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云南陆军讲武堂
到八一南昌起义

1909年，朱德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
丙班，后加入“同盟会”走上民主革命道
路。1911年秋，朱德从讲武堂毕业后进
入滇军，在辛亥革命云南重九起义和护
国战争中屡立战功，升任少将旅长兼泸
州城防司令，1921年担任昆明陆军宪兵
司令和警察厅厅长。1922年 9月朱德与
孙炳文一同从上海赴欧洲，经周恩来介
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根据党组织安排
到江西从事军运工作。

1927年初，朱德在江西与云南陆军
讲武堂老同学、护国名将金汉鼎、朱培
德重逢。同年3月，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五
路军总指挥朱培德，任命朱德为第五路
军总参议兼第三军教导团团长，4月，又
任命其为南昌公安局局长。朱德在南昌
利用滇军旧部和金汉鼎、朱培德等云南
陆军讲武堂老同学关系，积极开展军运
工作，为南昌起义前的准备工作发挥了
不可替代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南昌起义
后，部队南下，“三河坝”分兵后，朱德负
责垫后阻击追敌，主力南下失败后，在
中国革命最关键的时刻，朱德带着八一
南昌起义 28000多人队伍仅剩下的 800
余人革命火种，在当年云南陆军讲武堂
同学、国民革命军第16军军长范石生帮
助下，上井冈山与毛泽东同志率领的秋
收起义部队会师。

另外，在南昌起义紧张准备的关键
时刻，原云南陆军讲武学校第十二期炮
兵科毕业生叶剑英，时任国民革命军第
四军参谋长，他虽然身不在南昌，但为
南昌起义作出了关键性贡献。

1919年 12月，叶剑英以优秀成绩
从云南陆军讲武学校毕业后，加入粤军
任司令部见习参谋。轰轰烈烈的大革命
失败后，叶剑英认识到，只有共产党人

才能够救中国。1927年 7月上旬，经周
恩来同意，叶剑英秘密加入中国共产
党。7月下旬，叶剑英根据党的指示，继
续担任国民党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
奎的参谋长，随部队来到江西九江。此
时，我党秘密酝酿南昌起义的消息被敌
人察觉，敌人秘密策划以上庐山开会为
由，抓捕贺龙、叶挺，并以重兵“剿灭”二
人所辖部队。叶剑英闻讯后连夜下山找
到叶挺等人，在甘棠湖中紧急作出三项
决定，保护了贺龙、叶挺等人及部队的
安全。这次会议，史称“小划子会议”。

从革命圣地南昌
到云南陆军讲武堂

南昌起义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
民军队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历经 22年
浴血奋战，于 1949年 4月 22日解放南
昌。此时，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即将进军
大西南，急需大量军、政干部，二野四兵
团司令员陈赓在这一时期的日记中写
道：“在目前发展的形势之下，干部能力
之提高，是刻不容缓”，“接管西南 5省，
因缺干部，克感困难”，“缺乏干部掌握
政权。”（载于《院校回忆史料》，解放军
出版社1995年8月第1版）

建校江西南昌。1949年 5月，第二
野战军军事政治大学总校在南京成立，
二野司令员刘伯承兼任校长和政委。二
野所属第三、第四、第五兵团，分别成立
二野军政大学三分校、四分校、五分校。
其中，二野军政大学四分校为师级单
位，归兵团直接领导，四兵团司令员陈
赓兼任校长、政委，校址设在南昌莲塘
伍农岗乡村师范学校。

二野军政大学四分校于 1949年 6
月开始招生，首次招收学员930人（含女
学员），组建了二大队（含女生队）、三大
队。7月20日，举行开学典礼。四分校进
行了 2个月时间的稳定教育后，开始由

