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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县位于大巴山南麓， . 历来是川东北

重镇之一。自设府建署以来，它都是政治 、

经济、军事、文化的中心，也是川陕革命

根据地的一部份。

达县市是经国务院批准于一九七六年十

月建立的。其辖区系达县的城关区，即城

关、南外、北外、西外四个公社。一九七

八年四月经达县地区行 署 同 意，又将达县

的盘石、 复兴两个公社划规市管理。全市

面积二百六十平方公里。以一九八二年六

月三十日二十四时为标准 时间，全市人 口

普查结果，共计二十二万五千七百零七人

(男性十二万零一百六十人: 女性十万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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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千五百四十七人)。

这本大事记，主要记叙一九一一年至

一九四九年在本市范围内出现和发生的重

大事件或与本市有密切关系的人和事，根

据收集到的资料择要按年分述于后，以供

研究本市历史沿革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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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一年(清·宣统三年)

清末县议事会成立后，无固定会址，乃假县惶币j (地区

二招待所)为临时-会址。议长陈炳茧，副议长尹耀先(顶酸〉。

六月 四川保路同志会发表宣言，提出"拒借洋款，

破约保路"的口号，反对清王朝把川汉铁路收归国有。通

知各州 、 县成立保路同志分会，派出讲演员分赴各地宣

传，并发行《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 ，保路风潮震动各

地。副议长尹耀先、同盟会员伍i詹川等积极响应， 成立了

"达县保路同志分会"开展保路斗争。绥定知府杜本

崇、 达县知事广厚 (满人〉竭力反对， 令军警庞海成等抓

捕保路同志会成员。命令规定 "捉住就杀"。尹、伍闻讯

先后离城下乡，继续活动。

十月 武昌起义胜利后，全国十七个省先后宣告独

立。是年冬天，达县尹耀先在乡下组织民团，准备起义。

宣汉王维舟与大竹"孝义会"首领李绍伊取得联系，派出

队伍同达县民团一起攻打达城。翠屏山上火炬熊熊，喊声

震天。"活捉广厚" "杀广、宋〈广的帮凶末人斋〉狗I

头" "杜本崇、广厚交印"口号声此起彼应。

杜、广见民团武装攻城，立即紧闭城门， 禁止通行。

在两军对峙的十多天中，杜本崇乘隙离域。广厚见城内人

心动摇，粮草将尽，援兵已绝，便派人与王维舟等洽谈，乞

求归降。经过商议， 答应保证广的性命及家属安全，准其

率部投降。队伍进入域内，广厚高举白旗，俯首脆地，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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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发辩，缴出印绥，随后被遣送离境。达县宣告光复。

众推尹耀先任临时知事， 主持民政，实际掌权半天下

台，由钟集贤继任。

大竹自称司令官的李吉武随即率兵来到达城， 苛求无

庆。钟集贤束手无策，任职三天，便辞职告退。故世有

"尹半天，钟三天"之说，流传至今。

钟离职后，李吉武自兼知事，民怨沸腾。地方λ士向

蜀军政府告发，当局撤销了李的知事职务，委任县人王文

熙(郁南)接充。

冬 天主堂落成。它是由天主教法国季神甫主持，法

，国工程师设计的达县最高楼房，一共八层。

+二月 东乡冉崇根、 石体元和王维舟发起组织"绥

属联合会，; 以便把府属各县团结起来，一致对付外部的

窥伺。很快得到达县、 渠县 、 大竹、城口、 新宁(开江)

等县军政主持人的同意。 上旬，在府中学堂(达高中)礼

堂正式成立。 达县有陈炳坐等四人参加， 选举了正副会

长，通过了会章。后因成都、 重庆两个军政府合并， 该会

l!P无形停顿。

一九一二年(氏国元年)

三月 "孝义会"达县首领唐雅南， 被政府军在大竹

县境内擒获，押回达城关押。 次年县府竟以巨匪罪处决于

菜码头。

四月 四川军政府委魏奉之 (以攒)任达县知事，政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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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稍安。

