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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下川东地区指以万县为中心，包括万县、开县、梁山、忠县、云

阳、奉节、巫山、巫溪、城口等广大区域。这是一块英雄的土地，有
着光荣的革命传统。从 1921 年开始，一批中国共产党的先驱者先后
来到下川东地区，开启了中国共产党在这里的伟大实践。1926 年冬，
中国共产党在万县建立下川东地区的第一个地方党组织。新民主主义
革命时期，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先后 5 次在万县建立了党的地区
性领导机构，领导全部或部分下川东地区各县党组织。这一时期，下
川东地区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勇敢投身伟大革命征程，进行艰
苦卓绝斗争，付出巨大牺牲，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
的贡献，在中国革命史册上谱写了不朽的篇章。 

【示意图】下川东地区示意图（设计时请在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
官方网站下载地图） 
 

第一部分  大革命时期 
【文字】 
大革命时期，一批中国共产党先驱者先后来到下川东的中心万县，

开启了中国共产党在下川东地区的伟大实践。他们宣传马克思主义，
推动国共合作，建立地方党组织，将下川东的革命运动汇入到全国大
革命洪流中。 

【标题】川楚船帮争取运输权的斗争 

【文字】1924 年 6 月 19 日，安利洋行将交川楚船帮运输的桐油
突然改由太古洋行轮船“万流”号装运，引发争执，安利洋行大班郝
莱（美国人）意外落水溺亡。事发后，泊驻万县长江中的英舰柯克捷
夫号将舰炮对准万县县城，胁迫当时万县政府处死川楚船帮带头与郝
莱殴斗的船工向国源、崔邦兴。郝莱埋葬时，万县军务长官屈于帝国
主义压力，亲自为郝莱送葬。事件后，全国哗然，史称“万县案”。 

 
【照片】万县自建立海关后，川东、鄂西等 30 多县的桐油都运

来万县报关出口。当时万县港各码头有木船上千只，船工靠运输桐油
为生。图为在川江中运输桐油的木船（画照）。（万州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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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照】在川江沿岸有十多万船工和纤夫靠货运为生。图为正在
奋力拉船的纤夫。（万州档案馆 2 张） 

 

【实物】川楚船帮为划分木船与轮船运输权利致海关的函（万州
档案馆复制） 

 

【实物】川楚船帮为枯水与涨水季节划分货运权致海关的函（万
州档案馆复制） 

 
【照片】1924 年 6 月 20 日，万县海关报告“万县案”过程。（万

州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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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万县案”后，万县人民断绝与英国安利洋行一切往来，
迫使其关门停业。图为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刊载的《万县案
之京内外各团体致领袖公使公函》，揭露英帝国主义的罪行。（万州档
案馆） 

 

【照片，去掉图中肖楚女的头像】中共党员肖楚女在《向导》周
报上对英帝国主义横行霸道的行径予以强烈谴责。（万州档案馆） 

 

【照片】1924 年，在北京大学教书的苏联作家基德·米海洛维
奇·铁捷克以“万县案”这一事件为背景，写出话剧《怒吼吧，中国》，
曾在世界多国演出，影响深远。图为《怒吼吧，中国》话剧剧本中文
译本。（万州档案馆） 

 
【标题】“万县惨案”与反帝运动的高涨 
【文字】 
1926 年 9 月 5 日，英国军舰炮轰万县城，制造震惊中外的“万

县惨案”。在朱德、陈毅的领导和筹备组织下，万县人民举行声热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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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抗议斗争，得到全国声援。中共中央发出《告民众书》，号召全
国各地立即开展反英运动。一场波澜壮阔的反帝斗争很快从万县漫及
全国，继五卅运动之后，又一次在全国范围掀起反对帝国主义斗争新
高潮。    

 

【照片】在长江中多次肇事的英国太古公司“万流”号轮船（万
州档案馆） 

 

【照片】被二十军扣留英国太古公司“万通”号轮船（万州近现
代简史） 

 

【照片】炮击万县县城的英国“柯克捷夫”号军舰（万州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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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英舰炮击万县城区（画照） 

 
【照片】于渊（1895—1949）四川射洪人。早年参加川军。1926

年 9 月 5 日，时任杨森部万县宪兵兼城防司令的他率部抗击英军，虽
身负重伤，仍坚持战斗，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 年任刘湘部旅
长、少将参军。1930 年按照中共四川省委的指示发动江津兵变。全
民族抗战爆发后，被委任为新十六师副师长兼第七战区游击司令，出
川抗日。1942 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47 年 6 月被国民党反动派逮
捕。1949 年 12 月 7 日牺牲于成都十二桥。 

 
【实物上墙】“万县惨案”受害人民联合会调查登记死伤人员姓

名、财产损失简明表。（万州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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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海关职员王梅士一家在英舰炮击中死伤人员、损失财务
清单给海关的呈文。（万州档案馆） 

 

【照片】被英舰炮击炸死的万县市民（万州档案馆） 

 

【照片】被英舰炮击后的石佛寺惨状（万州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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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被英舰炮击后的杨家街口惨状（万州简史） 

 

【照片】被炸死的无辜市民（万州简史） 

 

【照片】被炸受伤的军民在医院接受治疗（万州档案馆） 

 

【照片】被炸受伤的军民（万州简史） 

 

【组照，3 张，剪切掉照片下面的文字】1926 年 9 月 6 日，万县
各界成立“万县英兵轮惨毙同胞雪耻会”，通过陈毅起草的《万县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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耻会宣言》，强烈要求政府向英方提出“赔偿、惩凶、道歉、废除中
英间一切不平等条约”等解决惨案问题的条件。图为大会现场情形。
（万州简史） 

 

【照片】“万县惨案”发生后，朱德、陈毅在万县公立图书馆召
集各界人士，动员大家声讨英帝国主义的罪行。图为万县公立图书馆。
（万州简史） 

 

【照片】中共中央向全党各级组织发出紧急通告，号召全国各地
于 1926 年 10 月 5 日至 10 日举行“万县惨案”追悼周。图为 1926 年
9 月 25 日第 173 期《向导》周报刊载的《中国共产党为英国帝国主
义屠杀万县告民众书》。（万州档案馆） 

  

【照片】1926 年 10 月 10 日，《向导》周报发出“万县惨案”专
号，向全世界表明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英帝国主义的严正立场，号召
全国人民积极参加爱国反英运动。（万州简史） 



11 
 

 

【照片】1926 年 11 月 6 日，《国民公报》对朱德在汉口就“万
县惨案”发表讲话的报道。（文化馆—省博） 

 

【实物】1927 年 10 月，“万县惨案”受害人民联合会要求英国
赔偿给国民革命军第 21 军军长刘湘的呈文。（万州档案馆） 

 

【实物】“万县惨案”受害人民联合会提交的呈文（万州简史） 
 
【标题】革命先驱战斗在万县  
【文字】 
大革命时期，董必武、朱德、陈毅、刘伯承、贺龙、肖楚女、恽

代英等中共党员先后在下川东地区开展革命斗争，播下革命火种，发
展党团组织，为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川东地区人民进行革命斗争奠
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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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放大，和朱德、陈毅、刘伯承照片一样大】1921 年 8
月，董必武参加中共“一大”后，受党组织派遣，到下川东地区策动
川军援鄂，被任命为鄂西自治军幕僚长，配合张冲、刘伯承所部作战，
取得万县谋道（现属湖北利川市管辖）、七曜山等战斗的胜利。这是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开展军事活动、参与武装斗争的首次尝试，对下川
东地区的革命斗争产生深远影响。图为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中
国共产党 70 年图集 102 页图 1） 

  

【照片】1923 年春，中共党员肖楚女到万县四川省立第四师范
学校任教，在下川东地区撒下革命火种。图为万县四川省立第四师范
学校旧址一角。（革命先辈在万州第二部分） 

 
【照片】四川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旧址（革命先辈在万州第二部分） 
【照片】四川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校训碑（三峡移民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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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放大】肖楚女（1891—1927）湖北汉阳人。1922 年加
入中国共产党。1923 年春，到万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任教，发展吴
毅等人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员。1927 年 4 月 22 日，被国民党反动
派秘密杀害。（革命先辈在万州第二部分） 

 

【照片】肖楚女在四川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任教期间，组织学生传
阅的进步书刊。（万州烈士陵园） 

 

【照片，放大】1923 年夏，中共党员恽代英经肖楚女邀请，为
万县四川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学生作“中国向何处去”的报告，号召青
年学生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图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青年运动领导人
之一——恽代英。（革命先辈在万州第二部分）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A2%86%E5%AF%BC%E4%BA%BA/819543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A2%86%E5%AF%BC%E4%BA%BA/8195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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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吴毅（1907—1928）重庆忠县人。1923 年，经肖楚女
介绍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 年在广州加入中国共产党，曾
任中共广州市委书记、广东省委常委等职，参与组织领导广州起义。
1928 年 7 月，组织第二次广州起义时被捕，后被敌人秘密杀害。（万
州烈士陵园） 