南昌向云南昆明进军的征程。
叶剑英主持广州招生。二野军政大

学四分校行军路上 3次招生，随着部队
向前推进，部队打到哪里，学校就办到
哪里，边行军、边学习，边战斗，是学校
当时办学主要特点。第一次招生是1949
年 8月在革命老根据地江西吉安，招收
近500名学员，组建了一大队，全校师生
增至1700余人。第二次招生是9月在江
西赣州，招生约400名，组建了四中队和
九中队，全校师生增至 2000余人。第三
次招生是叶剑英在广州主持招生。广州
解放后，陈赓司令员鉴于广州地区文化
较为发达，拟在此招收一批学生。时任
广东省长兼广州市长叶剑英大力支持，
他说：“你们一定要把这批广州学生平
平安安的带到云南去，把他们培养成
才。”（载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
军军事政治大学第四分校简史》）。这次
招生，报名青年达3600余名，经过笔试、
口试，共录取学员 1070名，组建了四大
队，此时全校师生增至3000余人。

办校云南陆军讲武堂。1949年 12
月9日，卢汉将军领导昆明起义，随即进
行昆明保卫战。解放军野战军和“边纵”
部队、起义部队，经过滇南战役，消灭了
云南境内残敌。1950年 2月 20日，解放
军二野四兵团和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
进驻昆明城。3月 20日，二野军政大学
四分校从宜良乘坐火车到昆明，3000多
学员排成四路纵队，经金碧路、护国路、
南屏街、近日楼、正义路、武成路达到云
南陆军讲武堂校址。

二野军政大学四分校在解放战争
中诞生于革命圣地南昌，伴随进军大西
南的进程，在云南全境解放后办学于云
南陆军讲武堂校址，此时学校学员已经
达到 3200人。由于讲武堂旧址条件有
限，四分校校本部、参训队、女生队学员
驻讲武堂，其他一部分驻昆明城外北校

场，四大队驻小板桥。1950年 5月 25日
首届学员毕业，校长陈赓在毕业典礼讲
话指出：要牢记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
上的讲话，万里长征才走完了第一步，
务必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务必艰苦奋
斗，要把在学校学到的革命知识和受到
的锻炼用到工作中去，为部队和地方政
权建立建设作出贡献。

从1950年至1958年，二野军政大学
第四分校在云南陆军讲武堂旧址办学，8
年期间军校不断发展变化，更名5次：中
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军政大学云南分
校、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军区初级步兵
学校、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步兵学校、中
国人民解放军第三步兵学校、中国人民
解放军昆明步兵学校。这些名称的变化，
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初期，
解放军部队院校从办校之初单一的步兵
向各兵种指挥学科完善健全发展的过
程，反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革命化、现代
化、正规化建设的历史进程。

云南陆军讲武堂见证了近代以来
云南乃至全国波澜壮阔的历史和翻天
覆地的变化。从 1899年设立陆军武备
学堂（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前身），1909
年云南陆军讲武堂正式创立，辛亥革
命胜利后改称云南陆军讲武学校，
1935年改编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昆
明分校（第五分校），抗日战争结束后，
1945年 9月第五分校停办，到 1950年
开办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院校，云南
陆军讲武堂的办校办学史，成为回顾
近代以来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史的
一个窗口，它融入了中华民族近代革
命史、中共党史、民族救亡史、新中国
历史的壮阔长卷，其中蕴含的爱国主
义革命斗争精神和红色基因，值得不
断深入研究、传承弘扬。

（作者单位：西南林业大学、云南陆
军讲武堂历史博物馆）

南诏铁柱矗立在弥渡县城西北
5公里的铁柱庙内，柱体为圆柱形，
通高 3.3米，直径 0.327米，其质地为
多种金属合金，多为铁质，重约 2069
公斤。柱身题记直行正书阳文：“维
建极十三年岁次壬辰四月庚子朔十
四日癸丑建立”22个字，外有单凸线
边框。“建极”是南诏第十一世王蒙
世隆的年号，建极十三年即唐咸通
十三年（公元 872 年），距今已有
1140多年历史。

