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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 佑 之 文 稿》读 后

田若 川

　　中共宜宾县委党史研究室编辑的《郑佑之文稿》

(简称《文稿》 )已由重庆出版社出版, 荣获四川第二

届“杨 公基金会研究奖” (著作)一等奖。

郑佑之是四川党的早期优秀革命活动家之一。

他早年主张“兴学育才” , “改造地方之入手” 。他

1922年入党后,遵照党中央指示, 在宜宾 、荣县创建

党的组织。他致力于农民运动, 创建了大革命时期

四川党领导的时间最早 、规模最大的农运根基地。

他以革命家特有的卓识和胆略, 利用敌人内部矛盾,

成功地开辟了四川早期的秘密战线斗争, 在四川革

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篇章。

《文稿》收集的是作者留下的书信 、文章 、诗词 、

对联和保存在中央档案馆的部分报告和信函等原

件。除《遗书》外, 写作时间均在 1914 年至 1927 年。

字里行间,充满作者对光明的渴望和对人类最美好

的社会制度的追求, 体现了作者反抗封建阶级的判

逆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 闪烁着共产主义思想的火

花,具有重要的思想理论价值和学术价值。其主要

特点有:

1.强烈的时代性。中国知识分子有一个优良传

统,就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郑佑之经历了辛亥

革命 、五四运动和大革命运动以及后来的土地革命

斗争在四川的革命斗争实践, 《文稿》的内容, 始终同

时代的脉搏跳动, 与当时人们最关心的问题密切相

连。早在 1914 年,作者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军

阀的统治压迫无不痛心疾首 , 写了大量诗词 、对联 、

文章,表抒他反帝爱国的激情。同时, 作者也从辛亥

革命的失败中认识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软弱, 他

面对无休止的战乱和帝国主义的掠夺的严酷现实,

殷忧国难, 在一副对联中写道:“欧洲豆剖方殷,问谁

守得平和固;蓄意瓜分已久, 在我须防武力来。”他主

张团结起来, 变革社会,使国家强大起来,振兴起来。

阅读《文稿》 , 处处可以感受到作者自觉的社会责任

感和历史使命感。

2.鲜明的政治性。郑佑之是封建阶级的叛臣逆

子。他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 中国五四运动的爆

发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前途和

希望。他以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立场, 以书信为宣传

工具, 在亲友和群众中宣传苏俄, 宣传列宁, 宣传穷

人起来革命的道理。鼓励人们,不要怕艰难, 不要怕

压迫,“尽管向万恶的旧势力冲锋”, 提出要“在国民

革命一成之后, 好夺取政权, 成为一个无产阶级专政

的国家” 。

3.正确的理论性。郑佑之通过对中国社会现状

的观察分析, 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 对做好国民

革命的宣传组织工作进行了系统的理论阐述。他在

给赵一曼信中指出:“你宣传主义, 是顶好的。但你

要晓得, 现在是国民革命的时候, 不是社会革命的时

候, 你宣传时关于共产主义的话, 总宜少说, 并且还

要看人。”“国民革命是对外打倒估到我们的外国人,

对内打倒军阀及其走狗 (官吏等) 。国民革命成功以

后, 然后才有贫(无产阶级)富(有产阶级)之争,才能

起社会革命。”他结合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 对打倒

列强除军阀的民主革命纲领 ,指出:“第一是外国人

现出作者阐发过程中的见地和创新。

最后是具有现实意义。如前所述, 十五大把邓

小平理论确立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 强调要用邓小

平理论武装全党 、教育干部和人民。 邓小平理论既

是一个比较完整的科学体系, 又是需要从各方面进

一步丰富和发展的科学体系。对它的研究和宣传既

要从整个体系上深入, 又要从它所涵盖的若干重要

领域和学科上深入。《邓小平与当代中国道路》一

书,是系统研究邓小平生平和理论的力作,它的出版

发行对于我们认真学习 、深入研究邓小平理论, 把建

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 21 世纪,一定

会有所裨益。

当然, 随着党的有关文献和十五大报告的公布

发表, 书中的一些观点提法还需要据此加以修改和

完善;由于该书是集体创作的成果,书中的写作风格

还需要进一步协调, 但总体上看, 该书不失为一部有

较高学术价值的重要著作。

(作者为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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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 声 雷 动

李 克 明

　　历史永远铭记

　　一九九七年金秋

　　雷鸣般掌声

　　牵动世界的眼睛

　　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人们纵情激荡

　　听,南湖沉重的桨声

　　听,长征路上冲锋的号角

　　久远　激昂　深沉

　　五十六个民族的语言

　　十二亿华夏儿女的心音

　　和谐　恢宏　铿锵

　　巍巍长城高挺坚强的脊梁

　　滔滔长江自豪地诉说衷情

　　日新月异的神州大地

　　改革大潮一浪高一浪

　　哪管急风骤雨,哪管山高路长

　　为了祖国更加繁荣富强

　　雄风劲旅浩浩荡荡

　　向着二十一世纪迈进

作者单位:巴中地区行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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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着中国人出钱,使中国加粮加税来拿给他(你看盐

税就知道了) 。外国人把他们的机械货物拿来, 把我

们的手工东西冲倒了,所在前望手工吃饭的人, 现在

都找不到钱吃饭 (不信你看洋袜子和布袜子哪样多

点) 。第二是这般军匪 、官僚把百姓剐干了, 他们还

随时因分赃不平打架(打战) 。青年团的手段, 第一

就是使众人知道外国人和本国的军阀官僚是大家的

仇人(有钱无钱都在大家之内) 。第二步使大家团结

起来,外面打倒外国势力, 内面打倒军阀官僚。”作者

的这种认识, 与后来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

中概括的中国革命“两步走”理论所见略同。

4.实践性很强。《文稿》中的大部分书信, 可以

说是他革命实践活动的经验总结。 1922 年至 1925

年间,作者以极大的精力投入青年团的创建与发展

工作。为了培养青年入团,他宣传青年团的任务, 讲

解革命的道理,并希望先入团的团员“耐耐烦烦多劝

醒些人入团” 。他在给女团员的信中说:“你们找同

志,可以专在妇女中去找(第一是青年女子要紧) , 将

来女同志多了的时候, 可以替你们成立个妇女支

部。”还说:“读书会 (或图书共阅会) 是千急要成立

的,并且这个会可以不必择人, 只要他有心来, 就可

以叫他入会。入了会以后, 如果有觉悟了, 才介绍他

入青年团(先入会后入团) 。”在巩固组织和提高团员

素质工作上, 他又提出:“成立支部以后, 先要作内部

功夫,不忙向外发展。怎么叫内部功夫呢? 就是训

练同志, 使人了解主义, 服从纪律。”“怎么不忙向外

发展呢? 就是不忙去干预外事, 不忙去得罪人。”

5.强烈的鼓动性。郑佑之长期生活在农村, 深

切懂得农民受压迫的痛苦。他深入宜宾 、荣县一带

的农村, “从他们痛苦的地方入手”进行分析说理, 指

出“他们痛苦的原因, 点醒他们不要埋头忍受” , “使

他们知道革命, 想去革命” 。于 1927 年春, 他抓住国

共合作的政治条件, 因势利导, 将荣县的抗捐运动转

化为党领导的震动全川的武装抗捐斗争。特别在

《农民会宣言》中, 作者把农民受土匪 、豪绅 、军阀掳

掠的痛苦, 以及产生这种罪恶痛苦的原因, 揭示得淋

漓尽致, 使人感到非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及其走

狗不可。

《文稿》不但内容丰富, 而且思想性文学性强, 史

料价值高, 很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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