 

【照片，放大，和董必武、陈毅、刘伯承照片一样大】1926 年，
为配合北伐牵制四川军阀，经中共中央同意，受国民党中央党部派遣
的朱德到万县杨森部工作，任第二十军国民党军党部主任委员，并代
理第二十军政治部主任。图为青年时期的朱德。（万州简史） 

 

【照片】1926 年，为配合北伐牵制四川军阀，陈毅受中共北方
区委派遣，到万县杨森部工作。（待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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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1926 年冬，陈毅（前排右三）、李家俊（前排左二）同
达县地区的中共党员和革命青年合影。（万州烈士陵园） 

 

【照片】1926 年 11 月上旬，朱德在万县寓所会晤了受中共中央
派遣，以国民党中央特派员身份从广州回四川负责军事斗争的刘伯承。
图为青年时期的刘伯承（左）与好友邹靛澄（右）在重庆留影。（文
化馆—革命先辈展—第四部分） 

 

【照片】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刘伯承（文化馆—革命先辈
展—第四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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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1926 年 12 月，中共重庆地委书记杨闇公以国民党（左
派）四川省党部执行委员身份，应杨森邀请从重庆来万县，主持下川
东国民党（左派）党务。 

杨闇公（1898—1927）重庆潼南人。1917 年，东渡日本，求救
国救民之道，回国后与吴玉章等在四川从事建党工作。1925 年，加
入中国共产党，任重庆团地委组织部长、书记。1926 年 2 月，任中
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领导四川国共合作，后兼任军委书记，
与朱德、刘伯承、陈毅共同发动领导了泸顺起义。1927 年三三一惨
案后不幸被捕，同年 4 月 6 日牺牲。（革命先辈在万州） 

  

【照片】1926 年 12 月初，在中共重庆地委军委领导下，以刘伯
承为总指挥，发动了泸州、顺庆（南充）起义，响应北伐进军。图为
泸顺起义部队司令部旧址——泸州春晓楼。（巴渝丰碑 13 页图 1） 

 

【照片】泸顺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力图掌握武装的一次勇敢尝试，
成为党在大革命时期争取改造旧军队的一个范例。图为顺庆起义打响
第一枪的地方——南充城隍庙。（巴渝丰碑 13 页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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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刘伯承发出的布告（巴渝丰
碑 13 页图 2） 

【标题】中共万县地方组织的建立 
【文字】 
1926 年 11 月，中共重庆地委军委书记杨闇公和军委委员朱德、

刘伯承在万县朱德寓所召开重庆地委军委会议，决定由中共重庆地委
候补委员李嘉仲负责建立万县地方党组织。1926 年冬，中共万县地
方组织正式建立，下川东人民的革命斗争，开始走向有组织有先进纲
领指导有明确目标的新阶段，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在下川东开展新
的斗争打下了基础。 

【图表】大革命时期下川东地区中共地方组织、党员统计表 

隶属关系 县别 组织名称 组织机构 党员 

中共重庆
地方执行
委员会 

万县 牟偶仁党小组、 
李嘉仲党支部 

小组 2 个 33 

开县 县城党团小组、
临江镇党团小组 

小组 2 个 5 

忠县 忠县特别支部 支部 1 个 13 

梁山 虎城党小组 小组 1 个 5 

合计  6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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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1926 年 11 月，杨闇公、朱德、刘伯承在万县朱德寓所
召开中共重庆地委军委会议，对四川的武装斗争和下川东地区党的工
作进行部署。图为 1926 年朱德在万县的寓所旧址。（革命先辈在万州
第二部分） 

【艺术品创作】中共重庆地委军委成员会师万县 
（艺术品创作背景文字）1926 年 11 月，杨闇公、朱德、刘伯承

在万县朱德寓所召开中共重庆地委军委会议，除了对四川的军事斗争
作出新的决策外，还具体研究了党的建设。朱德和杨闇公都考虑到杨
森虽然易帜成了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但他一贯两面三刀，二十
军政工人员中的共产党组织和党员，到底在万县能住多久很难预料，
不能政工人员离开万县，党组织也跟着离开了。共产党一定要在川东
门户万县扎下根来，一定要迅速将万县地方党组织建立起来。杨闇公
与朱德当即决定，派重庆地委候补委员李嘉仲负责建立万县地方党组
织。 

 

【照片】1926 年冬，中共万县地方组织正式建立，李嘉仲为负
责人。组织建立后，朱德将杨森部在地方上发展的党员组织关系全部
转交李嘉仲领导。中共万县地方组织除开展万县的党团工作外，还领
导开县、云阳的党团工作。图为李嘉仲。（万州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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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为撒播革命火种，中共万县地方组织有计划地派党团员
到开县、忠县等地开展群众运动。在四川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学习的共
青团员江琬、李允等人被派往万县武陵乡开展革命活动，建立农民协
会、搬运工人协会、海员工人协会。图为江琬（右 5）在四川省立第
四师范学校读书时排演反封建新剧《孔雀东南飞》，以男扮女装演出。 

 

【照片】江琬（1903—1929）重庆万州人。1926 年冬，在万县
四川省立第四师范学校读书时加入共青团，曾任省四师学生自治会主
席、万县学生联合会主席，后转为中共党员。1929 年 2 月，受党组
织派遣，负责平民革命军政治工作。同年底，牺牲于湖北利川野茶坝。 

【实物】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同意追认江琬同志为革命烈士的批
复（渝府[2002]145 号） 

 

【照片】1927 年 3 月底，投靠蒋介石的军阀刘湘，在重庆对共
产党员、共青团员、国民党（左派）党员及进步群众进行大屠杀，制
造了震惊全国的三三一惨案。图为三三一惨案发生地——打枪坝旧址。
（巴渝丰碑 14 页图 5） 



20 
 

 

【照片】1927 年 4 月 6 日，中共重庆地委书记杨闇公被军阀杀
害。第二十军军党部和军事政治学校的中共党员先后撤离万县，万县
的中共党员和共青团员也纷纷撤离转移他地，万县的革命进入了低潮。
图为杨闇公烈士遗体。 （网上有，待征集）  

第二部分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文字】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

中国革命进入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下川
东多次组织、发动武装起义，并配合红四方面军、红三军作战，同国
民党反动派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图表】土地革命时期下川东地区武装斗争统计表（请杜之祥实） 
名称 时间 地点 领导人 

万县兵变 1928 年 6 月 万县 曾润百、周伯仕、雷震寰 

平民革命军 1929 年春 忠县 秦伯卿 

忠县后乡武装起义 1928 年 11 月 忠县 陈云庵、沈仲元、吴福畴 

四川红军第一路游击队 1929 年 城口、开县 李家俊、雷玉书、唐伯壮、周鲲 

四川红军第三路游击队 1930 年 忠县 李光华、王维舟、覃文、王炎离、朱大鸣、蔡奎、李维、秦伯卿 

共产军 1930 年 10 月 忠县 秦伯卿、吴逸僧、潘元楷 

川东游击军 1931 年 5 月 宣汉、城口 王维舟 

第二次万县兵变 1934 年 7 月 万县 邓述明、吴体珂、何超腾 

云阳武装暴动 1935 年 1 月 云阳 谭林、赵唯、陶訚、温作民 

 
【标题】万县兵变 
【文字】中共万县第一届县委建立后，计划于 1928 年 6 月 22 日

在军阀杨森部队中发动兵变，成立苏维埃政府。由于叛徒告密，兵变
前，县委书记曾润百、县委委员周伯仕、县委委员雷震寰 21 人被军
阀杨森部逮捕、杀害，兵变失败。 

https://baike.baidu.com/pic/æ�¨é��å�¬/1982737/0/a8773912b31bb051ac32334b377adab44aede0bb?fr=lemma&ct=sin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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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1927 年 8 月，中共四川省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共
四川临时省委）派刘宗沛到万县清理党组织，组建下川东地区第一个
县级党组织——中共万县特支，并传达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精神。
图为《中共“八七”会议告全体党员书》。（文化馆—革命先辈展—第
四部分） 

 

【照片】1928 年 2 月 10 日至 15 日，中共四川临时省委在巴县
铜罐驿周贡植家里召开扩大会议，中共万县地方组织负责人任志云列
席。会议根据中央上年 11 月扩大会议精神和临时省委扩大会议决议，
制订出《春荒暴动行动大纲》。图为会议旧址。（中国共产党历史重庆
历史） 

