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蓬溪起义与南昌起义比较研究

代秋彬
（中共遂宁市委党校，四川遂宁　 ６２９０００）

　 　 ［摘　 要］蓬溪起义是红军早期将领旷继勋在四川蓬溪举行的军事起义，与举世震惊的八一
南昌起义相比，旷部面临的斗争形势更为严峻，领导机构相对不够成熟，军事实力不如南昌起义
声势浩大，影响力也相对限于西南地区。但蓬溪起义在加强军队中党的组织建设、锻造纪律严
明的人民军队、密切联系工农群众开展群众运动方面有一些优良做法，有助于宣传革命主张，唤
醒长期处于反动统治中的广大群众。虽然蓬溪起义和南昌起义都最终失利，但都推动了革命形
势的发展，对于我们再思考加强党的群众工作的重要性有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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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蓬溪起义是中共四川省委指导进行的、继泸顺
起义后又一次对西南地区产生较大影响力的起义
事件，虽然其对反动统治的打击和影响力与南昌起
义难以相提并论，但在四川军阀割据的环境下，蓬
溪起义在打破白色恐怖、宣传革命主张、唤醒民众
开展革命斗争、呼应外地红色力量等方面有重要意
义。本文对蓬溪起义和南昌起义的历史背景、领导
机构、敌我军事力量对比、群众基础、起义影响力及
意义等方面进行比较，分析两次起义的异同点，倡
导继承共产党人在艰苦环境下英勇斗争的革命精
神，并结合研究成果总结启示并提出建议。

一、蓬溪起义和南昌起义情况概要
（一）蓬溪起义概况
旷继勋烈士领导的蓬溪起义是在全国深陷白

色恐怖和四川军阀混战的历史背景下，中共四川省
委指导进行的震惊全川的重要起义，虽然它历时短
暂，但起义的璀璨光辉却照亮了深陷黑暗的西南大
地，在革命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本文参考旷继勋研究著作和遂宁、思南等地现
存的党史档案部门资料，梳理出蓬溪起义主要脉
络。蓬溪起义又称“遂蓬边界起义”，是１９２９年６
月在四川省委直接领导下的红军高级军事指挥员
旷继勋在蓬溪县大石乡牛角沟领导的军事起义。
这次起义的主体是隶属军阀邓锡侯的黄隐部江防
军第七混成旅全体官兵，通常认为有四千余人，另

有一说是两千多人。起义前中共四川省委派罗世
文、邹进贤到部队参与筹划起义工作，并在起义后
向各级党组织印发了《为江防军第七混成旅兵士举
行革命兵变的宣言》，宣传动员广大党员和群众支
持起义。起义军攻克蓬溪县城并建立了四川第一
个县级苏维埃政权，后又在南部县重镇新政镇建立
了新政县苏维埃政权。起义部队自制了旗帜、帽
徽、臂章等标志用品，起义后更名为“中国共产党工
农红军四川第一路”。起义历时一个月有余，行经
西充、南部、新政、营山、渠县、大竹、梁平、达县等十
二个县，转战一千多里，七月底进攻梁平猫儿寨时
受重挫，残部在转移至达县碗厂沟一带又遭遇反动
军阀拦截，被缴械解散。

（二）南昌起义概况
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部分国民革命

军于１９２７年在南昌发动的起义。当时正值蒋、汪叛
变革命，开展所谓“清党”运动，国共第一次合作破
裂，国民党反动派大肆迫害共产党人，大革命失败
的阴影和白色恐怖笼罩全国。

一系列突变让共产党人认识到必须建立自己
的军事武装，以武装斗争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
恐怖。综合权衡后，中共决定在南昌策动有效控制
和影响的贺龙、叶挺、朱德等部国民革命军发动起
义，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起义部队共计约２． ３万
人，当时南昌城驻防的反动武装约三千人，但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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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各地反动武装多达十余万，因此占领南昌城后
进行了短暂的部队整编，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
军的番号并联合国民党内一些开明人士发表了《中
央委员宣言》，揭露蒋、汪的反革命行径和本质，表
明继续革命的决心。起义部队于８月３日撤离南
昌，按计划南下开进潮汕地区与当地革命力量汇合
开辟根据地。起义军南行过程中经赣州、会昌、瑞
金，９月初受重兵阻截，前委分析形势后决定转经福
建长汀、上杭，９月下旬南下广东大埔县，１０月初在
大埔县三河坝分兵断后，主力挺进潮汕。后因国民
党反动武装重兵围剿，主力部队战斗失利转战海
丰、陆丰地区。留驻大埔县三河坝断后的第２５师在
饶平县与撤出潮汕的第三师残部汇合，此时起义军
已对国民党反动武装缺乏实际威胁。朱德部后辗
转开上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合，
共同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这次起义建立了党领导的第一支武装。自８月
１日宣布起义到１０月初起义军遭受重挫，起义主要
阶段历时两个多月，转战江西、福建、广东三省，给
国民党反动统治以极大的打击，表明了中共革命到
底的态度和信念，为武装斗争和建设革命根据地积
累了宝贵经验，保留了革命火种。

