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 素 园 的一 生
,

经 历 了清 王朝
、

中华 民 国
、

中华 人 民 共 和 国三个

史 时 期
,

这是 一个战 争 和 革 命不 断爆 发 的动 荡 时 代
。

是 什 么 原 因促

周 素 园从 自幼学 习 经史
, “

读 书做 官
,

显亲扬 名
”

的封建传统思 想束缚

挣 脱 出来
,

最初 接 受资 产 阶级 改 良主义
,

继而 转 变为 激进 的资 产 阶级

主 主义
,

最终 转 变 到马 克 思列 宁 主 义 呢 ? 这 就 因为 他是 一个 真 诚 的

着 的爱 国主义 者
。

爱 国主 义 思想 使 他 不 断探 索救 国 救 民 之 路
,

使 他

持 不 渝地 投 身于救 国救 民 的实践 斗 争 中
,

经 历 了 种 种艰 难 和挫折
,

最

找 到 了真 理
—

马 列 主义
。

爱 国 主义思 想使 他从清末 的 秀才转 变 为

州辛 亥 革命 的鼓 吹者 和 领 导者
。

爱 国 主义 思 想 使 他从 军 阀 的幕僚
、

绅

士 转 变 为参 加万 里长 征 的一名 红 军战 士
、

八路军 的高 级参 议
、

贵州省

民 政 府 的副 主席
、

副 省长
。

(一 )

中 日 甲午 之战
,

中 国一 败涂地
,

这对 16 岁 的周 素 园刺 激很 大
,

也

起了 他 的 爱 国 热情
。

从 此
,

他 为寻求 富 国强 兵之 道
,

为拯 救处 于危亡

中国
,

千 方 百计觅 取 宣传 新 思 想 的书 报
,

如 饥 似 渴地 学 习 研究
,

了 解

界 各 国的 历史
、

地 理
、

经 济
、

政 治 和 科学 文化
。

从而 接 受 了 资 产 阶级

新 改革 的 新 思潮
。

这 时期
,

他对 清 王朝 的专 制统 治作 了尖锐 的批 判
,

他写 道 : “

方今 夕

侮 洽 至
,

内政 又 复 不 修
,

上 下 相 蒙
,

政 以 贿 存
。

嗜 利 默 货
,

结 习 深 中 于人 心
,

牢 固 而 不 可 破
。

⋯ ⋯ 天下 之 人 以 为 笠仕 皆 以 牟利
,

固恬然 不知 怪
。

夫 如是 故汲 极 以 官 为寄
,

而惟 剥削 侵渔 之是

务
。

民 积 困 而不 苏
,

国亦积 弱不振
” 。

他 以 满 腔 的爱 国热 情 分析 了 当时 的形 势
,

看 清 了 帝 国主

义列 强 妄 图 瓜 分 中国 的野 心
。

他 说
: “

夫列 强 之 合 力 经 营 中 国 也
,

亦 既 有 年 于兹 矣
。

举 凡海 陆

险要
、

天府 奥 区
,

大 都布 算而 乘 除之
,

悬 衡 而 轻重 之
。

瓜分之 图
,

均势 之 论
,

喧 闻腾 播 于 人人 之
口 。

哀 我 同胞 久 已 续 波兰 之覆 车
,

遵 非洲 之 遗轨
” 。

而 清政府 的反动 统治 者们
, “

堤 溃防决 而营

谋私 利如 故
,

栋 折 攘崩 而 粉饰升 平如 故
” 。

〔引 自《为黄 德铣致 刘 统之 》
,

见 红格 本《素 园书犊 》卷

二 〕
。

对 贵 阳 师范 学校 学生 为 了 维护 民族 尊严
,

反对 日本 帝 国 主义 霸权 主义 的罢课斗 争
,

他 极 力

主张 支持
,

保 护他 们 的爱 国 主义思 想和 行动
。

他在 一 封 信 中写 道 : “

师 范 学校 教 习 岗 山 置 酒 饮

诸 生
,

大 呼 旧 本 万 岁
’ ,

迫 诸 生 和 之
。

诸 生 怀 国耻
,

各 静 然
。

岗山 肆 口 怒 置
,

坐 近 者 且 被 其 拳

击
。

诸生 乃 相率 罢学
” 。

对此 事件
,

他 评论 道 : “

踞 我 土地
,

又 欲胁 我人 民
,

苟非 视 中 国为万劫 奴

隶
,

当不 出此
。

故在 今 日
,

学 可罢
,

交可 绝
,

决 不可 坏 团体
、

伤感 情
,

作敷衍 之 周旋
,

和 平 之 了结
。

⋯ ⋯ 以 我 同胞 爱 国思想 之 薄弱也
,

乃今 始 萌 芽
,

忍 不 为之 调护 而复 加摧 折哉 !
”