 
【油画或设置场景】万县兵变前夕，曾润百、周伯仕、雷震寰等

在九五公园下面盘盘石附近的一间茅草屋内开会，会议决定兵变成功
后立即成立苏维埃政府。（万州烈士陵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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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曾润百（1902—1928）四川合江人。1922 年 5 月加入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后转为中共党员。大革命时期，积极支持中共
重庆地委军委委员刘伯承领导的泸顺起义。1928 年初，调至万县组
建中共万县县委，任县委书记。同年 6 月，策动万县兵变时被捕。被
捕后给家人的信中写道：“我之死是为革命而死，我们的革命事业将
来一定会成功的，请家里的人不要因我之死而悲观”。后被军阀杨森
部公开杀害。（万州烈士陵园） 

 
【照片】周伯仕（1898—1928）四川宣汉人。大革命时期加入中

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以万县日报社编辑身份为掩护，开展革命
工作。1928 年春，中共万县县委成立时，任县委委员。同年 6 月，
策动万县兵变时被捕。面对敌人的淫威，他义正言辞地说：“我是共
产党员，你们要杀就杀，革命总有一天要成功，你们总有一天逃不脱
人民的法网！”后被军阀杨森部公开杀害。（万州烈士陵园） 

 

【照片】雷震寰（1903—1928）重庆涪陵人。大革命时期在重庆



23 
 

中法大学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党组织派他到万县
开展军运，打入军阀杨森部任手枪连连长。1928 年春，任中共万县
县委委员。同年 6 月，组织领导万县兵变时被捕，被军阀杨森部公开
杀害。雷震寰曾公开表示：“头可杀，共不可反”。（万州烈士陵园） 

 

【标题】四川红军第三路游击队 

【文字】根据中共四川省委军委的指示，梁山县（今梁平区）虎
南、太平、龙沙的 3 支农民武装共 1300 多人联合起来，于 1930 年 7
月 29 日行军到忠县黄钦坝，正式成立四川红军第三路游击队。在“左”
倾错误路线影响下，游击队成立三天后即受命东征。8 月 6 日，游击
队在忠县石宝寨渡过长江。8 月 15 日，进军至石柱县西乐坪，遭到
军阀围攻而失败。 

 

【照片】1928 年 11 月 28 日，贺龙率鄂西红军从利川进入下川
东地区，在奉节县柏杨坝开仓济贫。图为红军时期的贺龙。（文化馆
—革命先辈—第三部分） 

 

【照片】1930 年 7 月，四川红军第三路游击队在忠县黄钦坝成
立。图为忠县黄钦坝旧址现状。（文化馆—革命先辈在万州—第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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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图表】四川红军第三路游击队组织序列（参照万州烈士陵园制

作） 

 

【照片】1930 年 8 月，秦伯卿率平民革命军参加四川红军第三
路游击队，任副总指挥。图为四川红军第三路游击队活动地点——梁
平太平场猫儿寨。（巴渝丰碑 17 页页图 3） 

 

【照片】四川红军第三路游击队执行“饮马长江、会师武汉”的
错误路线，在忠县花桥召开会议，确定进行东征。图为忠县花桥旧址。
（光辉历程） 

 

【照片】忠县石宝寨——四川红军第三路游击队在此渡过长江东
征。（文化馆—革命先辈在万州—第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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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四川红军第三路游击队东征途中遭军阀重兵围攻，战斗
失利，被迫解散。图为四川红军第三路游击队突围时部分战士牺牲地
——石柱县王家坝西乐坪。（万州烈士陵园） 

 

【照片】李光华（1896—1930）重庆梁平人。大革命失败后，脱
离国民党部队回到家乡，后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 年 7 月，根据中
共四川省委指示，组建四川红军第三路游击队，任总指挥。同年 8 月
15 日，在石柱县王家坝西乐坪与敌作战，身负重伤被俘，9 月 21 日
被军阀杀害于丰都。（万州烈士陵园） 

 

【照片】王炎离（1908—1931）重庆梁平人。1926 年加入共青
团，192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转回家乡，曾任中共
梁山（梁平）县委书记。1930 年 7 月，四川红军第三路游击队建立，
王炎离调任中共达县县委书记，后调万县工作，到万县未接上头，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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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达县行至梁山（梁平）合兴场被捕。1931 年 5 月 23 日病死狱中。
（万州烈士陵园） 

 

【照片】金治平（1899—1930）四川达县人。1927 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坚持在虎（城）南（岳）大（树）开展农运和武装斗争。1930
年 7 月，参加四川红军第三路游击队任中队长，在与刘湘部队激战中
英勇牺牲。（万州烈士陵园） 

 

【照片】四川红军第三路游击队东征失败后，秦伯卿重举义旗，
改名“共产军”，并任司令员。1930 年底，根据中共四川省委指示，
秦伯卿率部参加贺龙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被改编为红二军
团第二路军。图为 1935 年 8 月，红二、六军团领导人在湖南澧县合
影。左起，立者：贺龙、李达、关向应、任弼时；坐者：王震。（中
国共产党 70 年图集上 390 页） 

【标题】城口苏区的建立及斗争 

【文字】 
1933 年 11 月，由川东游击军改编的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三军在宣

汉召开成立庆祝大会。1934 年 6 月，红军解放城口全境，使城口与
川陕苏区连成一片。同年 9 月，中共城口县委建立，随后召开了第一
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式建立城口县苏维埃政府。城口县共建立了 6
个区苏维埃、24 个乡苏维埃、80 多个村苏维埃，形成了完整的县、
区、乡、村苏维埃政权组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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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1929 年 4 月 27 日，城口、万源的农民起义军在固军坝

举行起义誓师大会，宣布起义。图为固军坝旧址。（万州烈士陵园） 

 
【照片】1929 年 5 月 12 日，农民起义军在白羊庙向川陕边防军

刘存厚部刘志超团打响第一枪，歼敌一个连，缴枪 50 余支，起义首
战获胜。图为白羊庙战斗遗址。（万州烈士陵园） 

 
【照片】城万红军指挥部旧址，位于城口县双河乡余坪村四社刘

家院子。1929 年 6 月，城口、万源农民起义军已发展到 2000 多人，
改编为城万红军。1930 年更名为四川红军第一路游击队（亦称川东
游击军）。（城口红军展 004） 

 

【照片】李家俊（1903—1931）四川万源人。1928 年加入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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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1929 年带领农民起义军在固军坝宣布起义，先后任川东游
击军第一路司令员、城万红军总指挥、四川红军第一路游击队总指挥。
1931 年被军阀杀害于重庆罗家湾。（002） 

 

【照片】1933 年，经重建后的川东游击军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
师，改编为红四方面军三十三军，王维舟任军长。红三十三军成立后，
立即投入红四方面军反击敌人的“六路围攻”战斗。图为红三十三军
指挥部旧址，位于城口县坪坝镇义学村坪坝大梁（燕窝塘）。（005） 

 

【照片】王维舟（1887—1970）四川宣汉人。1927 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曾支持李家俊领导的固军坝起义。1930 年任川东游击军第
三路副司令。1931 年重建川东游击军，任总指挥。1933 年与红四方
面军会师后任红三十三军军长。（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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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1933 年 10 月，红四方面军为取得反“六路围攻”的胜
利，施行“东进”战略，挥师城口。图为红三十三军出发场景。（万
州烈士陵园） 

 

【照片】红三十三军军师团指挥部旧址，位于城口县庙坝镇场镇
洪灾广场。（011） 

 

【照片】1934 年 5 月，红三十三军 295 团在坪坝大梁先后发动
坪坝大梁战斗、长池垭战斗。图为坪坝大梁战壕遗址。（013） 

 

【照片】1934 年 6 月 15 日，红九军分 3 路进攻城口县城，一举
夺下。图为城口县城旧址。（万州烈士陵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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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火山坡红军石刻标语，位于城口县巴山镇元坝村西南方
的山坡岩石上。1934 年，红三十三军在此经过，战士们用刀在石壁
上刻下“人民好坐江山”。 （027） 

 

【照片】城口红军标语“消灭刘湘救穷人”（已损毁，仅存照片）
（028） 

 

【图表，按照图中制作】城口县苏维埃政权示意图（1933 年至
1935 年）（040，保留城口县地图和图例部分，其余内容截去） 

【标题】万县第二次兵变 

【文字】1934 年上半年，中共四川省委指示新建立的中共万县
县委在军阀王陵基部发动第二次兵变，以利于红四方面军与红三军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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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县会师。在组织发动兵变时，由于不慎泄密，加上叛徒出卖，兵变
未遂。中共万县县委书记邓述明，县委委员何超腾、吴体珂、曹世新、
朱斌等人牺牲。 

 

【照片】1930 年 9 月，中共四川省委在万县建立下川东第一个
地区性党组织——下川东行动委员会（11 月改称特别委员会），苏幼
农任书记，陈劲言任委员、军委书记，领导万县、达县等 17 个县党
的工作。图为中共下川东行动委员会委员、军委书记陈劲言。（万州
烈士陵园） 

【照片】 

 