明代诸葛元声《滇史》载：在汉、
隋、唐近 800年的历史时期，弥渡存
续着一个哀牢族张氏部落“白子
国”，到了第 33代国王张乐进求时，
后来成为南诏第一代王的细奴逻随
父蒙舍龙，牧耕于巍宝山前新村，后
因躲避仇家追杀，细奴逻避难于巍
山（今弥渡太极山），为白子国国王
张乐进求牧羊。

据《僰古通记》及传说：张乐进
求的三女儿貌美如花，聪明贤惠，人
们亲切地称她为三公主。三公主活
泼开朗，心地善良，喜欢和平民百姓
在一起，不喜欢王公贵族的纨绔子
弟，她被细奴逻（逻盛）的决心、勇
气、刚果、强大的内心、敏锐的判断
力、料事如神的智慧以及盖世的豪
情打动，深深爱上了细奴逻，两人私
订终身。在一年一度的二月八打歌
会上，飞来一对金翅鸟落在歌场边
的一棵大树上，高声作人语道：“细
奴逻、三公主，细奴逻、三公主。”所
有的人都听到了这鸟语声，张乐进
求意识到细奴逻与三公主的姻缘乃
是天定，于是就把三公主许配给了
细奴逻。随后，张乐进求也被细奴逻
的智慧和能力折服，就把王位也禅
让给细奴逻。细奴逻于唐贞观三年
（公元 629年，《云南古佚书钞》又说
是永徽四年，公元 653年），登上蒙舍
诏（南诏）诏主之位，改国号为大蒙
国，自号奇嘉王，在位 26年，于唐高
宗上元元年（公元 674年）卒。

相传，细奴逻建立南诏政权后，为
了感恩姻缘天定，纪念那对金翅鸟所
落的树，就在弥渡的西山脚下立了一
棵大铁柱。

另据记载，三国时，蜀汉丞相诸葛
孔明渡泸征南，七擒孟获，为了永保安
宁，就把收缴的戈矛箭矢等兵器熔炼
铸造了一尊铁柱，高九尺七寸，上列天
地日月星辰雷雨电云，叫做“天尊柱”，
立在新设的云南郡弥渡这个地方。有
史载：“唐太宗时，因柱岁久剥泐，龙佑
那十七世孙云南镇守将军张乐进求
等，思武侯之功，重铸铁柱。”但这记载
已无实证可考。

公元 713 年，蒙舍诏第四代王
皮罗阁被唐玄宗封为“台登郡王”，
他趁此机会先后吞并了其他五诏，
统一了洱海地区，把政权中心从巍
山迁往大理太和城，唐朝立即承
认，赐皮罗阁名“蒙归义”，册封为

“云南王”。
古代哀牢人存在图腾崇拜，每

个族系都有“祖宗树”崇拜。进入唐
代，佛教十分盛行，南诏也不例外。
蒙世隆动用国库钱粮，组织人员抄
写《金刚经》，建大寺八百，谓之“去
若”，小寺三千，谓之“伽蓝”，遍于云
南。在这种思想主导下，为了标记功
劳，笼络人心，巩固政权，同时也利
用了民间皈心祭祀的心理，蒙世隆
把世居民族原始的图腾崇拜、祖先
崇拜、天神崇拜融为一体，把原已

“因岁久剥泐”的“天尊柱”重铸成了
这尊“南诏铁柱”。

南诏铁柱是有确切年代记录的我
国现存的唐代最大的、也是唯一的大
型铁铸件，是研究南诏国历史、宗教和
冶金技术的珍贵文物。1965年，云南
省人民委员会将其公布为第一批省级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1月，国务
院公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南诏铁柱庙是座巫道合一的建筑，
融铁柱崇拜、土主崇拜、道教信仰为一
体，对研究云南古代民族宗教史有重
要意义。

（作者单位：弥渡县文体旅游局）

文化是聚集一个民族永续发展走
向复兴的伟大核力。

文化是一个国家和平、国力强盛，
国民安泰，引领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强大精神武器和力量，也是一个地方推
动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发展的主要
生产力要素之一。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谈到“文化自
信”时强调：“古往今来，中华民族之所
以在世界有地位、有影响，不是靠穷兵
黩武，不是靠对外扩张，而是靠中华文
化的强大感召力和吸引力。我们的先人
早就认识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
之’的道理。”“每到重大历史关头，文化
都能感国运之变化、立时代之潮头、发
时代之先声，为亿万人民、为伟大祖国

