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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共贵州省委副书记 黄 瑶

在中国共产党八十华诞来临之际，由中共贵州省委

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贵州省历史大事记》隆重

问世，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这本书集中体现了我省党史部门多年来深入征集、

研究党史资料所取得的成绩。它比较客观、真实地记录了

中国共产党领导贵州各族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

会主义革命、建设的光辉奋斗历程，其丰富的史料中，蕴

含着党在贵州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的经验结

晶，蕴含着各级党组织及党员干部带领人民群众浴血斗

争、艰苦创业的典型事例，用地方党史的形式对中国共产

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始终代表中国

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
利益"作了生动、具体的诠释。因此，《中国共产党贵州省

历史大事记》不仅是一部学习、了解、研究贵州地方党史

的重要工具书，也是一部对广大干部群众及青少年进行

爱国主义、革命传统教育的基础教材。这本书的出版，向

党的生日献上了一份厚礼。

从1929年中国共产党在贵州建立组织起，党在贵州

的活动，有艰苦卓绝的地下斗争，有红军长征的壮丽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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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共产兜责州省历史大事记

诗，有解放建政的峥嵘岁月，有充满曲折的艰辛探索，有

改革开放的浪潮涌动，更有迈向新世纪的辉煌乐章。要从

浩如烟海、复杂纷繁的历史材料中理清线索，公正、如实

地将“大事’’提炼、记录下来，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毛

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袁”重要思

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以

党中央关于历史问题的“两个决议”为准绳；必须要有实

事求是、去伪存真的科学态度和严谨踏实的工作作风，这

样才能把握正确方向。江泽民同志指出：“领导干部一定

要讲政治。”中央领导同志针对党史工作的特殊性强调

“党史工作无小事，做好党史工作必须讲政治"。因此，一

定要将有利于坚持党的领导，有利于增强党的团结，有利

于保持社会稳定，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作为党史工作的

出发点和落脚点。省委党史研究室依照这些指导思想和

原则，在有关部门及许多老同志的支持、配合下，辛勤努

力编写了《中国共产党贵州省历史大事记》，做到了指导

思想明确，历史线索清楚，选材和叙述精炼，一些具体问

题的处理也比较得当，基本做到了权威性和科学性的统

一。我希望党史部门今后多出这样的精品，通过优秀作品

实现“存史、资政、育人"和党史工作为现实服务的社会功

能，起到用党的历史警醒人、教育人、激励人、鼓舞人的作

用。

了解过去，是为了更好地建设未来。当前，党中央正

在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给贵州带来了新的历史机

遇，省人大九届四次会议批准的《贵州省国民经济和社会

：～≯鬻蔫一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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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勾画出贵州21世纪初发展

的宏伟蓝图，在党的领导下，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贵州各

族人民同心同德、意气风发，正沿着党的十五大指引的光

辉前程奋勇前进。{：中国共产党贵州省历史大事记》的出

版发行，必将有力地帮助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坚定

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为各级

党政领导更好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提供

借鉴和服务。我相信，有历史经验的深厚积累，有以江泽

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英明领导，有全省各族人民的

团结奋斗，新的征途上我们必将铸造更大辉煌，贵州的明

天一定会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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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说

一、‘中国共产党贵州省历史大事记}I--_限为1929年，下限为

1999年12月．

二、‘中国共产党贵州省历史大事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

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

问题的决议》和党的十五大政治报告为准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

历史唯物主义及实事求是的原则，本着“立准史实、观点正确、重点

突出、特色鲜明、语言规范”的要求，做到“可信、可读、可取”。

三、《中国共产党贵州省历史大事记》采用以编年体为主，纪事

本末体为辅的编写体例，根据中国共产党在贵州的历史进程，以时

为经，以事为纬，适当集中记述，力求反映出贵州党史上发生的重

要历史事件的本来及内在联系。

四、《中国共产党贵州省历史大事记》的条目，日期明确的，按

日期记述；日期不详的，按年、季、月、旬表述。

五、《中国共产党贵州省历史大事记》对党的组织机构演变、各

级领导人员的变动及领导称谓的改变等属于组织史方面的问题，

只作适当的记载，不予详录。

六、《中国共产党贵州省历史大事记》所记条目，主要源于历史

文献、档案材料和近年来征集的大量其他史料，同时也吸收了部分

回忆录和党史、地方志等部门的研究成果，参考了《当代贵州大事

记)有关内容。所用资料都经过反复考证核实，对目前尚有疑义的

条目暂不收录。历年。国民经济发展情况”中的数字，系贵州省统计

局的统计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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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中国共产党贵州省历史大事记》所列党的决议、指示和电

