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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素园（1879——1958），原名周培艺，贵州

毕节 （今七星关区） 人，一生经历了清朝，民

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朝代，交游复杂，经历

曲折，见证了中国近代现代的历史大变革，并且

积极投身于历史大变革的洪流之中，砥砺思想，

躬身践行，成就了自己传奇的一生和光明的追

求，是贵州省乃至中国近代、现代、当代史上重

要的历史人物。

一

周素园清末时期生长在黔西北，少儿时期即

承家学，母亲刘氏知书达礼，在他幼年时期即教

他背诵唐诗，学习《礼记*曲礼》， 讲述历史故事

等。他的父亲是私塾先生，因此不用进任何学

校，即可跟着父亲学习《昭明文选》、《唐宋八大

家钞》等， 家学渊源深厚。14岁开始独立生活，

16岁考取秀才，17岁从毕节到贵阳，开始接触新

学，阅读当年曾经广泛影响年轻人的新书籍，18
岁结婚。19 岁拔为贡生，开始在毕节设私塾授

徒。22岁乡试不中。1904年 25岁开始走向社会，

加入社会运动潮流之中。先为幕僚、文案，28岁

主笔新创办《黔报》，结识张百麟，参与筹建贵州

省的资产阶级政党自治学社，开始参加政治活

动。一从参加政治，周素园开始了复杂的人生交

游和曲折生活经历。作为自治学社主要成员，

1910年经同盟会贵州支部长平刚介绍，集体参加

了同盟会。从这一年开始，周素园进入了当时贵

州革命活动组织的上层，参加过辛亥革命时贵州

的活动，参与组织起义。

辛亥革命后，周素园继续与许多贵州的上层

人物乃至北洋政府的上层人物发生交往，曾任过

较高的官，也因时局的变换而曾经借贷度日，到

处谋职。其间，经历了两任妻子亡故，长子夭折

等诸多家庭苦难。但在北上、南下过程中，与当

时的许多重要人物打过交道，包括黎元洪、唐继

尧、冯玉祥、王文华、王家烈等。其间的 1927
年，48岁的周素园写成《贵州民党痛史》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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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史明趋止 奋斗得归真
——周素园治史对其思想发展与道路选择的影响

□王明贵

［摘 要］治史是周素园一生中重要的学术追求和政治研究。通过治史，他从历史中获得政治选择的借鉴，

让他的奋斗最终选择归向了政治必须为人民服务的真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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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编纂《素园文存》一卷及《素园书牍》（蓝

格本），1935年补充修订《贵州民党痛史》。

1936年红军二、六军团经过毕节时，57岁的

周素园正赋闲在家，研读书籍，修订著作。这一

年是周素园命运的转折之年，他见到了红二、六

军团的领导任弼时、贺龙、肖克、关向应、王

震、夏曦等，随后出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贵州抗

日救国军司令，随后跟随红军长征到达延安，见

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领导人，成为八

路军的高级参议。在延安，因为年事较高，他认

为自己是“坐享优待”，想到贵州参加实际工作，

1937年 10月上旬接到毛泽东主席的让他可以自主

选择工作的信后，离开延安，自主工作，1938年

在四川、云南、贵州等省政府任过顾问、参议等

职，同年回到毕节。1941年他应约写成了《贵州

陆军史述要》。1944年当选国民参议会参议员，次

年到重庆开了一次会即因病住院，返回毕节。

1947年——1948年写成《西行追忆录》。 1949年

11月 27日毕节解放，次日被推选为毕节县支前委

员会主任，29日作《致毛泽东主席艳电》。1950年
6月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9月被任命为

贵州省人民政府副主席，1955年当选为副省长，

任至1958年79岁去世。

关于对周素园的评价，早在 1937年 10月 6日

毛泽东致周素园的信函中就说，“你是我们的一个

十分亲切而又可尊敬的朋友与革命同志”，“先生

是一个奋斗的人”。王震在为《周素园文集》作序

时也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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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素园一生的曲折经历，揭示了一条真理：