面对 即将 到来 的革命高 潮
,

怎 么 办 呢? 他 心 潮 汹 涌
,

热 血澎 湃
,

认 识 到时 代赋 予 的历 史 责

任
,

是要 推 翻腐朽反 动 的清 王朝 的封 建统 治
。

他说
: “

少 年 人 当如 大 风 卷 尘
,

悍流挟 沙
,

涣 莽 而

行
,

去不 反 顾
” 。

他 还认 为 : “

然 当此存 亡 绝续 之 交
,

生 死 肉骨 之 际
,

惟 万 众 一心
,

作 多 方 面 的努

力
” 。

他又 说 : “

吾 人欲 求救 亡之 术
,

惟 有 一德 一 心
,

结合 团体
,

化 除 私见
,

共 谋公益
” 。

他 已认 识

到 要 大声急呼
,

唤醒广大人 民群众
,

要组 织革命团体
,

进 行 多方面革命活动的必要 性和重要 性
。

于是 他经过 多方奔走
,

在 于德楷 等 人 的支 持 下
,

经 两 年 的筹 备
,

19 07 年 7 月 16 日 (农 历 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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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六 月初 七 )
,

创办 贵州 第 一张 报纸 《黔 报》发 行
,

他 是 唯一 的主 编 和 编辑
。

《黔 报》鼓吹爱 国主

义思 想
,

反对 列 强瓜 分 中 国
,

有 如一 股强劲 的春风
,

有 如一石 击 破古 潭死 水
,

打破 了笼罩 贵州 的

沉 闷气 氛
,

它拓 展 了人们 的视野
,

传播 了 先进 的思 想
,

激起了一 切爱 国人 士 的热忱
,

为 贵州资 产

阶级 民 主 主义 革命作了 舆论上
、

思想 上
、

组织 上 的准备
。

在筹 办 《黔 报》期 间
,

他 结识 了 张百麟
。

二 人政 治思 想观 点相 同
,

遂 发起成 立 自治学社
。

自

治学 社虽 以
“

学 社
”

为名
,

而 以政 党 为实 ; 因而 它得 到 了 官方 的批准
,

但 又 暗 中作 推 翻 清政 权 的

准备 ; 他 们 以 合 法 的
、

公 开 的活 动进行 革命 的宣传
、

组 织工作
,

又秘 密地 准备 着 武装 起义
。

19 11

年 n 月 3 日贵 州辛亥 革 命成 功
,

推 翻 了 清 王朝 在 贵州 的封 建统 治
,

周 素 园
、

张 百麟
、

平 刚 等七

人被 推举为 大汉 贵州 军政 府 枢密员
。

n 月 7 日
,

周 素 园被 推 选 为 军政 府 行 政 总理
。

191 2 年 3

月
,

刘 显世等人勾结 滇军 进 人贵 阳
,

猛 攻 都督 府
,

军 政府 被颠 覆
。

周 素 园被迫 弃子 离 乡
,

开始 了

长期 的政 治 流 亡生 活
。

(二 )

