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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樊怀京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工农红军第
四方面军在徐向前等红军将领的指挥下，挥师进

入Jlllt，创建了被毛泽东同志誉为“是中华苏维埃
共和国第二个大区域”的川陕苏区。旺苍，是川陕
苏区重要的组成部分，是红四方面军进入最早、撤

离最晚、战斗生活时间最长的地区之一。在那如火

如荼的两年又四个多月的日子里，旺苍英雄儿女

同其他苏区的劳苦大众一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下，英勇无畏地为摧毁旧势力而战斗，为建设新

社会而献身，给中国革命史册谱写了璀璨夺目的

篇章。
1 933年1月初，红军进入旺苍境内作战，广

大劳苦群众迎亲人，庆解放，满腔热忱地支援红

军，配合红军作战。6月中旬，旺苍全境解放，县、
区、乡、村各级苏维埃政权全部建立起来。6月底，

红四方面军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木门会议在

旺苍木门镇的木门寺召开。会议决定将原来的4

个师扩编为4个军，红军由入J1I时的1．4万余人



迅猛发展到4万余人。红四方面军进入了一个空

前大发展时期。

旺苍地处川陕苏区的西大门，又是红军西线

歼敌的主要战场。在反击四川军阀发动的两次大

规模的反革命围攻中，旺苍人民尽了自己最大的

努力，男女老幼热烈响应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号召，

交公粮，抬担架，搞运输，修道路。站岗放哨，参军

参战，在人力、物力、财力上作出了重大的牺牲，对

赢得战争的伟大胜利建立了卓越的功勋。

建设苏区同保卫苏区有着同等重要的意义。

旺苍人民在积极支援前线的同时，踊跃参加各项

建设事业。在党和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打土豪、

分田地，艰苦奋斗。忘我劳动，使苏区的农业、工

业、商业和文化卫生事业等都取得了较大的成就，

保证了革命战争的顺利进行。
1 934年11月至I935年4月，川陕苏区党政

军领导机关全部迁驻旺苍城。旺苍成为川陕苏区

的中心，既是运筹指挥的中枢，又是支援前线的战
略后方。1935年4月中旬，川陕苏区大本营同红

军部队全部撤离旺苍．起步长征。这块红色的土
地，在中国革命史上有其重要的地位，旺苍人民用

鲜血和生命为中国革命和解放事业作出了可歌可

泣的贡献。



红军在旺苍这块土地上播下了革命的种子，

唤起了旺苍人民对革命的向往和同情。时仅12万
入口的旺苍，就有1．2万余人参加红军，数以千计

的旺苍儿女为了t p国的革命事业英勇捐躯。

红军在旺苍，留给了旺苍人民取之不尽、用之

不竭的精神财富。它将激励全县人民，继承和发扬

红军精神，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任何艰难险阻，为建

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努力奋斗。

史可为鉴，志可育人。《旺苍苏维埃志》从一个

重要侧面反映了川陕苏区波澜壮阔的历史。它是

一部生动的革命教材。尤其是在当前十分需要加

强思想政治工作的时候出版，我相信它无论对促

进社会主义精神艾明建设，还是推动现代化建设
大业的向前发展，都将起到一定的作用。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十二日
(本序作者为中共旺苍县委书记)



凡 例

一、编纂《旺苍苏维埃志》是为了保存旺苍苏维埃运动的史料，

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以利继承和发扬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光荣

革命传统，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本志坚持以马

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指导，遵循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和四项

基本原则，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叙史录事，秉笔

直书。反映历史本来面目。 ．

二、本志记述范围，今旺苍县辖地域所置的广元、英安(始称莺

舞)两县和原属南江、长赤两县所辖的木门场、九龙场、罗坝、大黑

滩4个区苏维埃政府。至于某些事类的记述超出了这个范围，那是

由“两县四区”在川陕苏区的历史地位所决定的。

事类，地理、经济、政治、军事、文教、卫生、人物均予简要记述。

断限，上限起自红四方面军进入旺苍境内时间：1933年1月；

下限止至红四方面军完全撤离旺苍的时间1935年4月中旬。红军

入旺苍前的政治、经济状况和红军撤离后国民党政府、地主豪绅对

革命人民的屠杀镇压以及革命人民的反抗斗争等，则从略。

三、本志设概述、大事记、地理、党政、军事、土地分配、经济、文

教卫生、人物、附录等章。

地理，记述疆界四至、行政区划、沿革等，对自然地理，如山川、

土壤、气候、植被、动物诸项，概不入志。

土地分配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的重要内容，故

设专章予以记述。

人物，红军撤离时，旺苍有1．2万多人参加红军出发长征。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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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立后．经军队和县以上人民政府追认的在册有名的烈士多

达3900余人．即使列“烈士英名录”,tg篇幅不敷。故《人物》仅就有

资料所及．在已逝世、隶籍旺苍(个别在旺苍牺牲的高级红军干部)

的总原则下。选择有资料者予以记述。

各章、节所用文字多寡．概以史实资料多少和记述需要为准，

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不求文字数量的“相对平衡”。

四、体裁，从“文不拘体”说．综合述、记、志、传、表、录诸体，按

事类与材料的需要分别运用。

五、行文，本志断限内，纪年，除《大事记》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纪年外，其余用公元纪年。

本志对地名、政权．沿用当时称谓。对人物直书其名，直隶其

衔，不加褒贬。

本志计量单位，沿瑁当时通行的单位。

本志一律用语体文，记述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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