在现代中国，从爱国主义到社会主义之间，并没

有隔阻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一个真诚的爱国

主义者，只要坚持不渝地投身于救国救民的实践

斗争中，他最终必定认同并走上在共产党的领导

下的社会主义这条唯一的康庄大道。” 毛泽东主席

的定语和王震的评价，代表了中央高层对周素园

的评判，也是对周素园一生主要贡献的概括。

二

治史是周素园一生中重要的学术追求和政治

研究。通过治史，他从历史中获得政治选择的借

鉴，而不至于在前进的道路上走上歧路。周素园

的治史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一是幼年家学给

他的影响，二是壮年写史对他的提升。

周素园幼承家学，他的父亲是私塾先生，后

来做过松桃厅训导，母亲也是读书人，能够教他

在幼年时期就开始背诵唐诗。唐诗中有许多运用

历史典故的诗作，甚至被后人称为“诗圣”的杜

甫的作品中，就是当年历史的见证。他从母所学

的《礼记*曲礼》虽说是五经之一，但是中国清代

的学者曾经的“六经皆史”之说肯定了经书可以

当作史书读的事实，而夏、商、周的更替特别是

周代的历史不可能不在其中。特别是他学习的

《昭明文选》是古代的一部精炼的诗歌与文章（包

括大量的其它文体）选集总汇，其中的第四十九

卷和第五十卷，分别是“史论”、“史述赞”，对历

史人物进行评论，其他大量的书、表、策、诏、

册、论、檄、对问、令等等，都是当时历史事件

的重要文本。而且，《昭明文选》十分清晰的文体

体裁的区分，对周素园的影响是很明显的，对他

后来所从事的文案工作有直接的益处。这在周素

园编纂的《素园语体文拾零》、《素园书牍》等文

集名称中，可以得到印证。因此可以说，周素园

的少年学习时期，是在诗文中求史，以知史最受

益的一个学习状况。这就是他与时代相近、同为

毕节人的余达父相比较，余达父的主要贡献在诗

歌，周素园的主要贡献在文与史的重要区分，也

是他在工作中擅长文电类作品撰述的一个重要根

基。

周素园壮年治史，写作了几部重要的史书，

和一些关于如何治史的文章，包括：《与葛霞仙论

县志书》，《贵州民党痛史》，《洪宪叛国始末记》，

《贵州陆军史述要》，《关于<毕节县志>征集计划书

的签注意见》，《<毕节县志>例言》，《复窦以庄

函》等。另外，《身世述略》，以及与李仲群讨论

县志编纂问题的信函，也是重要的治史方面的补

充。其中 1926——1927年写成初稿、补充修订于

1935年的《贵州民党痛史》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

部，这部史书是作者广泛搜集材料写成，是研究

辛亥革命和的历史及研究贵州资产阶级民主派政

党兴衰历程的宝贵文献。

纪念周素园先生学术研讨会文章选登
Selected Articles of Academic Seminar in Commemoration of Mr.Zhou Suyuan

32



乌蒙论坛/2014年/第1期

纪念周素园先生学术研讨会文章选登
Selected Articles of Academic Seminar in Commemoration of Mr.Zhou Suyuan