【照片】陈劲言牺牲前写的《绝命书》 

【文字制作】 
江风狂怒号， 

遍地卷赤潮。 

万州洒热血， 

铸我杀敌刀。 

洒热血鲜红， 

拼筋骨铁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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迸自由之花， 

开光明之路。 

——陈劲言牺牲前写的《绝命书》 

 

【照片】1933 年至 1934 年，贺龙、关向应率领的红三军（1934
年 10 月恢复红二军团番号）先后进入重庆石柱、黔江、彭水、酉阳、
秀山一带，开展武装斗争。图为红三军在彭水召开群众大会旧址——
原彭水县政府。（巴渝丰碑 20 页图 3） 

 

【照片】红三军政委关向应（巴渝丰碑 20 页图 2） 

 

【照片】1933 年冬，红四方面军从川北宣汉打到开县的杨柳关
和高桥关，红三军打到川鄂边界的万县谋道溪，两支主力红军大有在
下川东会师的态势。图为开县杨柳关。（革命先辈在万州——第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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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照片】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革命先辈在万州——第三部
分） 

 
【照片】邓述明（1906—1934）四川开江人。1927 年 5 月在东

北南满医科大学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 年底，被中共四川省
委派往川东作特派员，打入军阀王陵基部任军医，开展革命活动。1933
年，根据中共四川省委指示，组建新的中共万县县委并任书记。1934
年 7 月，组织万县第二次兵变失利，同年 7 月 31 日被军阀王陵基杀
害于万县。（万州烈士陵园） 

 

【照片】朱斌（1908—1934）四川开江人。大革命失败后，在南
京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 年，任中共万县县委委员。1934 年春打入
军阀王陵基部任营副，同年 7 月，组织领导万县第二次兵变失利，7
月 31 日被军阀王陵基杀害于万县。（万州烈士陵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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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注意修照片】何超腾（1901—1934）重庆涪陵人。1924
年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 年任中共万县县委
委员。1934 年 7 月，组织领导万县第二次兵变失利，7 月 31 日被军
阀王陵基杀害于万县。（万州烈士陵园） 

 
【照片】吴体珂（1915—1934）重庆万州人，1928 年在万县四

川省立第四师范学校读书时加入共青团，1929 年秋转为中共党员，
曾任党支部书记。1933 年任中共万县县委委员。1934 年 7 月，组织
领导万县第二次兵变失利。被捕后，坚贞不屈。同年 7 月 31 日被军
阀王陵基杀害于万县。牺牲后，心肝被敌人挖出。（万州烈士陵园） 

 
【照片】位于万州瑞池的吴体珂墓现状（请移民纪念馆提供最新

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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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曹世新（1912—1934）重庆万州人。1928 年在万县省

立第四师范学校读书时加入共青团，后转为中共党员。1933 年任中
共万县县委委员。1934 年 7 月，组织领导万县第二次兵变失利，7 月
31 日被军阀王陵基杀害于万县。（万州烈士陵园） 

 

【照片】万县钟鼓楼。参与万县第二次兵变的士兵被装入麻袋，
秘密沉入钟鼓楼边的长江中。（万州烈士陵园） 

 

【照片】1934 年 8 月，陈云庵继任中共万县县委书记，同年 10
月被捕，1935 年 3 月 14 日牺牲。中共万县地方组织的活动中断，部
分党员在白色恐怖中继续坚持战斗。 

陈云庵（1902—1935）重庆忠县人。1925 年在重庆川东师范加
入共青团，后被中共重庆地委送到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习，在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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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到射洪、忠县、万县等地开展革命工作，领导
武装斗争。1934 年 10 月，任中共万县县委书记时被捕，1935 年 3 月
牺牲于万县南门口河坝。临刑前拒绝下跪，并表示：“共产党人，只
能流血，绝不下跪！”（万州烈士陵园） 

【标题】云阳武装暴动 

【文字】 
1935 年 1 月 19 日，中共云阳县工委根据上海党组织的指示，举

行云阳工农武装暴动。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起义很快遭至失败，参加
起义的中共云阳县工委委员赵禹，中共党员谭端生等 10 多人牺牲，
另有数十人被逮捕。云阳武装暴动是土地革命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
在川东地区发动的最后一起武装起义。 

 

【组照】云阳武装暴动队伍集结地之一——校场坝现状。（文化
馆—云阳） 

 

【照片】云阳武装暴动起义指挥部——八角楼现状。（文化馆—

云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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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云阳武装暴动爆发后，赵唯率农坝起义队伍攻打国民党
云阳团务委员会。图为国民党云阳团务委员会旧址。（文化馆—云阳） 

 

【照片】谭端生（右二）与参加云阳武装暴动的部分成员合影。
（文化馆—云阳） 

 

【照片】谭端生（1906—1935）重庆云阳人。曾任国民党政府云
阳县第六区区长、盘石镇镇长、民团团长等职。1934 年加入中国共
产党。1935 年 1 月 19 日，参加云阳武装暴动，担任云阳武装暴动委
员会委员，起义失败后被捕。同年 1 月 25 被国民党反动派在云阳县
城公开杀害。（万州烈士陵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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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张公武（1902—1935）重庆云阳人。曾任国民党云阳县
北岸区区长、云阳县农会副干事长。1933 年参加了中共领导的群众
组织“云阳青年反帝大同盟”，后以云阳县农会副干事长的身份为掩
护，在高阳、南溪、水市、云安等地积极从事农民运动，秘密组织农
民协会。1935 年 1 月 19 日，参加云阳武装暴动，担任云阳武装暴动
委员会委员，打入国民党云阳团务委员会作内应。起义失利后被捕，
后被公开杀害于云阳县城南门外闸子口。（万州烈士陵园） 

 

【照片】关押云阳武装暴动人员的云阳监狱（巴渝丰碑 18 页图
2） 

第三部分  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 
【文字】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以万县为中心的中共下川东地方组织，领导

和发动广大民众开展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
段后，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直接领导下，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提出的
“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积极实行中
共中央南方局提出的“三勤”“三化”工作方式，为新的革命斗争奠
定基础，直到迎来抗日战争的胜利。 

【示意图】1939 年中共万县中心县委成立时组织系统示意图（设
计时，需包含以下内容） 

1、中共中央南方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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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川东特委 
3、万县中心县委 
4、梁山县委、开县县委、云阳县委、奉节特支、巫山特支、巫

溪特支、城口特支、达县特支、开江广福特支 
备注：1939 年 1 月，中共万县县委升格为中共万县中心县委，

领导万县、开县、城口等地党的工作。其中，1943 年底中心县委迁
往达县。1945 年 9 月，中心县委迁回万县。 

【标题】抗战大后方重镇 
【文字】在全民族抗战期间，因处于水陆交通要道的地理优势，

万县成为前后方人员及物资中转基地，也是内迁人员和内迁工厂、学
校、医院等单位的重要安置地，万县城市建设得到快速发展，一跃成
为四川省第三大城市，有“成渝万”之称。 

 

【照片】1937 年 11 月 20 日，国民政府发表移驻重庆宣言。图
为《国民公报》的报道。（三峡博物馆巴渝怒吼 2-2-2） 

 

【照片】1938 年，大公报报社迁往万县，发行《大公报》（重庆
版）。图为报社印刷厂旧址。（万州简史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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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1939 年，中共万县地方组织决定，在万县市郊建立大
华炼油总厂，支援前线抗战。图为炼油的原材料——桐油。（万州档
案馆） 

 

【照片】全民族抗战初期，大量迁川工厂的设备和物资滞留宜昌。
图为正在抢运物资的民生轮。（万州档案馆） 

【柱状图】 
全民族抗战前后万县城市人口对比图 
全民族抗战前：7 万余 
全民族抗战期间：17.5 万 
抗战胜利后：10 余 
【图表】全民族抗战期间内迁万县的主要工厂、学校、部队医院

统计表 

类别 数量 名称 

工厂 10 余家 国民政府军政部兵公署第 27 兵工厂、国民
政府军政部军需署第三织布厂、湖北省建设
厅机械厂、湖北省建设厅麻织厂等； 

大学 4 所 国立山东大学、山东省立医学专科学校、私
立上海法学院万县分院等； 

中学 11 所 安徽旅鄂中学、武昌大公中学、武昌女子中
学、武昌三楚中学等； 

部队医院 17 家 国民政府军政部第 10 重伤医院、国民政府
军政部第 132 后方医院、陆军第 16 医院等。 

【照片】“国民政府军政部军需署第三织布厂界”石碑（万州提

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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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照】全民族抗战时期，万县是重要的兵员和后勤补给线。从
1938 年 10 月 11 日日机首次轰炸万县至 1944 年 9 月，日机共轰炸万
县 45 次（其中县城 41 次，乡村 4 次），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
失。图为 1940 年 5 月 20 日，在万县武陵上空被中国空军击落的日军
飞机残骸及日机飞行员遗物。（万州简史 49 页） 
 

