地主富农就占有1300

多亩。村里的大多数农民无地或只有少量乱石成堆的赖地。为了

生活，全村有60％的穷苦人为地主扛活，还有的出外打短工。

地主除出租土地外，什么都不负担。农民除了按数交租子，还得

给官府拿“花销”。租种的土地，在平常光景，一亩地也只能收

五六斗粮，租子竟要交三斗．初租的赖地经农民种几年后，地

--BE，能多打些粮食了，这时地主不是抽地就是增加地租。遇上

天灾也不顾农民的死活，必须如数交租。辛勤的农民一年四季忙

到头，除了交租和一些额外的“花销”及交够苛捐杂税外，用血

汗换来的果实已所剩无几了。有时遇上天灾人祸，农民不得不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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