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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素园对革命道路的探索与实践

口 李 庄

(毕节师专政史系，贵州 毕节551700)

摘要：周素园作为一个进步的爱国主义者，他矢志于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事业。面对苦难深重的

社会现实，面对迷茫麻木的平民百姓，他著书立说，摇旗呐喊，以唤起大多数人的觉悟。他在其朋友及革

命同志的帮助下，努力探索革命道路，在走过改良主义，民主主义之后，最终牢固地树立了坚定的共产主

义信念，并积极投身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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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仃act：As a progre翳ive patriot，zhou SuyllaJl vowed to adhere to the independence and freedom cause 0f tlle

Chinese nation． Facing the untold s豳ring social reality强d the confused aJld apa出etic coHmmn people， 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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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素园(1879一1958年)，原名周培艺，1879

年诞生于贵州省毕节县城。他漫长的一生，经历

过清朝、民国和新中国三个时期，他是中国近现代

史上许多重大事件的见证人，更是贵州大地上激

流震荡、风云变幻的亲历者和领导人。他积极从

事中华民族的解放、独立与自由的伟大事业，积极

进行革命道路的探索，以有限的生命铸就了无限

的辉煌，谱写了一曲壮丽绚美的人生乐章。诚如

王震在为《周素园文集》作序中所称赞“周素园的

一生，是一个爱国者追求救国救民之路，历经艰难

挫折，终于找到真理的一生”。毛泽东主席也高度

评价周素园“你是我们的一个十分亲切而又可敬

的朋友与革命的同志，是一个奋斗的人”。周素园

本人也用一句话勾画了自己的一生。“期待着光

明，等候着光明，望见了光明，光明来到了”。由此

可见，周素园奋斗之艰辛，人生之辉煌无疑与其对

革命道路的艰辛探索有着极大关系。

周素园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之家，幼年深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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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的熏陶而长于辞章之学，思辩之理，也有