【标题】万县救国会  
【文字】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在中共万县地

方组织尚未正式恢复和重建的情况下，原红军干部欧阳克明决定在万
县组建救国会，领导群众抗日救亡运动。万县救国会的组建，得到重
庆救国会大力支持，派重庆救国会干事陶敬之等人协助筹建。万县救
国会成立后，为下川东地区的抗日抗亡运动作出了贡献。 

 

【照片】1936 年 6 月，重庆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重庆救国会）
秘密成立，中共党员漆鲁鱼为总干事。 

 



42 
 

【照片】1937 年 8 月，重庆救国会主要领导人漆鲁鱼（前排右
六）与部分成员合影。（三峡博物馆巴渝怒吼，照 1-2-1） 

 
【照片】重庆救国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迅速成为重庆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核心。图为 1937 年，重庆文化界
救国联合会怒吼剧社街村演剧队在南岸弹子石演出《放下你的鞭子》。
（三峡博物馆巴渝怒吼，照 1-2-3） 

 

【照片】1937 年春，重庆救国会部分骨干学习后合影，前排右
一为陶敬之。（重庆救国会第 4 页下图） 

 

【照片】1937 年 10 月，重庆救国会干事陶敬之受重庆救国会派
遣，协助筹建万县救国会，任万县救国会总干事，欧阳克明、刘璋达
等为干事。 

陶敬之（1912—1949）重庆人。1936 年与漆鲁鱼等人发起成立
重庆救国会。1938 年 5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以教师和商人的身份
为掩护，从事革命活动。1946 年担任进步青年组织“民主实践社”
理事，并以此身份为掩护开展统战工作。1947 年“六一”大逮捕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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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渝到宜昌，担任中共宜昌特支书记。1948 年 6 月在宜昌被捕，关
押于渣滓洞看守所。1949 年 11 月 14 日牺牲于电台岚垭。（1160） 

 
【照片】陶敬之与妻子陈倩华（中共党员）合影（1161） 
【标题】掀起抗日救亡运动高潮 

【文字】1938 年 3 月，中共四川省工委重建中共万县特支（同
年 5 月改建为中共万县县委），欧阳克明任书记。中共万县特支的建
立，标志着中共万县及下川东地区的地方组织自 1935 年 3 月被彻底
破坏后得以重建。中共万县地方组织重建后，领导党员和广大群众开
展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 

【视频】《万州抗战记忆》（万州档案馆） 

 

【照片】为了在下川东地区组织领导抗日救亡运动，中共万县地
方组织首先掌握了《万州日报》作为舆论阵地。全民族抗战初期，该
报编辑、记者多为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图为全民族抗战时期的《万
州日报》。（万州简史） 

 

【照片】1938 年 6 月，《万州日报》连载了毛泽东著作《论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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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并配发时论、社论，号召人民大众积极行动起来，将抗战进行
到底！图为《论持久战》的早期版本。（千秋红岩）（最好查到 1938
年 6 月《万州日报》的报道） 

 

【实物】1938 年 1 月 10 日，《万州日报》对彭德怀在西安发表
演讲的报道。 

 

【实物】1938 年 6 月 2 日，《万州日报》刊载的《关于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 

 

罗世文（1904—1946）四川威远人。1923 年加入重庆社会主义
青年团，1925 年转为中共党员。1925 年留学苏联，1928 年回国，曾
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全民族抗战爆发后，被党中央派到成都从事上
层统战工作，公开身份是刘湘高级顾问。1940 年 3 月，在国民党制
造的成都“抢米事件”中被捕，辗转关押于重庆望龙门、贵州息烽、
重庆渣滓洞等监狱。1946 年 8 月牺牲于歌乐山松林坡戴公祠。 

【照片】1938 年 5 月，中共四川省工委委员罗世文到万县，向



45 
 

中共万县特支传达了党中央关于团结抗日的方针、政策，并决定建立
中共万县县委。 

 

【照片】中共万县县委建立后，立即按照党中央指示，面向工农
大力发展党员。1938 年 5 月，时任四川省第九行政督察区保安副司
令的萧中鼎被吸收入党。 

萧中鼎（1901—1985）重庆垫江人。1938 年 2 月任国民党万县保
安司令部副司令，同年 5 月 9 日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 年 10 月被捕，
关押在渣滓洞看守所。1949 年 11 月 27 日大屠杀时，他凭着军旅生
涯的经验，躲过了敌人的子弹，逃出了虎口。解放后曾任垫江人民政
府交通科长、人民法院副院长、县政协副主席、四川省政协委员等职。
（C368—8） 

 

【照片】萧中鼎利用职务之便，为赴延安的 40 多位进步青年办
理通行证、介绍信。图为全民族抗战时期的延安。（文化馆—革命先
辈—第四部分，中国共产党 70 图册上 547 上） 



46 
 

 

【照片，只要左边照片】李文放（1924—  ）女，重庆万州人。
全民族抗战初期在万县党组织的帮助下到延安“抗大”学习。曾任中
国秦文研究组组长、秦文研究所所长、秦文研究会会长，主持编撰《中
华篆文大字典》。（杜之详提供照片） 

 

【照片】1938 年 3 月，中共万县特支成员鲁济舟、李英才等在
观音阁创办私立国本小学，作为万县地下党组织活动据点。图为私立
国本小学旧址。（万州简史） 

 

【照片】位于国本小学内的观音阁（万州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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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1939 年 2 月，中共万县中心县委在洋河溪创办了一所
以延安抗大为蓝本的新型学校——国华中学。图为国华中学旧址。（文
化馆—革命先辈—第四部分） 

 

【照片】国华中学副董事长、曾任中共万县县委委员的刘孟伉抗
战时期在万县留影。（刘孟伉后人提供） 

 

【照片】1938 年 12 月 15 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
玉祥在万县西山公园发表抗日演讲，号召民众奋起抵抗，全县两万余
人参加。图为西山公园大门。（待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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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中共万县县委安排县委宣传委员郭汶和党员贺方木等举
办战时青年训练班，培训歌咏活动骨干。图为 1938 年 6 月 20 日，《万
州日报》出版的歌咏特刊。（文化馆—革命先辈—第四部分） 

 

【实物】1938 年 1 月 10 日，《万州日报》刊载的《元旦日抗战
剧的演出》 

 

【照片】1938 年 1 月 7 日，《万州日报》对第二十军新兵五营出
川抗战的报道。 

 

【照片】1938 年，重庆文化界救国联合会演剧队队长肖崇素（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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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右一）到江津、合川、北碚、涪陵、万县等地宣传抗日救亡的儿童
演剧队合影。（三峡博物馆巴渝怒吼，照 1-2-2） 

 

【照片】1939 年 6 月至 8 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
厅所属的孩子剧团演出第一队到万县、云阳等地演出。图为部分孩子
剧团成员合影。（网络，或用万州日报报到代替） 

 

【照片】为支援前线抗战，中共下川东地方组织通过当地各界抗
敌后援会或献金委员会，积极发动群众开展募捐、献金等活动。图为
1938 年 6 月 9 日，《万州日报》刊载的《慰劳伤兵募捐杂记》。（万州
日报报到代替） 

 

【照片】全民族抗战时期，中共万县地方组织通过所掌握的万县
各界抗敌后援会，开展轰轰烈烈的献金运动。图为 1938 年 1 月 7 日，
《万州日报》刊载的《后援分会募集物品即运前方》。（万州日报报到
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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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1939 年冬，万县各界抗敌后援会募得寒衣 1 万件，分
发给逃亡至万县的难民过冬。图为在万县医院等待救济的难民。（文
化馆—革命先辈—第四部分，去掉照片右上角的字） 

 

【照片】1938 年 1 月 15 日，《万州日报》对万县成立救济难民
支会的报道。 

 

【文照】万县难民总站为沦陷区难民退往后方各地制作的路线指
示图（万州档案馆） 

 

【实物上墙】1939 年 11 月，万县中国银行给四川省第九行政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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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公署的代收寒衣代金收据。 

 

【照片】全民族抗战期间，万县各界积极捐款，购买飞机支援前
线。图为万县防空指挥部各级职员捐献驱逐机、滑翔机花名捐额清册。
（万州档案馆资料） 

 

【实物】1938 年 2 月 7 日，中国航空建设协会总会给四川省第
九行政专员公署的献机捐款收据。 

 

【实物】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收到万县各界为支援抗战捐
款的复函（万州档案馆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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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物】万县各界捐款汇票（万州档案馆资料） 

 

【照片】1938 年 4 月 29 日，正在万县校场坝进行训练的中国军
人。（万州档案馆） 

 

【实物】四川省第九行政区所属各县征调壮丁总数表（1937 年 9
月至 1938 年 12 月）（万州档案馆） 

 