从 19 12 年 3 月 起
,

为 了 糊 口
,

也 为 了 借助 外力 来恢 复 贵州 的革 命政 权
。

他 奔 走 于汉 口
、

北

京
、

重 庆 等地
。

1925 年
,

他 回 到 故乡 毕节
。

生 活安 定下 来
,

家 人 团聚
,

似 乎过 着 一种 隐居 生 活
,

但 他 的思 想却 在积极 索 求
。

他 在总结 自身经 历 的经 验 教 训
,

他 在探 索 解救 中 国
、

解 救 人 民
、

改

造社会 的真 理
。

从 此开始 接 触 马 列 主义 书刊
,

并 带 回 家 里 精 心 学 习 研 究
。

他 认 真 阅读 和 研究
了 《国 家 与革 命》

、

《通俗 资本 论 》
、

《共 产 主 义 ABC》
、

《新 政 治 经 济 学 》和 《新 青 年》等 等 书 籍
、

杂

志
。

使他 找 到 了 真理
,

找 到 了 正确 的世 界 观
。 1934 年 夏

,

他 给 老 友 彭 明之 信 中说 : “

弟 比 年 脑

府 充 满 〔对 ]劳苦 大众 之 同情
,

以 为无 压迫
、

无 剥 削方 是 人类社会 之 极 则
” 。

〔引 自《素 园 书犊 》
,

蓝格 本 卷 十二 〕
。

次 年
,

他 在 一 封 家 书 中写 道 : “

余 近 年 常 阅 新 书
,

加 以 冥思 旁证
,

颇 能 日趋 解

放
” 。

后来
,

他 又 说
: “

五 十 「岁 」以 后
,

自己 有 了一 个转 变
” 。

是 什 么 原 因
、

什 么 力 量 使 得他 发 生

转 变
,

顺乎 历 史 发展 的潮 流 呢 ? 除 了 历史 原 因 之外
,

最 突 出 的是 他 高度 的爱 国 心
,

是他 强 烈 的

忧 国忧 民 之志
。

193 5 年初
,

中 国工农 红 军 二
、

六 军 团 攻 占 了毕 节
。

当 地 官 僚
、

大 地 主
、

绅 士 们 纷 纷 逃 跑
。

而他却 留 在 家 中
。

他 想亲 自看看 共产 党领 导 的红 军 的 真 实 面 貌 和执 行 的政 策
。

可 是
,

在 红 军

进 城 之初
,

有 的基 层 干部 不 明 情 况
,

看 到 他 住 的 深 宅 大 院
,

便 派人 去
“

打 土 豪
” ,

并 把 他 也 抓 起

来
,

不 料他 们 从 书架 上搜 出了许 多马 列 主义 书
,

书 上密 圈细 点
,

说 明书 的主人 认真 阅读研 究过
。

“

地 主还读 马 列 ?
”

他们 很 奇怪
。

情 况 汇报 到王 震 那 里
,

马上 约他 见 面
。

在 了解 了他 的过 去情况

和 阅读 马列 书籍的原 因 之后
,

让他 回 家
,

并 发 还了 家产
。

他 的情况 很快被 任弼 时
、

贺龙 等关注
,

多次 和他 亲 切 交谈
。

王震
、

肖克
、

夏 曦也反 复 向他 讲解 马列 主义 基 本原 理
,

共产 党 和 红 军 的性

质
,

尤 其 党关 于建 立抗 日统 一战 线 的纲领 和 红 军北 上 抗 日的 任 务
。

结 合 自身 的经历 和 读 过 的

理论
,

他 对党 和 红军 的认 识提 高 了
,

表 示拥 护共 产 党 的领 导
,

并 毅 然 同 意 出任 由党领 导 在 毕 节

组 建 的贵 州抗 日救 国军 司令 员
。

1936 年 2 月 27 日
,

红 军撤离 毕 节
。

他 不顾 自己 年 高 体 弱
,

舍

去妻 室儿 女
,

投 身到 中国工农 红 军 的行 列 中
,

参 加万 里长 征
。

周 素 园 同红军在 一起
,

历 时九 月
,

行程万里
,

爬 雪 山
,

过 草地
,

经 历千 辛 万苦
,

渡过 万 水 千 山
,

胜 利 地 完成 了史 无前 例 的长 征
。

作

为一 个爱 国民 主人士
,

参 加 红军
,

胜利 到达 陕北
,

是 非 常难 能可 贵 的
,

以 年近花 甲参 加过 长征 的

民 主人士
,

全 国大概 只有 他一 个
。

到保安后
,

他受 到 毛泽 东
、

周 恩来 等 的亲切 接 见
,

并 同他 作 了长 时 间的谈话
,

关 心他 的身体



周 素 园 的 爱 国 心

和生 活
,

鼓励 他 继续 学 习 和 工 作
。

西 安事 变发 生 后
,

他 遵 照 毛 泽东 的指 示
,

给 何应 钦
、

王 伯 群
、

吴忠 信
、

张学 良
、

朱绍 良等 人 写信
,

以 推 动 西 安 事 变 的 和 平解 决
。

他 在 给何 应 钦 的信 中写道 :

