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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陕苏区历史亲历者调访资料收集整理调研报告 

刘长江、何先成、陈显川、刘益君、郑丽天 

【专报要点】川陕苏区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大区

域。但其研究一直相当薄弱和滞后。造成这一学术困境的重

要因素是历史文献资料的匮乏。因此，课题组有重点地加强

了对川陕苏区历史亲历者调访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工作，形成

了 26 万字的《川陕苏区历史亲历者调访资料选编》。全书共

分为七个部分：川陕苏区的战斗、川陕苏区的宣传、川陕苏

区的妇女、川陕苏区的通信、川陕苏区的医疗、川陕苏区的

童子团及其他等，多角度地展示了川陕苏区的红色历史，再

现了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政权建设、机构建设、组织建设、军

队建设、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等，内容十分丰富，给人一种

真实的震憾：既有从军经历，战斗故事，又有经济文化，生

活轶事；既有苏区经历，凡人小事，又有长征经历，英雄壮

举；既有参加红军共同战斗生活的快乐和荣光，也有被迫离

队颠簸流离的痛苦和忧伤。有许多史料，为第一次曝光；有

许多讲述，为第一次见诸正式的文字记载。这些珍贵的调访

资料，不仅对于推动当下川陕苏区史的研究走向深入有着重

大的学术价值，而且对于深化达州市等革命老区红色文化的

研究，传承红色记忆、助推地方发展，亦具有重要的应用价

值。 

一、川陕苏区历史亲历者调访资料收集整理的主要对象 

川陕苏区历史亲历者调访资料，作为记录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

的重要载体，反映着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军民创建革命政权、从事革

命运动的艰辛历程和历史成就，一直以来得到党和政府以及学术界的

高度重视。新中国成立后，尤其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共中央党史

资料征集委员会与各地方、各部门党史资料征集机构的普遍设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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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党史资料征集机构、档案馆及有关部门和党史工作者的努力下，

涉及川陕苏区史的亲历者调访资料被搜集、整理和出版或内部印行。

然而，由于诸因素制约，这些珍贵口述史料形成后，只有少部分红军

因参与创建川陕苏区的特殊身份与地位，对那段红色历史进行了讲述

和回忆，出版的回忆录等有关著作不少。而有过红色经历的红军普通

一兵们的调访资料尚未编辑整理出版，很少为外界所与闻，开发利用

率极低，更为严重的是，长期以来，这些史料保存形式多为手抄复本，

加之由于缺乏保存条件，纸张质量较差，目前大部分或纸张发黄，或

字迹淡化，或缺页破损，或虫蚀发霉甚至腐化，导致其有湮没于历史

记忆长河中的危险。如果说，高层军将的回忆录或口述史料是川陕苏

区史的骨骼，那么众多普通红军的口述史料则是川陕苏区史的血肉。

唯其普通，所以伟大；唯其本地，方显其独特。为使这些调访资料的

价值得到应有体现，发挥“存史、资政、育人”作用，用“活着的红

色历史”讲述和记录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光辉历史，激励老区人民脱贫

致富奔小康。课题组从巴中市档案馆、达州市档案馆、四川万源市档

案馆和战史陈列馆、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渠县档案馆、通江县档

案馆、南江县党史办等单位搜集了大量川陕苏区历史亲历者的调访资

料，并从这些资料中，遴选出近 160份老红军口述调访资料。 

二、川陕苏区历史亲历者调访资料收集整理的主要内容 

巴中市委党史研究室、巴中市档案馆、将帅碑林纪念馆等长期从

事川陕苏区历史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先后直接拜访了 3000 多人次

红军将士，或通过与红军将士的后代访谈，搜集了不少老红军的照片、

纪念物、回忆录等珍贵资料。这些成果大多没有公开出版，难以被广

大的研究者参考。这些未刊内部资料里，包含有相当部分历史亲历者

的见闻和回忆，以及红军后代对父辈祖辈的历史经历、生活与性格等

方面的叙述，是研究川陕苏区历史的重要文献资料，对了解革命历史，

以及红军个人的生活史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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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崇鱼主编《红后心声》一书，主要是记录巴中川陕苏区将帅碑