【实物】四川省第九行政区所属各县壮丁入营日期、人数报告表。
（万州档案馆） 

 

【照片】为支援前线抗战，万县人民加紧生产猪鬃产品。（万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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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馆） 
【标题】执行“三勤”“三化” 积蓄革命力量 
【文字】1939 年 1 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溶

共”“防共”和“限共”的方针。面对急剧恶化的政治局面和新的斗
争形势，中共万县地方组织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提出的“荫蔽精干、
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和中共中央南方局提出的“三
勤”“三化”工作方式，为新的革命斗争奠定基础，直到迎来抗日战
争的胜利。 

 

【照片，放大】1938 年 9 月至 11 月，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根
据形势发展变化和日后工作需要，决定在重庆成立以周恩来为书记的
中共中央南方局。图为中共中央南方局 13 位领导成员。 

一排：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 00688 
二排：中共中央南方局常委：博古（秦邦宪）01594、凯丰（何

克全）00221、吴克坚 00222、叶剑英 00217、董必武 01417 
三排：中共中央南方局成员：张文彬 00223、徐特立 00220、吴

玉章 00219、廖承志 00225、邓颖超 00226、刘晓 00224、高文华 10334 
【文照】1939 年 1 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在重庆召开。会议

确定了“溶共”“防共”和“限共”的方针。图为国民党五届五中全
会后由国民党中央秘书处秘密颁发的《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千秋红
岩 2018） 

 
【照片】1939 年冬至 1940 年春，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多起反共

摩擦事件。这是部分报纸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反共摩擦的报道。（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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挺展览） 
【文字制作】 
在国民党统治区域的方针，则和战争区域、敌后区域不同。在那

里，是中共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反对急性和

暴露。其与顽固派斗争的策略，是在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下，利

用国民党一切可以利用的法律、命令和社会习惯所许可的范围，稳扎

稳打地进行斗争和积蓄力量。 

——1940 年 5 月 4 日毛泽东《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
派的进攻》 

 
【文字制作】 
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 

——中共中央关于国统区党组织工作的十六字方针 

 

【文照】为贯彻执行中共中央“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
以待时机”的十六字方针，中共中央南方局根据国统区党的工作实际，
创造性提出了“三勤”“三化”的工作方式。图为周恩来关于“三勤”
“三化”政策的谈话要点。 

 
【文字制作】 
勤学、勤业、勤交友 

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 

——中共中央南方局“三勤”“三化”工作方式 
 

 

【照片】中共下川东地方组织严格执行中共中央“荫蔽精干、长
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十六字方针，积极实行中共中央南方
局提出的“三勤”“三化”工作方式。图为受中共中央南方局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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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入上海法学院的雷震（中排左二）1944 年与同学合影。（2639） 

 
【照片】雷震（1917—1949）四川泸州人。1937 年在成都成公

中学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 年考入朝阳学院，任中共朝阳学
院地下党支部组织委员。1941 年调任中共宜宾中心县委委员。1943
年，受中共中央南方局安排，考入内迁万县的上海法学院。毕业后，
分在国民党万县地方法院，任法院统计室主任和国民党党团书记，同
时打进中统组织，人们习惯称他为“雷书记官”，党内任中共万县县
委书记。1948 年 6 月因叛徒出卖在万县被捕，关押于渣滓洞。狱中
为了救治患病的难友，通过一位教育好的看守人员，将自己的结婚戒
指变卖，购回大量药品。1949 年 10 月 28 日牺牲于大坪刑场。（1140） 

 

【照片】中共党员师韵文以教师身份为掩护从事革命活动。图为
师韵文与云阳县云安镇河南小学同事的合影。（02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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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师韵文（1922—1949）重庆云阳人。1938 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曾任中共云安盐工厂子弟校支部书记。长期以教师身份为掩
护，从事党的地下活动。1947 年，经组织安排，到云阳毛坝村小学
任教。期间，经常给学生和家长讲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的本质，揭
露国民党的腐败，为后来党在毛坝地区开展革命活动奠定了深厚的群
众基础。1948 年 6 月因叛徒出卖在云阳被捕。1949 年 11 月 27 日牺
牲于渣滓洞大屠杀。（2925） 

 

【照片】1944 年，中共党员黄楠材在开县创办云开书店作为党
组织的联络点，销售进步书刊，秘密发行《新华日报》《群众》杂志。
图为黄楠材（左一）与家人在开县内西街云开书店门面内合影。（02909） 

 

（379）黄楠材（1907 —1949）重庆云阳人。毕业于中华大学。
193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开县特支书记。1944 年在开县创
办云开书店作为党的联络点。1949 年 4 月，因参加下川东地区武装
起义在开县被捕，关押于渣滓洞，同年 11 月 14 日牺牲于电台岚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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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1940 年，中共党员颜昌豪按照党组织的安排，到开县
南门场、邓家、东阳等地的小学任教。图为颜昌豪（左五）在开县中
学留影。（00979） 

 

【照片】颜昌豪（1919—1949）重庆开县人。1937 年从开县初
中毕业后考入万县师范学校，1939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 年从万
县师范学校毕业后，按照党组织的安排，到开县南门场、邓家、东阳
等地的小学任教。后开办“新南”书店，宣传革命，积极筹划下川东
武装起义。1948 年 6 月因叛徒出卖在开县被捕。1949 年 11 月 27 日
牺牲于渣滓洞大屠杀。（977） 

 

第四部分  全国解放战争时期 
【文字】 
全国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下川东地方组织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

深入广大农村地区，广泛开展武装斗争，发动武装起义。这一时期，
党组织虽几经挫折，仍顽强奋起，配合人民解放军解放大西南，最终
迎来了下川东地区的解放，开启了下川东历史的新篇章。 

【示意图】中共下川东地工委组织系统示意图（设计时，需包含
以下内容） 

1、中共川东临委； 
2、中共下川东地工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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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万县县委、石柱特支、川东南岸工委、云（阳）奉（节）南
岸工委、云阳汤溪工委、开县工委、奉（节）大（宁）巫（山）工委、
宜昌特支、云阳七曜山临工委（1948 年 4 月改为云奉南岸工委） 

备注：1947 年 10 月，中共下川东地工委在万县成立，领导万县、
开县、云阳、奉节、巫山、巫溪、石柱、忠县和湖北宜昌等地党的工
作。 
 

【标题】川东游击纵队的武装斗争 
【文字】为了配合解放战场的正面作战，牵制敌人兵力，破坏国

民党的兵源粮源，中国共产党川东区临时工作委员会决定，在下川东
组建川东民主联军下川东纵队（后改名为中国共产党川东游击纵队），
发动武装起义。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起义失败。党组织改变斗争策略，
停止大规模武装起义，将大型游击队改为小型武工队，继续战斗，直
到迎来解放。  

【照片】1947 年 2 月 28 日，国民党当局武装包围和查封了中共
在重庆、成都和昆明三地的公开机关，关闭了和谈之门。经过 10 天
的斗争，吴玉章率成渝两地中共人员于 3 月 8、9 两日返回延安。图
为吴玉章返延后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谈话。 

【照片】中共中央对南方各省工作的指示（节录）（1946 年 11
月 6 日）（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三册 P512）（1 页） 

【照片】中共中央关于在蒋管区发动农民武装问题的指示（节录）
（1947 年 3 月 8 日）（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三册）（1 至 2 页） 

【照片】1947 年 10 月 10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表宣言，提出
“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翻拍中国共产党七十年图集
P730 上复制 1 页） 

 

【照片】1947 年 10 月，中共重庆市委书记王璞回到重庆传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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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中央上海局委员钱瑛（分工负责领导西南地区党组织）的指示：工
作重点放在农村，城市支援农村，发动游击战争；同时加强城市群众
运动和统一战线工作；在农村武装斗争中，多搞小型游击队，一般不
搞打旗号的大规模武装起义。图为中共中央上海局委员钱瑛。 

 

【照片】1947 年 10 月，根据中共中央上海局指示，中共川东特
别区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川东临委”）在重庆成立。图为中共川
东临委书记王璞。（1124） 

【图表，设计合理的图表】中共川东特别区临时工作委员会组织
机构 

书记：王璞 
委员：涂孝文（后叛变）、萧泽宽、刘国定（后叛变）、彭咏梧 
秘书长：萧泽宽 
 
临委下设： 
重庆市工委 
书记：刘国定（后叛变） 
副书记：冉益智（后叛变） 
常委：李维嘉 
委员：许建业 
上川东地工委 
书记：王璞（兼）， 
下川东地工委 
书记：涂孝文（后叛变） 
副书记：彭咏梧 
委员：杨虞裳、唐虚谷 
川南地工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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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记：廖林生 
副书记：余时亮 李培根（先后任） 
南（川）涪（陵）工委 
书记：李治平 
副书记：刘渝明 