《贵州民党痛史》共四篇 52章，4个附录。第

一篇《胚胎时期》为6章，述贵州的落后，中日战

争后古学的复兴，科学会带来的兴趣，豪杰之士

张铭革命行动的失败，创办《黔报》发行。第二

篇《成立时期》共 6章，述自治学社成立的经过、

纲领，中心人物张百麟，公立法政与 《西南日

报》，自治学社集体加入同盟会，自治学社中的反

动逆流。第三篇《发展时期》共十七章，写自治

社本身的发展，各方面的发展，党员的行政能力

训练和社会工作，对召开国会的请愿，如何运用

咨议局和国民捐会，国内社会交际的活跃，辛亥

革命运动，组织贵州军政府三个月的运行情况，

援川、北伐，张百麟被推翻，立法院的成立等。

第四篇《死亡时期》共 23章，写贵州宪政时期宪

政学派和自治学社的斗争，黄泽霖之被害和张百

麟的出逃，周培艺与蔡岳如何支持残局，滇军入

黔及其滥施淫威，参加北伐凯旋而被拒与湘、鄂

等地的仗义执言，袁世凯政府的不作为，黔军在

松桃、铜仁喋血，自治党的辩诉与各政党对其援

助，对参加辛亥革命有功人员申请抚恤，成立冤

愤团表达诉求，民国二年和民国九年的奋斗经历

等。

在《贵州民党痛史》中，周素园详细记述和

分析了一个资产阶级民主派政党在贵州的兴起和

衰亡，这是他自己亲自参与筹建并且始终经历的

一个政党的兴亡过程，因此有着切肤之痛，椎心

之苦，为此在写作的时候，也有着更多的深刻之

思，还有一些情绪之言。

写于 1937年的《洪宪叛国始末记》下注“于

延安 供给红军大学教材”， 可知当时应该是应红

军大学的邀请写作的讲述当代史的教材。这一当

代史实教材，从袁世凯在前清的地位开始叙述，

记述了袁世凯在辛亥革命运动中复出，成为民国

元首，然后开始复辟帝制的各阶段的情况，及当

时反对帝制各个方面如北洋派、黎元洪、进步

党、国民党的活动，袁世凯对日外交的困境，云

南护国运动的崛起，广西广东的转向，洪宪撤消

和袁世凯的死亡各个阶段。这是较早总结袁世凯

复辟帝制及其失败过程的历史教科书，对当时红

军大学学员如何认识风云变幻的当下时局，进一

步明白革命的方向及目标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写作于 1941年的《贵州陆军史述要》也是周

素园最重要的著作之一。这一著作的缘起，作者

在《致张溥泉函》中有“先生征求自满清至民国

十六年贵州兵变纪实……，迁延至今始成 《贵州

陆军史述要》一册，藉塞厚望。”可见这部著作是

应约而写，而约稿之人当然知道周素园对贵州兵

变情况是了解而且能够写得清楚。《贵州陆军史述

要》共四篇，第一篇总述清末建立陆军的情况，

第二篇分两章写辛亥革命时期陆军的成功与失

败、北伐军的一页失败史，第三篇分三章写贵州

兴义军阀兴起、对贵州的统治及其衰亡，第四篇

分两章写桐梓系军阀的勃兴、对贵州的统治及其

衰微。这一史著对贵州两大派系军阀在现代史上

的兴起和分别对贵州的一段时期的统治，作了简

明扼要的介绍，对这两派军阀的兴起的背景、衰

亡的情况给予了独立的分析，是贵州史重要的资

料，特别是军队对政治的重要性问题，提供了重

要的史实论证的支撑。

《西行追忆录》是已经遗失的稿子名称，根据

周素园的回忆，《身世述略》是《西行追忆录》的

第一章。 从书名看，作者是要回忆和总结参加长

征这段对他的一生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历史过程，

可惜不能得见其主要部分，不能妄加评说。

治史的兴趣和专长，也影响着周素园的阅

读，他的《待尽日记》中记载有年届七十时仍然

阅读《通鉴纪事本末》，《苏联共产党历史》等内

容。

周素园对治史的观点，在他 1921年《与葛霞

仙论县志书》、1941年的《关于<毕节县志>征集计

划书的签注意见》，1941年——1942年间的《<毕
节县志>例言》中有较为明确的体现。后二文从正

面反映出周素园治史的思想和做法，而前书则通

过对葛霞仙所著县志的点评体现自己的治史观

点，特别是关注新事物如学校、实业、邮政等有

发展前途和希望的事业，把它们纳入志书之中，

而把天文中的灾异一类剔除等，都是周素园赞同

的。他在 《<毕节县志>例言》 中开宗明义地提

出：“本志以提供材料，便利施政为主旨。施政大

别为自治、官治两种。自治人员尚有不明了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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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者，官吏多系外籍，每因材料缺乏，实况不