林纪念馆曾经在直接拜访健在红军将士的同时，也与红二代、红三代

等进行了见面交谈，至少在 5000 人次左右，从他们这里收集到了大

量照片、回忆录等珍贵的历史资料。作为红军后代，他们大多从小听

父辈祖辈讲述革命历史，因此对老红军的认识与回忆具有重要的参考

价值。中共宣汉县委党史研究室组织编写的《宣汉红色史料选编》（内

部资料，2005年）、《宣汉党史资料》（内部资料）中，收录了部分川

陕苏区历史亲历者的回忆录或口述笔录。他们回忆了川陕苏区时期广

大军民前赴后继、英勇奋斗保卫革命根据地的峰火岁月。在红四方面

军入川前，游击队是中共在四川的主要革命力量。张彪《回忆夜袭虾

耙口团局》、贺长清《回忆川东游击军》和任忠和《川东游击队的地

下兵器厂》回忆了游击队的发展壮大过程及其战绩。红军入川后，民

众踊跃参军。王定烈 《回忆当红军》一文回忆了自己告别母亲，参

加红军的经历。红四方面军与四川军阀和地方民团进行了多次战斗，

唐绍均、李成春《许世友同志谈话纪要》记录了红四方面军与四川六

路军阀作战和张国焘在川陕苏区的主要错误等情况。这都是研究川陕

苏区时期红四方面军战史的重要口述史料。此外，吴永福的《在宣汉

战斗的回顾》、廖乐山采访纪录《红军向宣汉进军的片段回忆》和杨

波《忆红四军三十团在宣汉的战斗》等史料有助于我们了解红军在宣

汉战斗的情形。 

开国中将程世才的《红四方面军粉碎“六路围攻”战况回忆》、

杨波的《反敌六路围攻的战斗经历》，为我们研究川陕苏区时期红四

方面军中下层将官在反“六路围攻”中的贡献提供了鲜活、生动的史

料。徐深吉中将的回忆文章《“将在外，君命有所不授”》，对于我们

了解红四方面军在川陕苏区时期的战略战术和作战纪律很有作用。贺

长清《关于川陕革命根据地建立和发展的历史背景与条件》的回忆文

章，对于我们深入了解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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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中权少将在《怀念敬爱的杨克明同志》中深情回忆了红四方面军的

高级指挥员杨克明。李蓉兰《忆冉南轩》一文是关于张国焘在红三十

三军中开展肃反情况的珍贵史料。杨波《红三十团参加峰城恶战的回

忆》。这些文章为我们认识红军的多样战术提供了史料支持。王波在

《怀念红三十三军副军长罗南辉同志》中回忆了罗南辉在三十三军中

的事迹。该文是研究红军将领品质、军内各级关系、官民关系和红军

战术的重要史料。王朝禄《红二九六团团长王正坤》回忆了和王正坤

的两次见面情况，上将陈锡联在《我们的师长》一文中深情回忆了川

陕革命根据地时期自己的首长汪烈山师长艰苦朴素，关心战士的品

质。该文有助于我们了解红四方面军内部将兵关系。 

《万源保卫战战史陈列馆专辑》（内部资料，1986 年 8 月）第四

部分“本县红军回忆录”中搜集了大量万源红军将士在川陕苏区时期

的回忆文章。袁力先《红军时期团以下通信兵》记录了团以下通信兵

的建制、训练、执行任务的情况。王芸 《妇女排回忆片断》讲述了

妇女排战士在执行运输任务过程中相互帮助的情谊。许中砥《宣汉县

苏维埃在胡家时期的保卫局》介绍了宣汉县苏维埃在胡家时期保卫局

的建制、功能和肃反扩大化的一些情况。杨波《回忆红四方面军总医

院的艰苦历程》记录了红四方面军总医院的地址、编制、床位、领导、

看护营等情况和医护人员克服药品器材短缺，在困境中奋斗的事迹。

老红军邓开祥的回忆文章《投身革命 忠于革命》，邱大兴的《万源保

卫战期间的大竹河》，老红军李定江的《白手兴工厂 造船渡大军》，

红军老战士王德连的《巧渡嘉陵江》，老红军邱伯纯的《每逢“八一”

想团长》，老红军熊国军的《我参加革命的经过》，老红军周建坤的《参

军的回忆》，杜雨生的《二渡嘉陵江》。 

这些回忆文章或口述笔录从不同视角再现了川陕苏区政治、经

济、军事、社会生活等方面内容，对于我们研究川陕苏区的发展、党

建、土地革命、肃反、政权建设、军民日常生活、社会文化建设、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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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独立团、妇女解放运动等问题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达县地区党史资料》1984年第 2期（内部资料）在《一、二战