 

【照片】1947 年 11 月，中共川东临委派彭咏梧到万县，召开下
川东地工委会议，部署武装斗争，后到云阳组建川东民主联军下川东
纵队。图为彭咏梧临行前与妻子江竹筠和儿子彭云在重庆合影。（1205） 

【艺术品创作】鹿塘坪会议 
【艺术品创作背景文字】 
1947 年 11 月下旬，由彭咏梧在云阳主持召开了鹿塘坪会议，传

达了中共川东临委关于开展武装斗争的决定。经过讨论，决定成立“中
国共产党川东民主联军”（后改为中国共产党川东游击纵队）。鹿塘坪
会议，点燃了下川东武装斗争的烈火。 

【图表，设计合理的图表】 
川东游击纵队组织序列 
司令员：赵唯 
副司令员：（暂缺，后陈太侯） 
政  委：彭咏梧 
参谋长：（暂缺，后蒋仁风） 
第一支队（后改为巴北支队），活动于长江以北大巴山麓  
司令员：赵唯（兼）     
政  委：李汝为 
第二支队（后改为夔巫支队、奉大巫支队），活动于奉节、巫溪、

巫山 
司令员：（暂缺，后陈太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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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委：彭咏梧 
第四支队（后改为七南支队），活动于云阳、奉节、万县长江南

岸七曜山麓 
司令员：刘孟伉 
政  委：刘孟伉（兼）（后吴子见） 
开县支队（1948 年 1 月建立），活动于开县临东、临江、灵通、

太平等乡镇 
司令员：陈仕仲 
政  委：温可久 
【组照】（血沃三峡—川东游击纵队纪实，杜之祥著） 
川东游击纵队司令员赵唯（1907—1992） 
奉大巫支队司令员陈太侯（1917—1951） 
开县支队司令员陈仕仲（1912—1977） 
开县支队政委温可久（1918—2001） 
七南支队司令员兼政委刘孟伉（1894—1969） 
七南支队政委吴子见（1920—1998） 
 
【文字制作】 
《川东民主联军军歌》 
我们是川民主联军， 

我们是劳动人民的子弟兵； 

我们是站起来的被压迫者， 

共产党领导下的钢铁一群！ 

为了打碎旧世界的枷锁， 

我们战斗在高山峻岭； 

为了争取民主与和平， 

我们团结一切进步的人群。 

不怕饥寒，不怕困苦， 

到处有我们的战友； 

严守纪律，联系群众， 

在共产党的旗帜下前进！ 

前进，向前进！ 

坚持团结，坚持斗争， 

前进，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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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倒蒋介石， 

消灭反动派， 

建立新中国， 

胜利属人民！ 

 

【照片】川东游击纵队活动地——奉节青莲乡现状。（2992 ） 

 

【照片】1948 年 1 月 7 日，川东游击纵队奉大巫支队在彭咏梧
组织领导下发动武装起义，揭开了解放战争时期上下川东武装斗争的
序幕。图为奉大巫武装起义地点及战斗场地－－巫溪县西宁桥。（2997） 

 

【照片】奉大巫武装起义战斗地——云阳南溪乡老街旧址。（2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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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奉节县青莲乡尹家箭楼——游击队曾在此与敌人展开激
战。（2731） 

 

【照片】鞍子山（奉节、巫溪交界处）农舍。1948 年 1 月，彭
咏梧带领游击队转战于此，遭到敌人包围，突围时为救战友，壮烈牺
牲。（万州烈士陵园） 

 

【照片】彭咏梧（1915－1948）原名彭庆邦，重庆云阳人。1938
年在四川省立万县师范学校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 年秋，根
据党的指示，从下川东到重庆，负责中共重庆市委工作。1947 年 11
月，任中国共产党川东特别区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川东临委）委员
兼下川东地工委副书记，下川东武装起义主要领导人。1948 年 1 月
在战斗中牺牲。（2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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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奉节县竹园镇城门旧址。彭咏梧牺牲后，敌人将他的头
颅割下来，挂在城门上示众。（2725） 

 

【照片】位于重庆奉节的下川东奉大巫武装起义领导人彭咏梧烈
士之墓。（C196） 

 

【实物，复制】彭咏梧革命烈士证书（革命先辈在万州—第四部
分） 



65 
 

 

【照片】李汝为（1922—1948）重庆江北县人。1939 年加入中
国共产党。1945 年 2 月，到下川东地区开展农村工作，先后任中共
汤溪工委书记、川东民主联军下川东纵队巴北支队政委。1948 年 2
月 19 日，带领游击队转移途中被俘。同年 2 月 22 日，在云阳农坝乡
英勇就义。就义前怒斥敌人：“你们的电刑莫奈我何，你们的野蛮我
早就领教过。我冷眼对杀场，笑脸迎山河。鲜血换来的是自由。屠杀，
也挽救不了你们的没落！” 

 

 

【用圆形分割图】1947 年 11 月成立至 1949 年 12 月川东游击纵
队参战人数统计 

 

【柱状图】1947 年 11 月成立至 1949 年 12 月川东游击纵队敌我
双方兵力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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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形分割图】1947 年 11 月成立至 1949 年 12 月川东游击纵队
伤亡统计 

总兵力 10 万 

国民党正规军 孙震部 

孙元良部 

罗广文部 

胡宗南部 

方靖部 

潘青洲部 

国民党地方武装 四川省保安部队 

湖北省保安部队 

万县专署保安司令部直属中队 

恩施专署保安司令部直属中队 

云阳县保安中队 

奉节县保安中队 

开县保安中队 

巫溪县保安中队 

城口县保安中队 

【表】从 1947 年 11 月成立到 1949 年 12 月川东游击纵队牵制敌
人兵力统计 

 
【小标题】血沃三峡垂青史 
【文字】大江东去浪千叠，三峡流尽英烈血。川东游击纵队与敌

人浴血奋战中，英烈们用宝贵的生命，捍卫了下川东这块神圣的土地，
用鲜红的热血，为五星红旗增添了耀眼的光辉！他们的名字，永垂青
史！ 

【烈士铭牌】（使用木刻，每位烈士一个铭牌） 
陈昌秀（1918-1948）女 

张美才（1924-1948）女 

黄文珍（1918-1949）女 

朱世君（1920-1949）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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匡吉安（ ？ -1948） 

刘守心 (1913-1948)        

吴伦璧（1927-1948）   

宋海清（1916-1948） 

张惠中（1901-1948） 

姚立言（1925-1948） 

龚泽三（ ？ -1948） 

彭咏梧（1915-1948） 

谢国贸（1901-1948）             

刘尔谦（1921-1949） 

苏  安（1921-1949） 

陈  平（1912-1949）    

宋海章（1907-1949） 

屈德元（1922-1949） 

赵学稼（1911-1949） 

赵北星（1903-1949） 

赵学谦（1913-1949） 

赵学忠（1914-1949） 

赵学志（1917-1949） 

赵安利（1909-1949） 

赵焕然（1921-1949）      

马承家（1921-1949） 

宋明章（1905-1949） 

刘甫川（1904-1949） 

刘甫周（1910-1949） 

陶丕臣（1912-1949） 

胡方端（1900-1949） 

甘以成（1915-1949） 

朱大月（1925-1949） 

方钦若（1911-1949） 

石文钧（1916-1949） 

黄楠材（1907-1949） 

杨虞裳（1919-1949） 

刘  民（1908-1948）      

黎  凡（1922-1948） 

钟会武（1918-1948） 

周锡光（1921-1948） 

刘发先（1908-1948） 

李自鹏（1919-1948） 

邓绍武（1920-1948） 

周宏志（1915-1948） 

刘绍科（1931-1948） 

黄桂杨（1918-1948） 

陈  凯（1910-1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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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运来（ ？ -1948） 

刘树平（ ？ -1948） 

刘宗弟（1926-1948） 

刘宗田（1910-1948） 

肖茂堂（1921-1948） 

刘言孝（1922-1948） 

朗绍六（1904-1948） 

谭国保（1917-1948） 

倪顺海（1914-1948） 

廖开洪（1922-1948） 

陈义正（1912-1948） 

张德芳（1922-1948） 

张治保（1920-1948） 

史明松（1920-1948） 

史光基（1911-1948） 

邵基安（1912-1948） 

陈辉武（1920-1948） 

龚瑞林（1918-1948） 

罗世明（1919-1948） 

罗洪山（1921-1948） 

李银清（1926-1948） 

王  敬（1917-1948） 

陈和东（1914-1948） 

彭雁洲（1912-1948） 

曾毓林（1918-1948） 

周席之（1924-1948） 

张肇基（1929-1948） 

邱宏发（1913-1948） 

彭汝中（1894-1949） 

陈耀武（1927-1949） 

马本义（1929-1949） 

龙德成（1914-1948） 

刘景太（1909-1948） 

郑祥太（1909-1948） 

卢秉良（1916-1949） 

雷正理（1884-1949） 

龚绍田（1921-1948） 

朱宗发（1905-1949） 

林世品（1903-1949） 

何植斋（1902-1949） 

杨文典（1913-1949） 

柯士先（1917-1949） 

张兆琦（1913-1949） 

张光伟（1929-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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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仲书（1912-1949） 