二、蓬溪起义和南昌起义各方面比较
（一）历史背景
１９２９年蓬溪起义时，国民政府已经控制住全国

局势，四川军阀内部先后发生了“八部同盟”与刘湘
和刘文辉之间的战争，战后实力尚存的军阀刘文
辉、刘湘、邓锡侯、田颂尧、刘存厚等表面上支持国
民政府，暂时处于相对稳定状态。另外，之前两年
四川爆发过泸（州）顺（庆）起义，而且全国范围内爆
发过南昌起义，中共领导的事件引起了四川军阀对
红色革命势力的警惕。史料显示，１９２８年邓锡侯和
黄隐将旷继勋所在的第七混成旅调驻昭觉寺整训，
又派其参加针对刘湘的下川东之战，都是因为察觉
到旷所在部受革命思想影响较深，顾忌其对省会不
利，密谋削弱该部实力。这体现出当时四川军阀对
旷旅有所警惕和关注，这于旷旅的起义不利。

南昌起义比蓬溪起义早约两年，当时国民党反
动派破坏大革命，执行所谓“清党”，主要重心是从
政治上迫害共产党人，对自身军队中的红色因素关
注相对较少。贺龙、叶挺、朱德等在国民革命军任
职却又受红色思想影响较大的军官虽然受到了一
些怀疑，但在国民党左派军官、时任第二方面军总
指挥张发奎的帮助下没有完全暴露，得以在南昌起
义时发挥主要作用。另外，北伐战争刚进行了一年

时间，国内多数人关注的焦点在于国民革命军与北
洋军阀之间的战争，这个大背景一定程度上掩盖了
国民革命军内部分化的情况。

因此，从历史背景上看，蓬溪起义的江防军第
七混成旅与南昌起义的武装力量相比，党组织暴露
时间长，所处的军事政治环境相对稳定，因此受到
反动势力关注较多，总体形势比南昌起义时更严峻。

（二）领导机构
从领导机构看，蓬溪起义隶属中共四川省委领

导。当时四川省委处于地下工作状态，派时任宣传
部秘书罗世文、巡视员邹进贤赴旷部组织策划起
义，起义的特别委员会实际领导核心即邹进贤（特
委书记）、罗世文（党代表）、旷继勋（总指挥）三人。
然而罗世文、邹进贤和旷继勋的党龄都不长，罗、邹
是１９２５年入党，旷是１９２６年底入党。参加斗争的
经验也不够丰富，罗、邹之前在党内担任的工作是
发展团、党组织，旷则是以军官身份掩护和接纳各
地汇集的中共党员，三人对于党的理论、指导思想
的学习和运用没有受到系统训练，也没有专门的组
织工农运动的经历，对于发动工农革命、进行武装
斗争的精神实质的理解尚有不足。旷在当时虽然
已经行使第七混成旅旅长职权，但是在１９２８年底旅
长刘丹五离队的情况下代理旅长职务，实际担任旅
长职务的时间不长，在队伍中威信还未完全树立，
以至于在起义之前有的营长向黄隐、邓锡侯告密，
这说明军队中的思想不够统一。

另一方面，省委和旷旅对起义的准备筹划和斗
争经验也有所不足。根据《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
集》的资料，旷旅从当年５月就已开始向四川省委
申请批准起义，但省委一直认为起义的时机不够成
熟，没有正式同意旷旅的申请。省委的考虑主要有
两方面，即群众革命积极性不强和党在部队中的组
织领导作用不够坚强有力，建议利用一切可能延缓
时间，同时也指示反动当局决意要破坏军队中的党
组织时，可以发动起义。省委的判断是正确的，但
低估了反动军阀破坏旷旅党组织的恶意，也没有直
接有力地改善旷旅所处环境，主要发挥指导的作用
而缺少实际帮助，虽然在起义后即向全川发布了
《宣言》，但因四川各地党组织力量薄弱，实际收效
不大。省委和旷旅的军事计划是联合以李树骅为
司令的“农村警卫司令部”会攻遂宁，南下合川联合
陈书农部沿渠河北上取达县、宣汉，但起义打响后
才因李树骅临阵变节而改变计划，临时决定围攻蓬
溪后东进谋求与川东北李家俊部或鄂西贺龙部取
得联系。计划的不周密、起义后立即调整军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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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对行动极为不利。在过新政之后，又改变行军
计划转向南进谋求开辟梵净山根据地，而得知刘湘
封堵了南下渡江线路后临时改道北进开江，也是步
步被动，以至于曹仲勤（一名曹仲英，起义部队政工
人员，旷继勋秘书）回忆时称“起义后，向何处走，不
但我们这样的中级干部茫然，连继勋同志也是茫然
的”。后又在情况不够清楚、情报不够可靠的情况
下贸然攻打梁平的猫儿寨，导致了决定性失误，这
些都说明蓬溪起义领导层相对而言缺乏斗争经验、
不够成熟。