读书做官，显亲扬名的抱负。他虽然没有进过私

塾，但家庭教育对其帮助非常大，为其今后成为贵

州史上的一位巨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受过良好

的家庭教育，面对动荡不安的时局，目睹饱受苦难

的百姓，怀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这一切为其对

革命道路的探索提供了契机。综观其探索历程，

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时期。

一、目睹国难。主张改良主义

改良主义思想是19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

中国的一股进步思潮。它主张自上而下的改革，

建立中国的资本主义制度。这种思想在当时具有

一定的进步性，为许多不甘寂寞之士所接受。青

少年时期的周素园也是这种思想的信奉者。

周素园青少年时期正值腐败的清王朝在列强

的侵略下摇摇欲坠，中国向半封建半殖民地化过

渡。1894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及清政府战败

后被迫签定的《马关条约》，大大刺激了周素园，唤

起了他的爱国热情，深痛所学“四书五经”的无用。

后清侍郎严修督学黔中，对其极为赏识，劝其钻研

经学。周索园愤然答道：“中东之役，丧师辱国，强

邻环伺，惧陷瓜分，我辈尚不亟谋改良政治以图救

亡，宁再事咬文嚼字耶?”⋯面对苦难深重的中国

人民，面对日趋严重的民族危机，强烈的爱国主义

思想使其萌生了改良政治的企图，这是周素园人

生旅途的第一次思想转变，也是他探索革命道路

的开始。从此，周素园从封建传统的藩篱中走出

来，视国家、民族的命运为己任，努力学习西方的

新思想、新知识，探求救国救民之道路。在此期

间，周素园博览了《校梆庐抗议》、《海国图志》、《时

务报》、《湘学报》、《万国公报》等等进步书刊。通

过了解西方资本主义的新思想、新事物、新知识之

后，周素园得出了西方国家由“变法”而图强的结

论，接受了维新派指导变法的思想，即“观大地诸

国，皆以变法而强，守旧而亡；观万国之势，能变则

全，不变则亡”。面对西方的经济繁荣，回望祖国

的满目疮痍，周素园忧心不已，认定国土之沦丧，

人民之苦难，原因不在别的，全在于政府的无能，

而政府的无能又是由于默守陈规，不思变法所致。

西方由“变”而强，中国则由“不变”而弱，反差是如

此强烈。因此中国只有效仿西方，图谋变革，才能

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才能免遭列强宰割的厄运。

周素园虽然接受了维新派提出的改良变法思

想，但他认为当务之急是：“注重教育以开民智，提

倡实业以抗外力”。正如他在《为黄济舟与刘统之

论筹办贵州矿务总公司事宜书》中所言：“邦之兴

无他道焉，兴于一般人民咸有国家之意识，权利之

思想；邦之丧，亦无他道焉，丧于一般人民胥无国

家之意识、权利之思想也。”忸1为此，他主张输入新

学、改良政治、发展经济、普及教育，创设报馆、举

办警察、训练新军⋯⋯借以富国强兵，启发民智。

他此时的种种改良建议，其目的都是为了使国家

繁荣富强，与西方列强并驾齐驱，这足见他试图通

过振兴清王朝来挽救国家危亡的一片苦心。

在其众多改良建议中，设报馆，办报纸是其身

体力行，呕心沥血且颇有成效的一项改良措施。

周素园曾这样说道：“输送文明之利器，莫良于报

馆”。“凡人之情，不闻则不知，不见则不明，不知

则东西可以易位，不明则黑白可以变色”。b1他在

和于德楷的谈话中也说道：“凡公共事业，类非一

手一足之烈，今吾以热诚倡率，而社会冷酷报之，

此非社会有不足于我也，患在愚昧而无知。谓宜

将路矿暂搁，转从开通民智人手，发行日报，举指

导社会之实，更积岁月，效果当有矣。”H1经过两年

筹备的《黔报》终于在1907年8月17日创刊发

行。《黔报》的主旨在于响应清政府的“仿行宪

政”，宣传君主立宪和新思想。但是，《黔报》的发

行，拓展了人们的眼界，传播了先进的思想，唤醒

了爱国志士的热忱，打破了贵州社会沉闷的气氛，

它在一定程度上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作了舆论

上、思想上的准备。

二、身体力行．投身于革命洪流

周素园筹办《黔报》时，曾于1905年冬由贵阳

去上海购买印刷机和培训技术工人。到上海后，

他接触了许多留日归国的学生，看到了许多鼓吹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书报。这对他摆脱资产阶级

改良主义思想大有帮助。此后，周素园经好友王

子隽的介绍结识了张百麟。在张百麟的劝说、帮

助和影响下，周素园从通过清政府救国的幻想中

觉醒过来，彻底抛弃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投身到

如火如茶的推翻清政府的革命洪流之中。

1907年11月，周素园作为白洽学社的发起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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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参加了成立大会。自治学社以“学社”为名，