刘文蔚（1907-1949） 

袁德朗（1911-1949） 

 

【实物】国民党重庆行辕主任朱绍良给万县专员李鸿焘的代电
（万县档案馆） 

 

【实物】国民党川鄂绥靖公署下令通缉刘孟伉及其组建的解放军
第四支队的代电（万州档案馆） 

 

【实物】国民党第九区专署报告川东游击纵队分布情况统计表
（万州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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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物】国民党四川省保安司令部下令围剿川东游击纵队防止游
击队配合解放军的渡江战略。（万州档案馆） 

【标题】川鄂边游击队的战斗 
【文字】川鄂边游击队，又称石（柱）利（川）万（县）忠（县）

边区游击队，成立于 1948 年 2 月，司令员秦禄廷，政委唐虚谷。川
鄂边游击队在中共南岸工委领导下，先后于川东南岸和鄂西利川，利
用方斗山、七矅山地形复杂，川鄂边行政交错等特点，进行游击战争，
直至下川东解放。 

【图表】 
川鄂边游击队组织序列 
司令：秦禄延  
政委：唐虚谷 
石利万忠边区大队 
大队长：黎万川 
指导员：邵容光 
副指导员：黎旭阳 
丰石边区大队 
大队长兼指导员：余大河 
副大队长：胡朝聘 
石南大队 
大队长兼指导员：秦月廷 
副大队长：罗德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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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中共川鄂边地方组织培养骨干力量的地址——江池小学。

（万州烈士陵园） 

 

【照片】唐虚谷（1908—1949）四川渠县人。1939 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曾任中共渠县中心县委宣传部长。1942 年转移到万县，后
任中共下川东地工委委员、川东南岸工委书记、川鄂边游击队政委等
职。1946 年初，到重庆红岩村参加中共中央南方局举办的学习班，
学习期间，王若飞接见他时告诫：你们要把老百姓当父亲，老百姓才
会把你们当儿子。他以此为座右铭，回到万县后，经常翻山越岭，深
入农村，宣传组织群众。1948 年 6 月，在万县龙驹坝和妻子张静芳
一起被捕，关押于渣滓洞。1949 年 11 月 14 日牺牲于重庆歌乐山电
台岚垭。（669） 

 

【照片】张静芳（1912－1949）女，四川渠县人。全民族抗战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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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后，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9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渠县
抗日妇女救国会会长。1942 年随丈夫唐虚谷转移万县，以小学教师、
客栈老板娘的身份为掩护协助其工作。1948 年 6 月，在万县龙驹坝
和丈夫唐虚谷一起被捕，关押于渣滓洞看守所。1949 年 11 月 27 日
牺牲于渣滓洞大屠杀。（82） 

 
【照片】川鄂边游击队反“围剿”的指挥地址——丰都五龙后坪。

（万州烈士陵园） 

 
【照片】1948 年 12 月，川鄂边游击队反“围剿”胜利后，会师

和召开重要军事会议的地址——曾家院子。（万州烈士陵园） 

 

【照片】川鄂边游击队战斗地——石柱县鱼池坝。（万州烈士陵
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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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1949 年 5 月，川鄂边游击队在万县走马岭将国民党万

县龙驹区区长唐锡珠抓获，唐锡珠欲逃走被击毙。图为万县走马岭现
状。（万州烈士陵园） 

 

【照片】1949 年 11 月，川鄂边游击队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部
解放了石柱县城。图为石柱县新貌。（万州烈士陵园） 

 
【照片】1949 年 11 月 20 日，川鄂边游击队协助中国人民解放

军第四野战军镇江三支队解放西沱镇（当时东南部属万县，西部属忠
县）。图为西沱镇现状。（万州烈士陵园） 

 
【标题】统战策反迎解放（万州档案馆） 
【文字】 
1949 年 11 月 1 日，人民解放军发动解放大西南战役。为迎接解

放，中共下川东地方组织积极开展统战和策反工作，最终迎来了下川
东地区的解放。下川东的解放，标志着近一个世纪以来，下川东人民
为推翻三座大山的压迫，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前仆后继的英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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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图表】下川东地区统战策反情况表（可制作为灯片或用电子滚

动民屏形式显示） 
区县 统战策反情况 

巫山 中共万县中心县委委员谭悌生派两巫特支委员卢恺言策反巫山县常备自卫总队副总队长李非武及第一中队长

苏廷举，达成起义协议。 

奉节 中共万县中心县委分管奉节工作的谈剑啸，通过党员周朗之策反县长屈进修，使其接受党组织提出的起义条件。 

云阳 中共万县中心县委分管云阳工作的邹予明与云阳县民众自卫部队副队长湛廷谈判，达成起义协议。 

梁平 策反梁山挺进军副军长孟浩然等，使其率部起义。 

忠县 中共忠县县委策反忠县县长占庭举、县常备自卫团团长罗新元、副团长马剑秋，使其接受起义条件。 

万县 中共万县中心县委书记杨建成直接领导策反万县参议长、代理县长兼警备司令陈希柏的工作，使陈接受党组织

提出的起义条件；策反四川省第九区行政督查专员、保安司令李鸿焘，使其通电起义。 

开县 中共万县中心县委委员王庸策反开县、开江、城口、巫溪四县联防清剿指挥官兼开县县长廖敬安，达成起义协

议。 

城口县 中共万县中心县委委员王庸策反开县、开江、城口、巫溪四县联防清剿指挥官兼开县县长廖敬安，达成起义协

议；中共党员陈秀松对城口上层人士徐植林、朱宁侯等进行统战和策反工作，使之接受起义条件。 

巫溪县 中共万县中心县委委员王庸策反开县、开江、城口、巫溪四县联防清剿指挥官兼开县县长廖敬安，达成起义协

议。 

 

 

【照片】1949 年 12 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司令部、政
治部联合发布解放大西南的布告。（万州档案馆） 

 

【照片】解放大西南途中的刘伯承（右一）、邓小平（左一）、张
际春（中）。（巴渝丰碑 76 页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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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大西南途中（万州档案馆） 

 

【实物】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大西南途中出具的借条（万州档案
馆） 

 

【照片】1949 年 12 月 7 日，国民党四川省第九行政督察专员、
保安司令李鸿焘被成功策反，宣布起义。图为《立言晚报》的报道。 

 

【照片】1949 年 12 月 8 日上午 9 时 50 分，中国人民解放军江
汉军区独立一师官兵乘“岷山”号登陆艇抵达万县，受到在杨家街口
等候的数万群众热烈欢迎。（万州简史 55 页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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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人民日报》刊登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重庆、万县的消
息。（万州简史 56 页） 

 

【照片】《立言晚报》对万县和平解放的报道（万州档案馆） 

 

【照片】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县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第一号布告（万
州简史 56 页） 

 

【照片】1949 年 12 月 8 日中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 124
师一部乘“同心”“民政”“民彝”轮由云阳抵达万县，入城与独一师
会师，万县和平解放。图为解放军列队进入万县城区。（万州简史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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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照片】隆重的入城仪式（万州简史 55 页） 
【图表】下川东地区各县解放时间表（可制作为灯片或用电子滚

动民屏形式显示） 
区县 解放时间 解放方式 

巫山 1949年 12月 2日 和平解放 

奉节 1949年 12月 3日 和平解放 

云阳 1949年 12月 6日 和平解放 

梁平 1949年 12月 7日 和平解放 

忠县 1949年 12月 7日 和平解放 

万县 1949年 12月 8日 和平解放 

开县 1949年 12月 8日 和平解放 

城口县 1949年 12月 13 日 和平解放 

巫溪县 1949年 12月 14 日 和平解放 

 
结束语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下川东，一片英雄的土地，一片血染的土地。在这片土地上，党

领导的革命斗争潮涨潮落，英勇悲壮，波澜壮阔。在这片土地上，下
川东人民前赴后继、百折不挠、英勇奋斗。下川东地区的革命史，书
写了无数中华儿女为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虽经风雨而初心不改、虽历
磨难而使命在肩的历史担当，铭刻着无数革命先驱为民族独立和人民
解放而奋勇牺牲的斗争历程。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是最好的营养剂。 
今天的中国，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站在

新的历史起点，肩负新的时代使命，新的答卷正等待着我们去书写，
新的丰碑正等待着我们去筑造。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周围，时刻铭记历史，从历史中汲取奋进之力，为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磅礴力量，在新的征程中书写新的辉煌
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