南昌起义的领导层为中共中央，据可信史料，
中共中央在当年七月进行了改组，决定通过策动掌
握和影响的部队发动南昌起义，并指定周恩来、李
立三、恽代英、彭湃等组成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
实际执行起义的前敌委员会主要领导为周恩来、贺
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其中，周恩来在１９２６
年底已经任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当时贺龙任国民革
命军第二十军军长，叶挺为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师
长，朱德为第五方面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刘
伯承本被武汉国民政府授予暂编第十五军军长，为
筹备起义称病离职，但他刚组织过泸顺起义，是直
接斗争经验最丰富的人。这几位中除了贺龙之外
均已有数年党龄并且在党内工作职务不低，从事的
工作也长期与武装暴动、军事指挥、工人起义相关，
工作经验比较丰富。综合以上情况看，南昌起义的
领导团队明显更加善于筹划和发动军事斗争，制定
了详细周密的准备工作和明确的短、长期目标，这
是南昌起义得以发展扩大的重要保证。

（三）敌我双方军事实力对比
蓬溪起义时旷继勋所辖第七混成旅全旅共计

四千余官兵，据起义时任旷旅的四团团长陈茂甫回
忆，当时全旅官兵为四千余人，其他包括《解放军将
领传（第一集）》和网络上通行的大部分信息均认可
这一数据。但也有一些观点认为起义部队有两千
余众或三千多人。本文较赞同据当事人回忆的全
旅官兵四千余人起义这一说法。起义地点附近，敌
方部队主要驻扎在遂宁附近。据蓬溪县志的数据，
当时遂宁驻扎敌人１１个团，而蓬溪县城仅有一个不
足一千人的骑兵团驻防，因“农村警卫军司令”李树
骅以各种借口不配合原定的起义行动，旷部临时改
变计划，避实击虚，先攻取蓬溪然后向东行进。当
时驻防遂宁的军阀为隶属邓锡侯的李家钰部，川东
地区主要的军阀有驻防顺庆、广安一带的罗泽洲
部，驻防现德阳、绵阳及以北全境的田颂尧部，驻防
达县和通江、巴中、通江等地的刘存厚部，驻防今重

庆大部分地区的刘湘部。从军事实力上讲，在旷部
计划行经的路线上有十余万反动军阀武装，因此主
要采取穿插军阀势力防线边缘的策略，避开了顺庆
（南充）、达县（达州）等中心防区，这在客观上有利
于保存力量、宣传革命，而且革命队伍也的确在有
限的规模内有所扩大。但核心力量在经过猫儿寨
激战后损兵折将，标志着起义转向失败。旷部的士
兵受党的领导时间长，革命思想影响较深，军纪较
严，这与旧式军阀差别较大，而旷继勋有十三年军
旅生涯背景，又以能征善战出名，这支队伍本身的
战斗力是较强的。旷部的作战计划应按照四川省
委在６月２８日的回电中嘱咐的“形成游击战争”，
旷部前期的避实击虚策略也的确有效。但起义的
转折点出现在过渠河后行军计划的频繁变动和强
攻猫儿寨失利上，猫儿寨本驻防了一个旅的兵力，
加上地方民团武装，起义军的兵力明显处于劣势，
加上敌人以逸待劳，又有天险可据，本应周密计划
获得可靠情报才能进攻。但起义军领导层过高地
估计了寨内党的地下组织的作用、粮食弹药补给以
及部队战斗力，冒险发动强攻。地下组织因被破坏
没能呼应打开寨门，起义军虽然英勇，但在疲累饥
饿又无险可据的绝对劣势下，两次进攻均以失败告
终。这反映出领导层对于游击战术的精髓领悟不
够、战术素养不高的问题。另外，省委和旷部制定
的东进鄂西、南下梵净山、北上开辟通南巴三个方
案中，最现实的应该是北上路线，但所见的资料中
基本未见李家俊部游击队与旷部联络，也一直没有
很好地支援旷部，甚至在旷部残部到达开江、达县
境内（毗邻李家俊部游击区域）时也没有适时增援，
最终起义部队全编制覆灭。