七月 四川省临时议会成立。达县推伍锡帧、袁德奎

(星午)为代表出席了会议。

秋 基督教在达县开办学校进行传教。在县城小北街

设立福音女校，英人傅德仨(女)任校长F 又在县城滩头

街设立保罗学校，只收男生，英人斯道衡任校长。

冬 同盟会员陈炳翌等在徐公祠成立"国民党分社"

发展党员，公开进行活动。

A 县议事会迁陈公祠为会址。经费由地方附加自治

费开支。

一九一三年(氏国二年)

春 宫立绥定府中学堂更各为绥定联合县立中学校，

翌年，由"绥定联合县立中学校维持会"领导。学校负责人

由监督改名为校长，东乡向君卿任校长。学制四年，春季

始业，每学期招生一班或两班。

A 全国废除府州厅，增注 和恢复县治。撤销绥定

府，达县直属东川道(川!东道 )。

A 县府同意议事会关于兴办女子学校的提议。在西

街守备衙门〈市第八小学)开办"达县女子高小学堂"

并附设国民初等小学堂。由议事会议长陈炳垄兼任校长。

A 红帮大爷王润堂集资在城西郑家祠堂旁边修建川

剧场，取名"绥乐茶园"。著名川戏"全胜班"始有演出

场地。各丑蒲庆仁，表演艺术高超，在达、渝演出，颇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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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欢迦。 他一出场表演，就引人捧腹大笑。因而民间把

语言、动作滑稽的人称为"庆仁"成了达县的但语。

冬 英商纸烟公司来达推销"双刀牌"和 "强盗牌"

纸烟。初为赠送招揽顾客，继则标价出售。县人抵制"洋

货" 曾编歌传唱。 其歌词是 "纸烟 、 纸烟，害人真不

浅。精神脑力损伤胜鸦片， 劝君快快戒去纸卷烟。纸烟不

吸， 精力日健，快乐享天年"。

冬 陕军一支队开往要府 ( 奉节 )， 其中一连人途经

达县，粮株无着， 气愤不已， 直闯县衙门， 差役闻风而

避。知事魏奉之亲问其事，陕军不问青红皂白，向魏动手

动脚。魏见势不妙，遂离职赴渝。 遗缺由梁辅臣(正科)

代行。 梁给陕军备足粮栋，陕军方才开拔。

A 将原农会组织改名为 "达县农会" 选举正副会

长， 会址西圣寺。

一九一四年(氏国三年)

A 代知事梁辅臣因病去世，省行政公署委汪易门任

达县知事。

A 练军 、 警察等地方武装部队缩编为警备队。由邓

占云(得胜)任警备队长。

A 县人张光弟在达巴交界的干佛山〈现属达县、平

昌交界处 ) 闹红灯敦，以化神水治病为名，聚集群众。一

时信奉者较多。张乘机组织其信徒反抗暴政。政府两次派

兵镇压。 第二次派川军支队长张成孝的许鄂生营与县警备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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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长邓占云前往围剿。红灯教终因寡不敌众，多被活提或

杀害，张光第惨遭枭首示众。

A 外国商人来达经商。 美孚洋行推销"洋袖" (煤

油);德商小肠公司收购小肠。

一九一五年(氏国四年)

A 川军钟体道部营长陈介廉率部队驻防达县，社会

秩序较好。

A 知事汪易门支持"同德堂"等慈善团体印刷"善

书" (木刻板)。并施舍棺木、 膏药 、 钱票、米票等救济

贫困 F 同时，在四道城门立碑， 禁止在城里贩卖龟鳝，提

倡"放生"。

A 佛教在北岩寺"烧戒"期中，善男信女，拥挤于
道，空前少有。 沿途乞丐哀求施舍的络绎不绝。

A 田赋税折征银元，每斗完银四元零九星。

A 省政府下令禁烟。 县府决定先在城郊试行，铲除

鸦片烟苗，然后在全县禁种。

A 县民营火柴厂， 产品质量不高，业务萧条，民营

玻璃厂，设备简阻，技术差，成品质量低劣，滞销亏损，

因而停办。

一九一六年(氏国五年)

A 袁世凯称帝，改民因为"洪宪"。县人刘永图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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