“

自
`

九 一八
’

以 来
,

事变 频频
,

丧权 辱 国
,

几 等 于 家常便 饭
,

容 忍复容 忍
,

忍让 复忍让
,

所 谓
`

最 后

关头
’

不 知究 有何 种 限度 ! 弟 虽六 十衰 翁
,

却 不 愿 身 为亡 国 奴
。

故 于 本 年二 月 肖
、

贺 红 军过 境

时慨 然攘 臂
,

从 之西 行
。

窃观 共产 党 主张类 能顺应 潮 流
,

领 导群 众 ; 而 蒋 氏一 切 施 为 务 与此 八

字相 反
。

故 尝发 狂 论决 蒋 氏之必 颠覆
,

共 党 之必 扩张
,

惟 期 间 尚不 能预 完耳 ! 当红 军 主力会 合

之 日
,

正 日寇 进攻 绥 东之 时
。

蒋 氏 欲挽 垂 绝之命运
,

惟 有 俯纳 国 人 之 请 求
, `

停 止 内 战
,

一致 抗

日
’ ,

尤 可维 持其 地 位
。

蒋 氏执 迷 不悟
,

躬率 爪 牙集 议 西安
,

犹 欲 以
`

剿 匪
’

的呼声压 倒抗 日之 情

绪
。

盲 人瞎 马
,

终 于催促 张
、

杨 之爆 发
。

今者 全 国视线 缘 注意 此后 事态 之发 展
,

有 能 主张正谊
,

渝往 日之仇 耻
,

必 为 众望 之所 归 ; 有 仍 观望 形 势
,

谋 个 人 之 权 益
,

必 为舆 论 之所 弃
。

成 功 失 败
,

事无 两 途
” 。

19 37 年 7 月 7 日抗 日战争爆 发
,

他被 任命 为八 路 军 高级 参议
。

他 在 家 书 中写 道 : “

余 本 不

欲写 信
,

国家 民 族生 死存 亡
,

已迫 近最 后 三分钟
,

区 区 家庭 及 个人之 事
,

实无 谈说 之必 要
。

事后

如有 随军移 动情 事
,

再为 函告
。

否 则最 多 只 打算 每月 写一 次信
,

聊报 平 安而 已 ! 人 人 都知 道 国

事危 急
,

人 人都 觉得 不 干我事
,

我 塌下 来 有长 汉子 顶着
。

有些 人甚 至开讲 演
、

写文 章
,

说得 义愤

填膺
、

责 无旁 贷 的
。

枪声 还没 响
,

早 就 藏 到安 全 地 带 去 了
。

我 希望 我 亲 爱 的人
,

保 持 着 健康 的

身体
,

充 满 着积 极 的精 神
,

安 居能 自食 其力
,

困 难 则执 戈 以 从
。

这算 是我 最后 的赠 言
” 。

这 封信

他是 作 为遗 嘱 写 的
,

他 为随军 奔赴 抗 日前 线作 了 牺 牲 的 思想 准 备
。

这 些 话 读起 来 使 人感 到 慷

慨 激 昂的爱 国 主义 精 神
,

和
“

烈士 暮年
,

壮 心 不 已
”