南昌起义的起义部队包括贺龙的第二十军全
部、第十一军的叶挺第二十四师和蔡廷锴第十师、
朱德的第三军军官教导团，共计两万余人，起义时
面临的敌军为第五方面军警备团和第三、六、九军
各一部共三千余人。八月一日，起义从凌晨两点战
斗至拂晓结束，全歼守军，占领南昌。起义爆发后，
国民党反动派令朱培德、张发奎等部数万兵力围攻
南昌。八月三日，起义部队陆续撤离南昌，南进广
东。当时江西、广东一带国民党反动武装还有李济
深、唐生智、程潜等部，合计近十万人，南昌起义的
人数虽然比蓬溪起义的人数多数倍，但面对的敌人
也多出自己数倍，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因此也寻潮
汕、海陆丰等偏远和已有革命队伍的地区进发。行
军过程历时比蓬溪起义时间长，战斗也更频繁和激
烈，截止朱德的２５师从三河坝到饶平与主力部队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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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会师，行军历时两个月有余，大小战斗十余次，主
要的有任田、瑞金、会昌、三河坝、揭阳等地发生的
战斗。起义军连挫敌军，取得了多次胜利，尤其是
三河坝阻击战这样重大的胜利，体现出军队领导层
具有较高的军事素质，士兵也比较有战斗力，部队
的战斗意志较强，这个方面比蓬溪起义更具优势。
南昌起义的另一个重要的结果是保存了约八百人
的革命部队，没有被全编制消灭，为以后革命事业
的发展保存了重要力量。但南昌起义部队与蓬溪
起义部队相比有一个重要的弱势面，即整军工作不
够到位，部队非战斗减员情况严重。起义不久后，
蔡廷锴将其部第十师数千人脱离革命队伍，先后的
零星脱队人数较多，真正参加任田、瑞金、会昌等战
斗的只有约１． ３万人。

从总体上看，南昌起义部队无论从人数还是领
导层的军事素养上看，战斗力都要比蓬溪起义部队
更强。但就敌我力量对比来看，蓬溪起义和南昌起
义的敌我力量对比都是敌强我弱、众寡悬殊，采取
了相似的夺取边区、汇合已有革命力量的军事策
略，但蓬溪起义的行军时间和战斗的次数比南昌起
义更短更少，而南昌起义的部队构成不如蓬溪起义
的纯粹，出现过一些脱队状况。

（四）群众基础
蓬溪起义前，四川省委的指示一直是加强发动

工农群众对革命的积极性，争取工农群众的支持，
而旷部由于受党的影响，又建立了党的组织，部队
的纪律比较严明，起义时和行军过程中比较受群众
拥戴，这在客观上是有利于起义的。根据目睹过旷
部起义的蓬溪县大石镇牛角沟村村民苏龙宝回忆，
他们村的青年想要离近一点看起义的部队，有一名
士兵说没他们的事让他们回家去，“但他的态度是
和蔼的，不像李家钰的兵那么凶”。根据红一师参
谋长杜泽文于当年十一月提交的作战报告，部队到
达南岳场后，当地农民同志帮助侦探消息、办理米
食，场上群众交口夸奖红军好，骂军阀刘积之的部
队的不是。据解放前的《蓬溪近志》载：“旷部虽一
日之扰，而情势甚险，犹幸纪律颇严，公家虽饱受损
失，尚无一兵敢入民房携取财物者。”《新四川日报》
民国十八年八月四日篇说起义部队“沿途不骚扰平
民”“宣传颇力，多受人民欢迎”“沿途依附日众”。
根据众多史料记载，部队抵达新政后召开了万人群
众大会，这是宣传、组织群众的重要举措，还于七月
三日到达流马场后惩处了恶霸范海鱼及其狗腿子
帅世光，人民群众拍手称快等事迹也说明部队深受
人民群众欢迎。据曹仲勤回忆，他在碗厂沟被重兵

围困之际也是依靠达县参军农民的救援才冲出敌
军重围的。这些都说明蓬溪起义的旷部纪律严明，
与人民群众关系较为亲密，在群众的心目中有良好
印象，群众工作有一定成效。