而以政党为实。它是贵州的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

政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开始了作推翻清王朝反动

政权的准备。在周素园等的领导下，自治学社主

办的《西南日报》开始了争取民主权利的宣传运

动。

1909年夏秋之交，开国会请愿运动风靡全

国，周素园代表自治学社召集社会各界开会，趁机

扩大了自治学社的影响以及革命运动的宣传。这

是自治学社开展的第一次争取民主权利的宣传运

动。

1910年1月，自治学社发起了国民捐运动，

以响应天津商会发起的筹还国债运动。自治学社

发起国民捐运动，本意是：“密议集有巨款，即备军

械、练乡团，联合各省，伺隙大举”。【51但由于遭到

立宪党的破坏，没有成功，反而给贵州反动当局以

口实，借机逮捕了自治学社成员陈永锡。自治学

社中有的人害怕了，畏缩了，而周素园却更加坚

定。他对同志们说：“我辈革命死，不革命亦死，等

死耳，要以革命死为最大幸事，何惧哉!”№1这表现

了周素园不惜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的豪情壮志，

也更加明确了他的革命信念。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全国震

动。周素园积极参加策划贵州自治党人的起义，

并负责指挥警察界。随着革命形势的快速发展，

张百麟、周素园等自治党领导人认为：“目前之有

利形势，革命不流血，必可办到”。"111月2日，张

百麟、周素园等七人冒死到巡抚署劝告巡抚沈瑜

庆依从民意，和平交出政权。但沈瑜庆企图以缓

兵之计，拖延时间以血洗自治党。周素园等人见

形势危急，决定立即起义。起义成功后，周素园被

推选为七枢密员之一，并担任了贵州军政府行政

总理。他在贵州军政府檄文中对清政府作了有力

的挞伐：“吾族为神明之世胄，中华为吾族之国土，

中华主人，当然吾族⋯⋯何物鞑子，竟盘距至今二

百六十有八载矣⋯⋯即此贼民，应行革命，况其祸

国，尤有罪大恶极之事实⋯⋯祸国至此，敢不速

锄?再延日月，亡国灭种⋯⋯今我民党，赓续起

义，不辞万死终图一生⋯⋯行见全国响应，直捣黄

龙。组织政体，惟一共和，统治中华惟一吾族，于

千万年，永无极。”(s1这表明周素园推翻满清王朝，
· 28 ·

振兴祖国的决心。

此后，周素园积极参与策划贵州军政府援川、

北伐的行动，主持全省民政事务。他夜以继日地

奋斗，全力以赴的工作，为贵州军政府的建设作出

突出的贡献。

三、口诛笔伐．为挽救革命奔走呼号

1912年2月，立宪派领导人采取阴谋手段，

发动反革命政变。3月，刘显世等人勾结滇军颠

覆了贵州军政府，成功仅三个月的贵州资产阶级

革命宣告失败。许多自治学社领导人遭到逮捕和

杀害，周素园凭借其社会声望较高而侥幸逃脱，从

此开始了近10年艰难辛酸的政治流亡生涯。这

是周素园在政治上失望彷徨，思想上极端痛苦，经

济上十分窘困，家庭上屡遭变故的时期。正如他

在致王孟群函中所言：“弟自民元失败后，觉世间

事不过尔尔，苟求糊口，毫无意于政治之活动”。旧1

贵州军政府被颠覆后，周素园为挽救革命，曾

在四川、重庆通电全国，宣布唐继尧、刘显世、任可

澄为祸贵州的罪状，控诉他们在贵州犯下的罪行，

揭露他们欲独霸西南的野心。此外周索园还组织

黔人怨愤团，奔走呼号，伸张正义。他还执笔写成

了《贵州血泪通告书》、《黔人怨愤团宣言书》、《稽

勋表册底稿》等书为贵州革命党鸣冤，为贵州革命

同志请功授勋，揭露反动势力的野蛮行径和倒行

逆施。他企图靠北京政府的袁世凯通过法律解决

贵州问题，但袁世凯对贵州反动派却极力袒护，并

暗中图谋残害贵州革命党人。周素园本人也被袁

世凯明令通缉而被迫离京。袁世凯的一系列卑鄙

行径给周素园以沉重打击，他认识到谋求袁政府

解决贵州问题，无异于与虎谋皮。此时的周素园

万分伤心、失望，多次决心不问政治，正如他在给

徐世昌的上书中说：“培艺腐心国事，不谈时局之

日久矣。”[1们但是他一想到革命不能半途而废，贵

州不能任强盗横行，贵州革命党人的血不能自流，

又萌生了“谁能推倒党仇者，吾辈即因而奉戴

之州¨’的想法，于是，他奔走于各派军阀之间，希

望借助有实力的军阀解决贵州的问题，然而，各军

阀之间连年混战，祸国殃民，狼狈为奸，使周素园

痛感“乃一察其内容，与我之所希望者，不啻背道

而驰”。¨副

1925年9月，满怀失望的周素园回到了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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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节，退出了政坛，闭门读书，过着一种休闲安逸

的隐士生活。但他却没有一天停止思考过，他总

结自己涉身政坛的经验教训，反思自己十多年政

治生涯的得失，探索自己人生的正确道路和国家

的出路，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四、面对光明．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周素园曾于1924一1925年间滞留上海近10