的思想 境界
。

193 7 年 10 月 23 日
,

经毛 泽 东 同意
,

他肩 负 着 党 和毛 泽 东 的托付
,

离 开延 安
。

11 月 初抵 达

重 庆
,

国 民 党 当局拒 不见 面
,

只 用信 函 作不 着 边 际的答 复
。

n 月底
,

他转 去 成都
。

1938 年 1 月

中旬
,

又抵 达 昆 明
。

他 受到龙 云 和其 他一 些 上层 人 士 的欢 迎
,

对他 优礼 有加
。

他 向他 们宣 传 了

党 的方 针政 策
,

在各 种 场合借 机宣 传共产 党 的政 治 主 张
,

宣扬 八 路 军 对 日作 战 的英雄 事 迹 ; 对
国 民 党 的造 谣诽 谤

,

给 予 了无 情 的 驳斥
,

听众 非 常兴奋
。

他还 介绍 了 朱 家璧 等一批 追 求进 步的

青年 去延安 学 习
,

又 把进 步 书籍 留交郑 一斋
、

徐 嘉 瑞
、

刘 惠 之等 学 习 讨论
。

他 还 为八 路 军募 得

两 万盒 云 南 白药 (时价 数万银 元 )
,

运往 前 方救 急
,

使得云 南 当局不 得不 秉承 蒋介石 的 旨意对 他

下 了 逐 客令
。

193 8 年 4 月
,

他 回 到 贵 阳
,

等待 他 的却是 反动 政权 的周 密 防范 和 监 视
,

并警 告 他 不得 在 贵
阳停 留

。
5 月

,

回 到毕 节
,

开 始 了他 一 生历 史 上另 一 个苦 难 的 时期
。

这 是 他政 治 上受 到严 密监

视 的 十 二 年
,

思 想 上受 到 重 重压 迫 的 十 二 年
,

也 是 他 贫病 交 加 的十 二年
。

但 他 忍 受住 了 这 一

切
,

他仍 然 默默 地学 习 马列 主义 书籍
。

在那 乌云 满天
、

长 夜漫 漫 的岁月 里
,

他 期待着 光 明
,

等待

着 光 明
。

194 9 年 12 月 27 日
,

毕 节解 放
,

光 明来 到 了
。

他 积 极 投 人支 援 解 放军 进 军 四 川
、

恢 复社会

秩 序
、

建 立 地方 政权
,

和 扩大统 一 战线 等 繁重 的工 作 中
。

19 50 年 2 月
,

他 应 省 委之 邀 请 到 了 贵 阳
,

苏 振 华 等省 委 领 导 接见 了 他
。

他 广 泛接 解 了 各

方 面社 会人 士
,

听取 他 们 的意见
,

向他 们宣 传党 的方针 政 策
,

起 到 了 很好 的桥 梁作用
。

6 月
,

他

到重 庆 参加 西南 军 政委 员会第 一 次会议
。

他 在会 上发 言说
: “

中华 民 国统治 了 38 年
,

前 半 段掌

握 政权 的是 北洋 派
,

后 半段是 国民 党
。

他们 的作 风 虽 然 表 面上 不 同
,

本 质上 是 一样 的
,

他 们对

内把老 百姓 践踏 在脚 底 下
,

对外 为帝 国主 义 服务
,

压 迫剥 削达 到 了最 高峰
。

物 极必 反
,

广 大 劳

苦群 众 在无 产 阶级 的领 导下站 立起 来 了
。

新 中国 成立 后 仅仅 几个 月的 时间
,

收支平 衡 了
,

物 价

稳定 了
,

成 绩 昭 彰
。

凡 有耳 目
,

共见 共闻
。

有 了这样 负 责 的 政 府
,

有 了这样 历 史 上 无 先 例 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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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
,

我们 不 知道 拥 护
,

说得 上政 治 常识 吗?
”

〔引 自《光 明 日记》卷 二
,

19 50 年 7 月 24 日〕
。

(三 )

现 在我 们 纪念 周 素 园诞辰 100 周 年
,

是 学 习 他 的爱 国主 义精 神
,

学 习 他 忧 国忧 民
,

为 了 救

国救 民在 实 践 斗争 中学 习 先进 的 思想
,

不 断改 造 自己
,

最 终 找 到 了 革命真 理
—

马列 主 义
,

并

持 之 以 恒 的精 神
,

学 习 他 为 了追求 真理
,

勇 于抛 弃 个人的 一 切
,

置生 死 于 度 外
,

甘 于 吃大 苦
、

耐

大 劳
,

参 加 红 军万 里长 征
,

奔 赴抗 日前 线 的毅力 和 勇气
。

注
:

本文 引文 除有 出处外
,

均 引 自《周素园 文集》( 199 4 年贵州人 民 出版社 )

(王葆 和 解 放军离 休 干部 )

责 任编 辑 王 苹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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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表 中所 列
“

字数
”

一律 未计 标点
。

以 上共 47 处错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