南昌起义的群众工作相对薄弱，当时党内“左”
的思想还比较严重，发动群众走工农武装割据的思
想还没被确立为指导思想，领导层的工作重心在抓
好部队的军事斗争上，尚未认识到人民群众的伟大
力量。根据可见的资料，在转战赣南、闽西、粤东地
区的过程中，并没有发动很有效的群众运动，只有
抵达潮汕、海陆丰地区后与当地原有的革命武装有
一定的交流整合。聂荣臻元帅在晚年回忆南昌起
义时认为当时不应南下广东“整合革命力量，再次
北伐”，而应“面向农民，与当地农民运动相结合，发
动群众，武装群众，依靠群众，我们就能够推动土地
革命，开展游击战争，创建革命根据地”。这种思路
与毛泽东同志的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相
近，如果当时能在南昌起义领导层中更彻底地减轻
“左”倾思想影响，采取这一策略，革命力量有可能
提前发展壮大，有利于革命事业的发展。

由此看来，南昌起义的群众基础比蓬溪起义相
对薄弱，这与南昌起义后党在两年的斗争中探索出
的革命规律、工农武装割据的路线、群众工作的重
要性越来越受到党内一致认同有密切关系。

（五）起义影响和意义
蓬溪起义在四川历史上创造了许多第一次，如

第一次建立了县级苏维埃政权、第一次出现共产党
领导的军队转战千里的壮举等，打击了反动军阀和
封建官僚地主阶级在四川的统治，有利于宣传共产
党的革命主张，组织和唤醒群众，在四川播种了革
命的种子，推动了四川革命形势的发展。从大局看
呼应了川东北李家俊游击队的革命运动，一定程度
上声援了鄂西地区贺龙部建设和扩大革命根据地。
起义虽然最终失败了，但许多共产党员深入各地继
续开展兵运和群众工作，间接促成了１９３０年的江津
起义和广汉起义。据蓬溪县志资料记载，在北京朝
阳大学肄业入党的王武林、蒋瑞琪、刘孔庸目睹了
旷部的起义，其后接南充中心县委委员苏俊到蓬溪
发展党团组织，先后发展多名党员，夺取了蓬溪的
教育大权；旷部起义时任营长的罗南辉在起义失败
后还参加了第二混成旅在广汉举行的起义。进攻
猫儿寨失利后，旷继勋请示省委：“部队失败后怎么
办？”省委答复说：“这次起义的政治影响很大，军事
上失败了政治上也是胜利的。”这些都说明这次起
义对于动摇四川地区的军阀黑暗统治、宣传革命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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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群众有重要意义。
南昌起义的影响力波及全国，是中国共产党领

导的第一次军队武装起义，极大地打击了国民党反
动派的统治，建立了属于自己的革命武装。用武装
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表明了共产党革命
到底的决心和意志，给想要继续革命但苦无门径的
中立人士和广大受苦难的工农群众点燃了新的希
望。起义军在转战过程中积累了大量战斗经验，锻
炼了革命队伍，培养了许多在之后系列战争中发挥
核心作用的军事人才。起义最终虽然归于失败，但
保存了一支由朱德、陈毅领导的队伍，辗转后开上
井冈山，开辟了最早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对于探索
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的适合中国革命的道
路有重要意义。

三、总结与启示
蓬溪起义和南昌起义已经过去九十余年光景，

遥想当年，有志之士集聚一堂，为反抗国民党反动
派和旧军阀的腐败统治，为救民众于苦难的深渊，
为挽中华民族大厦于将倾的危难，不惜流汗、流泪
甚至流血牺牲，用青春和生命翻开了中国革命的新
篇章。他们的起义用实际行动为党和军队的成长
积累了经验，使越来越多的党内同志由衷认识到，
在中国开展革命必须结合中国实际，发动工农群众
开展土地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传播了革
命理念，唤醒了民众，向广大中立的国内外仁人义
士揭示了国民党反动派和旧军阀的丑恶面目，为之
后革命事业的发展打下了重要基础。

研究比较两次起义的各方面要素，有助于我们
从另一视角更深刻地认识两次起义的价值意义。
无论是蓬溪起义还是南昌起义，都是中国共产党人
早期的艰难探索，都是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换来
的宝贵经验。两次起义都是先烈的英勇付出为革
命事业做出的巨大贡献，尤其是与两次起义都密切
相关的群众工作问题，启示了我们党任何时候都必
须密切联系群众，保证党和群众的“鱼水”关系，让
党的根基深入群众，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服务群
众、向群众学习、为群众服务。我们必须在新时代
背景下继承和发扬先烈们不畏牺牲、艰苦奋斗的革
命精神，担当服务人民、复兴民族的初心使命，在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继续奋勇
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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