明，致未能善其设施。虽续旧撰，拟辟新途，与

一般注重陈迹者稍异其趣。”可见他编纂县志的目

的之一，就是为外籍官吏提供详实情况，以便利

施政，不是一般的泛泛的史志之书。这一点在今

天仍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三

从周素园所撰述的几部史著来看，他编撰史

著有如下一些特点。

一是所撰述的历史，都是自己亲历、亲闻、

亲见。这一特点使他的史著明显区别于撰述古代

史、前朝史等古代史家所撰述的史著，具有更加

强烈的真实性质，其“信史”的特征十分明显。

二是所撰述的是当代史，即他所生活的时代

的历史。他并没脱离开他所处的时代，去编写其

他朝代的历史。他所处的时代风云激荡，变幻万

千，而且他身与其间，亲自参与了历史的变革、

时代的变换，他就是历史中的一员，他为历史的

发展作出过自己的努力。

三是所撰述的是民国史，特别以民国的贵州

史为主。他身处贵州，参加了贵州资产阶级政党

的建立，参加了辛亥革命在贵州的运动，参与了

贵州军政府的政治活动，这些是别的人不能措手

的事情。

四是他撰述的既有政治史，也有军事史，同

时还兼及县志的编纂。政治史如 《贵州民党痛

史》、《洪宪叛国始末记》等，军事史如《贵州陆

军史述要》等，还组织了《毕节县志》的编纂工

作。这使得撰述具有比较全面的覆盖，也体现出

他的“史才”之高。

五是他既有编写史著的实践经验，也提出了

自己编纂志书等史著的理论。特别是他对当代新

生事物发生发展的关注，更甚于对以往历史的记

述，对于实实在在事物的关注更甚于对灾异灵怪

的记录。有时他把史著当作教材来编写，也是一

个重要的特色。尤其是他认为编纂方志主要是为

外来的官吏阅鉴的观点，是史家所熟知的事情却

又是以前的史家们没有提出过的理论。

六是他的史著有自传的性质，也有口述史的

特点。他的大量的政治函电、书信、文稿和日

记，为他编撰当代史积累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

这为其他只从政、从军、从商等活动的人物所不

能及，也是他能编纂出好的史著的重要基础。

四

周素园一生身历三朝，从前清秀才，到民国

时期辛亥革命元老，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

红军老战士和省部级高官，可谓波澜曲折而又壮

丽雄奇。他自幼受到家学渊源的熏陶，有着深厚

的古文功底，对历史熟悉，对治史有着浓厚的兴

趣和不断的实践。学习、实践特别是对历史的学

习和对史著的追求，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可

以略举数端。

第一，据于儒而进，依于老而退。“据于儒，

依于老，逃于禅”，这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最为普

遍的选择。周素园也不例外，他秉承了中国传统

知识分子的特征，首先选择的是为国家、为人民

积极奋斗，因此他参加了贵州自治社的筹备和建

立，参加了同盟会，参加了辛亥革命，后来又参

加红军长征，参加了新中国的建设等等。但是，

在遇到无法克服的困难，而自己又找不到出路的

时候，他也会想到引退。例如参加辛亥革命不

久，由于军阀混战不休，他也曾于 1915年前后退

居毕节，潜心研读《老子》， 消极的一面也会体现

出来。

第二，入仕需择路，迷茫再读书。1916年以

后至 1925年的一段时间，周素园经历了逃亡，到

处谋职、任职的曲折经历，但是到 1925年，他又

回到了毕节，“闭门读书，不再与闻政治”。 而这

一段时间又正好给了他写作《贵州民党痛史》的

机会，一边读书一边总结当时政治运动的成败得

失，回顾自己的进取道路究竟是怎样的一条路，

对今后的人生走向作出独立的思考。

第三，爱国一生事，决断而进取。纵观周素

园的一生，爱国主义是他终身不断求索的主要精

神支柱，这是传统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

担当，是从屈原那里就一直流传下来的思想主

线。但是，身居乱世，“城头变换大王旗”一般走

马灯似的更换主角，没有哪一时代有民国时期这

样频繁。因此，对选择可以追随或者合作的爱国

人士或者政党，实在是一个难事。周素园通过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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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学识和对时局的判断，对于革命家则潜心结