时期我区的妇女解放运动》一文中收录了原存达县党史办现已无法找

到的部分老红军的回忆录，比如《罗廷英同志回忆录》、《杨文局革命

回忆录》、《罗廷英谈话纪要》等。在《我区人民配合川陕苏区的斗争》

一文中收录了一些老红军的口述记录，还有一些老红军的档案，比如

彭开福 1958 年的口述记录，宣汉县清溪乡雷仁杰口述记录，宣汉县

明月乡万国体、何全祥口述记录，宣汉县天生乡徐方培、裴定吉口述

记录，宣汉县黄金乡罗孝元口述记录，以及在晏云陔档案内发现的吴

崇德于 1956年 11月 26日写于八庙乡的关于渠县独立营的内容，1984

年 6月 8日郑云芳、范明朗记录整理的吴松谈渠县独立营的内容。 

谯光发整理的通江红卫村干休所王金武的回忆录《我的战斗历

程》，该文对于研究川陕苏区时期童子团、少先队等内容有一定史料

价值。20 世纪 80 年代全国幸存的 37 位红军女英雄之一杨文局的回

忆文章《在党的教养下成长——三十年代初我参加达县地下斗争情况

的一些回忆》为我们研究川陕苏区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提供了鲜活的

史料。她的另一篇回忆文章《忆袁克服同志二三事》对于我们研究川

陕苏区时期政治保卫局、肃反以及红军将领的品质有着重要史料价

值。以上几篇回忆录收录在《达县地区党史资料》（1983年第 3期，

内部资料）。 

中共白沙工农区委党史工委办公室编的《党史资料》第 16 期

（1987 年 9 月）收录了部分口述资料以及党史工作者根据口述资料

整理而成的具有史料性质的传记。比如《大面山战地后勤队》《苏区

妇女运粮队长苏成美》《苏区粮食委员龚承新》《红军三人打垮灰军一

个连》《“唐瘟猪”火烧石塘粮仓》，等。这些资料为我们深刻认识川

陕苏区的后勤供应情况、妇女运动、红军宣传等问题提供了史料支持。 

中共万源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的《中共万源地方史》（1921—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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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 9月，内部资料），收录了部分在世的原川陕苏区万源军民对

川陕苏区时期历史、个人经历的回忆录。比如朱连兴《红军扎在董家

坪》，唐思成《我当红军交通队》，老铁工朱凤仙《我为红军打铁忙》、

石窝场老人冉太和《我当红军运输队》，老红军李萍《妇女运输连》，

榨油工人欧友全《红军来到油房塝》，老红军刘文治《我为红军缝衣

裳》。 

《中国共产党魏家地方史》第二章《工农红军》（内部资料），收

录了现在在世的曾在魏家生活或进行过革命斗争的居民或老红军关

于红军在魏家的政事活动、军事活动等内容的口述资料。另外，该章

还收录了一些没有正式出版发行的红军石刻标语、红军布告、革命歌

谣等内容。毋庸臵疑，该书第二章为我们从不同角度研究川陕苏区的

基层政权建设、军事斗争、社会治理、群团组织、妇女运动、苏区地

方医院和政治部的建制情况等内容提供了重要史料。 

课题组还从巴中市档案馆、达州市档案馆、四川万源市档案馆、

渠县档案馆等单位搜集了大量川陕苏区历史亲历者的调访资料，并从

这些资料中，遴选出近 160份老红军口述调访资料，编纂成《川陕苏

区历史亲历者调访资料选编》。全书共分为川陕苏区的战斗、川陕苏

区的宣传、川陕苏区的妇女、川陕苏区的通信、川陕苏区的医疗、川

陕苏区的童子团及其他等七个部分，多角度地展示了川陕苏区的红色

历史，再现了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政权建设、机构建设、组织建设、军

队建设、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等，内容十分丰富，给人一种真实的震

憾：既有从军经历，战斗故事，又有经济文化，生活轶事；既有苏区

经历，凡人小事，又有长征经历，英雄壮举；既有参加红军共同战斗

生活的快乐和荣光，也有被迫离队颠簸流离的痛苦和忧伤。有许多史

料，为第一次曝光；有许多讲述，为第一次见诸正式的文字记载。 

三、川陕苏区历史亲历者调访资料收集整理的意义和价值 

川陕苏区历史亲历者调访资料的收集、整理，不仅对于推动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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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陕苏区史的研究走向深入有着重大的意义，而且课题成果本身就具

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 

这些珍贵的红色讲述，是老红军们留存人世的最后讲述，也是老

红军们关于自己个人那段历史的最后讲述，更是关于当年川陕苏区红

色历史的最后讲述。这些珍贵的调访资料，不仅有助于印证和补充有

关川陕苏区历史文献资料的内容，而且有助于厘清苏区史实，拓宽研

究领域，创新研究视角，深化对川陕苏区历史的认识，还将为今后深

入开展涉及川陕苏区重大问题的多学科、多视角研究，提供更为全面、

丰富、鲜活的史料来源。利用调查的川陕苏区历史亲历者调访资料选

择川陕苏区研究中的若干重要问题、薄弱问题、空白问题进行深入细

致的专题研究，可以推动川陕苏区历史研究走向深入、迈上新的台阶。

同时，通过丰富历史文献资料，深化对红色文化的研究，传承红色记

忆、助推地方发展。 

 

附录：《川陕苏区历史亲历者调访资料选编》 

（注：如需调阅本成果请与四川革命老区发展研究中心

联系，联系人：刘长江，办公室电话：0818-2790070，移动电

话：13778302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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