文，原则上摘记主要精神，直接引用原件的文字用引号标明。

八、《中国共产党贵州省历史大事记》的语言文字表述，遵照国

家语言文字委员会和新闻出版总署的统一规范，统一用第三人称

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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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中国共产党在贵州建立组织始于1929年。它是马克思列宁主

义同贵州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近代贵州社会、政治、经济发

展的必然结果。

贵州地处祖国的西南山区，交通闭塞、经济落后，资本主义的

萌芽与半殖民地化的过程要比其他省份慢一些。19世纪70年代，

英、法资本主义势力侵入贵州，不仅倾销商品、输出资本，还大量掠

夺贵州的自然资源。在它们的经济、文化侵略下，贵州逐步沦为半

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由于资本主义工业在贵州的发展，贵州出现了

近代工人阶级队伍。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下，

贵州各族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近

百年来，贵州各族人民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统治进行了不屈

不挠的英勇斗争。1854年至1874年的Zo年问，贵州在太平天国

革命的影响下，先后爆发了刘义顺领导的汉族号军(白莲教系)起

义和张秀眉领导的苗族农民起义及姜映芳领导的侗族农民起义，

给贵州的封建统治者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以沉重打击。但由

于清王朝和外国侵略势力的联合镇压，这些起义均归于失败。1911
。 年10月，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辛亥革命爆发，贵

州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积极响应，举行武装起义，反抗清王朝的统

治，建立了大汉贵州军政府。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

中国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政权很快被北洋军阀首领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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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凯篡夺，贵州的军政大权也落入了袁世凯在贵州的代理人、兴义

系军阀刘显世手中。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矛盾仍

然存在，贵州各族人民依然过着极端贫困、毫无民主权利的生活。

历史证明，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状况下的中国，农民和资产阶

级由于其阶级的局限性，都不可能领导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取得

胜利。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历史重任，必然落到新兴的无产阶

级肩上。

1919年爆发了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贵州各地纷纷响应，

贵阳、遵义、铜仁、镇远等地先后举行国民集会、游行示威，声援北

京学生的反帝爱国斗争。随后，各地运动扩大，发展到学生罢课、工

人罢工、商人罢市，其后又发展成“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运动。

“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也是贵州近代史上一次空前深刻的思

想解放运动，它冲击了贵州的封建文化，为传播新思潮、传播马克

思主义打开了道路。随着“五四”运动的发展，北京出版的《新青

年》、《每周评论》等进步刊物源源传入贵州。一些接受新思想的贵

州青年如邓恩铭、周达文、王若飞、周逸群、龙大道等纷纷出省、出

国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并把在外地接受的先进思想通过各种渠

道传回贵州。这就为中国共产党在贵州建立组织奠定了思想基础。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其后，各地党组织纷纷建立和发

展，党的活动不断扩大。

1925年的“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在离重庆较近的遵义、

赤水等地引起反响，赤水兵工厂工人举行罢工，工人运动逐步发

展。1927年11月，四川泸州川南师范学校的中共党员梁业广、金

奚生(金云程)、汪良杰、汪荃(泉)江等回到合江县九支、大井、五

通、龙洞一带秘密进行筹建党组织的工作，同时到与合江一水之隔

’阿贵州省赤水县传播马列主义。1928年春，经中共川南特委批准，

建立了中掣冶江县特别支部。书记梁业广，组织委员李卓吾，宣传
委员金奚生。2月，梁业广到合江县第四高级小学任教(后任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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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赤水进步青年贾若瑜、赵世咸等在该校求学，接受了革命思想

的影响和熏陶。中共合江特别支部在赤水兵工厂工人和赤水女中、

省立赤水二中等校的进步学生中传播马列主义，并通过进步人士

邹华轩，以赤水民众教育馆的名义在赤水图书馆内开办“平民夜课

学校”，梁业广、金奚生等人为教师，传播马列主义。。平民夜课学

校”开办近5年，其间，贾若瑜、黄星元(女)、杨大庸、罗奕云等大批

进步青年和赤水兵工厂中一批优秀工人受到了马列主义启蒙教

育。当年秋，中共合江特别支部在赤水县城发展了一批党、团员，为

后来在赤水兵工厂建立党支部，开展工人运动培养了骨干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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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