个月，此时正值国共合作酝酿和实现的时期，大革

命的浪潮即将到来。周素园有机会接触了新民主

主义的理论，他开始阅读马列主义的书籍，从共产

党的理论和纲领中，周素园依稀看到了救国救民

的出路。在归田毕节的十余载岁月中，周素园精

读了许多马列主义的书籍并作了认真的批注。通

过学习和思索，周素园找到了马列主义这个放之

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找到了救国救民的真理。他

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体

系。我们要认识社会，说明社会，差不多是不可能

的”。[131这表明周素园已经开始成为马列主义的

信奉者和实践者。

“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华北

事变”后，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昭然若揭。面对国

难，满怀爱国热情的周素园忧心如焚，苦于报国无

门。他在一封家书中写道：“眼看祖国危亡迫在眉

睫，也不能有丝毫表现，每天端碗吃饭，真是一百

二十个的惭愧”。H引

1936年2月，当红军转战到毕节时，周素园

义无反顾地加入了红军，是什么力量迫使年近六

旬的老人参加红军呢?周素园在给张道藩的信中

作了明确的答复。“为什么杜门十二年忽然参加

了红军，这就不能不说是南京的对日政策逼我走

上了这条路。‘九·一八’以来，四五年间主权领土

丧失几何?而政府一次退让，三次四次仍是退让。

我觉得与其垂老而当亡国奴，不如同情抗敌的队

伍，把这根老骨头投掷荒原，或可对麻木懵懂的群

众刺激他们一下，使大家赶紧觉悟，一致救

国”。㈨

周素园一生坎坷，四处流亡，导致了体弱多

病。在长征途中，党组织担心其年老体衰，怕不能

受长途跋涉之苦，便动员其去香港作统战工作。

当周素园得知此事后慨然说道：“我今年快六十岁

了，以前都没找到光明，今天参加了红军，正是我

一生最光荣的时刻，死也要死到红军里”。【l础周素

园随红军到达延安后，有了更多的机会学习马列

主义的经典著作，有了更多地时间接触社会主义

革命者，通过读书、学习、实践以及毛泽东、周恩

来、贺龙、王震等革命领导同志的关心和帮助，周

素园最终成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也找到了

救国救民的真理——社会主义。

国共第二次合作实现后，周素园以八路军高

级参议的身份，游说于西南各省当局，宣传共产党

团结抗日的主张，称颂八路军作战的英勇成绩，无

情地驳斥国民党对共产党的诬陷中伤。周素园的

宣传、鼓动引起了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敌视，他们派

人跟踪、监视。周素园无奈又回到了毕节，开始了

他历史上的又一个苦难时期，这一时期他虽然政

治上受到严密监视，精神上受到重重压迫，但他没

有放弃自己信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没有说过或

做过有损于共产党的话或事。他坚信，乌云遮不

住太阳，共产党最终一定会带领人民走向胜利。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周素园怀着无

比兴奋的心情致电毛泽东主席：“北京，毛主席：别

来十二年，衰朽余生，犹见解放成功，不胜欣忭，谨

贺胜利”。n71此后，周素园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建

设的激流，旗帜鲜明地参加了历次重大政治运动，

为党和国家献计献策。他在贵州省政府首届会议

闭幕词中说道：“我们要经得起考验，在反封建的

激烈斗争中，坚定人民立场，严正敌我界限，以实

际行动来履践革命的理论，成为毛主席所希望的

一个完全的革命家，而不是只做一个口头的革命

家”。[I盯他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

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在“三反、五反”运动中，

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在整风

运动中⋯⋯周素园都写了大量的文章，表达了自

己的看法，宣传这些运动的正确性和必然性，为党

和国家的社会主义事业做了力所能及的贡献。

周素园由一个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到一个资

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再到一个资产阶级革命者，最

后到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他的一生经历了长

期的复杂的曲折的探索。那么，周素园能够不断

进行探索和转变的原因何在呢?

第一，苦难的中国社会现实和周素园强烈的

爱国主义思想。十九世纪末的中国正处于生死存
· 29·

  万方数据



亡的边缘。甲午战争的创痛、辛丑条约的屈辱，列

强的环伺、山河的沦丧，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社会

现实，深深刺激着周素园的心，激发了他的爱国情

操，激励着他为振救中华而奋斗。正是苦难的社

会现实与爱国主义精神相结合，使得周素园不断

地探索，一步步地走向共产主义。他能走向共产

主义，并不是偶然的历史因素，也不是出于个人的

主观愿望，而是他强烈的爱国之心，救民之志自觉

地顺应历史潮流，把他对祖国的爱与对真理的执

着追求结合起来的结果。

第二，革命同志的帮助和引导。周素园的探

索历程与其革命同志的帮助和引导有密切关系。

他接受资产阶级维新派改良主义思想与著名维新

派官员李端菜有较大关系，他曾担任过李端菜的

助手；他接受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张百麟、王

子隽等人的帮助和影响尤为重要；他接受共产主

义思想，王震、肖克、贺龙等红军领导的帮助和指

导功不可没。在长征中，周素园深切体会到红军

“解衣衣我，推食食我”的阶级友爱，更坚定了他跟

着共产党走的决心。

第三，勤奋好学，勇于探索，与时俱进。周素

园的一生是不断进取的一生，在他的人生旅途中

从未放弃过学习。他在学习中思索；在思索中前．

进；在前进中学习、思索、再前进。正是这种思想

活跃，不懈追求，勤于思考的精神，他才能顺应时

代的潮流，与时俱进，不断探索。在思考和探索

中，走出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主

义的局限，真正确立了牢固的共产主义世界观。

诚如王三运所称赞“周素园先生的一生，是不断追

求进步的一生，是坚持革命的一生，周素园先生离

开我们已经多年了，但人民不会忘记他，他的名字

和业绩永远铭刻在贵州大地上。”【19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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