交，对于势利者则坚决扬弃。最后在 1936年选择

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中国工农红军。这一方面

是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思想的又一个成功范

例，也是他的正确的抉择。 这个决断最后让他把

一个爱国主义者的追求同一个社会主义者的成功

结合起来，完成了人生追求的升华。

第四，治史明趋止，奋斗得归真。以铜为

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以史

为鉴，可以知兴替。这是唐代以来的政治家和知

识分子长期坚持的一个行为逻辑。周素园一生不

断的学习历史，不断的总结历史，这为他在风云

变幻的现代社会中不断地擦亮了判断时势的眼

睛，使他的学识在他的趋止选择中发挥了重要的

镜鉴作用，让他的奋斗最终选择归向了政治必须

为人民服务的真理之中。

第五，当下即历史，投身在其中。一切历史

都是当代史，当下就是历史。对这个问题的认知

往往是区分知识分子入仕与出世的重大区别。周

素园一生都在不断地投身于波澜壮阔的社会革命

大潮流中，虽然偶尔有过彷徨和止步，但这时他

都总结刚刚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作出进一步的

判断和选择，然后继续投入社会革命之中去。这

是他与大多数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明显不同的地

方，也是他在革命和治史两个方面都能够双取得

成功的秘诀所在。这也使他在当时和后世，散发

出独特的人格魅力。

参考文献：

[1]周素园.周素园文集[C].贵阳：贵州人民出版

社，1994.

[2]贵州省毕节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毕节地

区志*人物志[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85.

[3]中共贵州省委统战部 贵州省文史研究馆.爱

国同奋斗，肝胆两相照——纪念周素园先生诞辰

120周年[N].贵州日报，1999年6月17日（4）版.

[4]王恩收.长征队伍中的秀才老兵[J].四海钩

沉，2012（1）：20.

[5]彭恩.周素园与贵州辛亥革命[J].兰台世界，

2012（15）：24.

[6]卢玲.党的统一战线与周素园的成长[J]. 毕节

学院学报，2013（10）：61-64.

[7]卢玲.周素园思想转变的原因考察[J].毕节师

范专科学校学报，2004（4）：37.

[8]王葆和.毛泽东与周素园[A].谢秉忠等.毛泽

东人际交往侧记[C].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119.

[9]王葆和.周素园老人的爱国心[N].毕节日报，

2011年6月24日——27日连载.

[10]王葆和.周素园的爱国心[J].贵州文史丛刊，

1999（5）：21-22.

[11]王葆和.周素园自传[J].贵州文史丛刊，1980

（1）：309.

[12]周远慧.评周素园——从一个民主主义者转

变为共产主义者[J].贵州教育学院学报，2002（3）：56.

[13]唐霞.从辛亥元老到红军战士——红军长征

队伍中的周素园[A].永恒的动力——贵州省纪念红

军长征胜利70周年学术研讨会文集，2006：395.

[14]漆国江.周素园人格魅力的当代价值[J].毕节

学院学报，2013（10）：52-55.

[15]母进炎.周素园及其散文论略[J]. 毕节学院

学报，2013（10）：56-60.

[16]唐碧君.周素园“同心”思想及其启示[J]. 毕

节学院学报，2013（10）：65-68.

[17]李静.基于周素园事迹谈对长征精神的再感

悟[J]. 毕节学院学报，2013（10）：69-71.

[18]东潇.周素园追求进步、光明思想探析[J]. 毕

节学院学报，2013（10）：72-75.

[19]鞠萍.谈周素园的教育思想[J].六盘水师专学

报，1998（2）：48.

（作者单位：毕节学院彝学研究院）

纪念周素园先生学术研讨会文章选登
Selected Articles of Academic Seminar in Commemoration of Mr.Zhou Suyuan

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