8月 中共湖南省麻阳县特别支部书记孙家信(化名舒保罗)

从麻阳来到贵州锦屏县城，与进步青年王定一等以教师职业为掩

护，秘密宣传革命思想。

12月 经中共泸县中心县委批准，中共合江特别支部改为中

共赤(水)合(江)特别支部，书记梁业广，组织委员贾审修，宣传委

员金奚生，由梁业广和金奚生负责贵州赤水和合江县九支一带的

工作，贾审修负责合江县城及先市等地的工作。

同月 中共赤(水)合(江)特别支部在赤水兵工厂建立了中共

赤水兵工厂支部，罗奕云任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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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 中共党员肖次瞻从外省返回家乡_一贵州省思南县，传

播马列主义，开展革命活动。

肖次瞻，思南县人，1925年在湖北省武汉市加入中国共产主

义青年团(简称共青团)，1926年转为中共党员，曾参加我党领导

的湖北邮务职工总会，并任中华全国邮务总工会筹备处常委。1927

年“七一五”事变后，肖次瞻离开武汉，先后到上海、湖南洪江县等

地主办《黔首新闻》、《洪洲日报》。1929年转到贵州天柱中学任教。

约半年后，于1930年初从天柱县返回思南，创办了八县联中(后更

名为贵州省立七中)，任教务主任，传播革命思想，培养革命人才。

3月 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简称红七军)前敌委员会根据当

时的形势，决定离开广西百色地区，转到外线作战，以扩大党和红

军的政治影响。当时贵州军阀毛光翔、王家烈正为争夺贵州的统治

权而内讧，无暇顾及黔桂边境。红七军前敌委员会决定向贵州进

军。

4月中旬 红七军由广西环江分两路进入贵州省荔波县大苗

山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总指挥李明瑞、军长张云逸等亲自召开群众

大会，向苗、侗、布依等少数民族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主张，号

召各族人民起来革命，解放自己。

4月下旬 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简称红八军)第一纵队由广

西龙州地区转战千里进入贵州省贞丰县境的蔗香(今属望谟)。经

纵队领导作当地少数民族实力派头领王海平(布依族)的统战工

作，王海平同意红八军第一纵队在其辖区内进行休整。为遮掩黔、

桂军阀耳目，第一纵队同意打出王海平第四纵队的旗号，王海平则

负担第一纵队的薪饷。 ．

4月下旬 红七军3000多人穿越大苗山，进入侗、苗、瑶等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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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民族聚居的贵州省榕江县境。30日，红七军攻克榕江县城，歼敌

500多人，缴获王家烈部储存在此的大量军用物资。

5月1日 红七军在榕江县城召开有8000多人参加的盛大

集会，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这是贵州省首次公开庆祝劳动人民

的节日。红七军领导人李明瑞、陈豪等人在会上宣传了党的政策和

红军的性质、任务。会后，向贫苦群众分发了打土豪没收的稂食、衣

物等。5日，红七军撤离榕江，由水路和陆路经贵州省从江县境回

师广西右江地区。红七军此次入黔的革命斗争，给沿途各族群众留

下了深刻印象。

6月 广西督察军派兵到蔗香攻打红八军第一纵队，同时以

王海平收留红军的“罪名”攻击王海平。第一纵队和王海平合力打

垮敌军，活捉其首领并斩首示众。

lO月17日 红八军第一纵队离开贵州，23日与红七军会师

于广西凌云县岗里屯(今乐业县上岗屯)。

年底 省立高中校长龚植三和一批进步中学教师在贵阳开办

“协同书店”。进步学生秦天真、丁树奇、饶博生、高言志、徐健生等

人，通过在书店作兼职店员的一中学生曾庆祥，购买、借阅社会科

学进步书刊，组织讨论，谈学习心得。

是年 曾留学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贵州省立高级中学教师

田君亮，采用其老师、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河上肇编的《经济学大

纲》作课本，向学生介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此外，他还介

绍学生阅读《政治经济学批判》、《反杜林论》等马克思主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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