鼓与呼。”
辛锡荣先生，他不是永仁人，但

1961年后就在永仁这块天壤云泥、弹丸
之地辛勤工作。如今年过八旬，仍然笔
耕不停。退休后，参加编辑了《永仁县
志》《永仁工商志》《永仁畜牧兽医志》
《苴却砚专集》；主编《方山志》《方山古
今说》《话说永仁》《永仁印记》《方齐文
集》。现在又呈现《纵话永仁》，该书由云
南民族出版社出版，文字不多，分量厚
重。他如同一棵含土移栽的腊梅，该含
苞时节，哪怕秋风硕硕也蓄积文化能量
期待时日待放，低调不语；该怒放时节，
哪怕白雪皑皑也是挥洒自如，浪漫放
歌。年轮越长花越秀，年代越久味越醇，
年岁越老姿越雅。细品上述作品，厚重
与清新相彰，谈古与论今相随，哲理与
理辩相伴，思想与意念相依。连读几遍
《纵话永仁》书稿，有些感触与感慨。

他是一位唤醒永仁这块厚土的文
化吹哨人。在他的笔下，将永仁距今
4000多年前的石器文化历史脉络，发展
轨迹，存物取证均在轻松、诙谐、哲思之
中。永仁虽是一片沃土，但它的文化贮
存仅在民间墓碑、砚铭上看到，残存甚
少，两本古《大姚县志》的数量也不多，
而他以方山、中和、永定河畔、彝绣、苴
却砚……，一山一地、一事一物的文化
韵律将它们谱就一曲又一曲凯歌，连结
脉络，寻史有据，寻踪有影。把永定河菜
园子人群作为“元谋人”的后袭，作为史
前文化发展的一个小岔道，栩栩如生地
讲述出来。从老人使用的“火镰”，家家
户户屋檐上的“瓦猫”等一些文化符号

和遗迹中寻出历史的回音。我作为这方
水土养大的人，也喝了不少年永定河的
水，对这些历史也知之甚少，研究也不
多，而倍觉汗颜。辛锡荣先生能够把这
些缘由追根溯源，娓娓道来，有查证，有
构想，有论述，为读者厘清了久远久远
的历史回路，宛如一位文化吹哨人，让
人们继续追溯、探究。

他是一位云南北大门口文化拾贝
者。永仁是川、滇的北大门，汉时曰“左
却”，唐时是古丝绸之路必经之地的“重
镇”，《蛮书》称“伽毗馆”，史称“六诏之
中分、三川之门户、南中之锁钥”。中原
文化从蜀地传入云南，文化在这里碰
撞、触融与交流，洒下一地的文化珠玑。

“苴却街”为中原与南诏、大理国的交通
枢纽，是司马相如探明蜀杖，蜀布进入
印度的身毒古道，是西南丝绸之路上的
一站隘口。自汉、晋、唐、宋至元、明、清，
这里一直是这样的交汇之地，文化既是
零零碎碎，又自烁金闪闪。辛锡荣先生
查阅海量资料，把这厚土之上的文化一
颗颗地拾起来，擦亮它耀眼的层面，穿
成永仁的文化珠链悬挂于川滇之门檐，
让驻足于这方领地的人们感悟到历史
的厚重与风云，从底蕴中找到力量，增
强文化自信的底气。

他是永仁这块土地上的文化探矿
员。永仁彝、汉杂居，彝族占 50%以上，
资源丰富，是一个美丽、古老、神奇的地
方。无论是石器时代的人类耕猎历史文
化，还是传承古老赛装的民族风俗；
无论是在卫星云图鸟瞰宛如一片叶
脉分明的绿叶镶嵌的中和，还是铁矿

资源富集的厚土攀枝花；还有商业贸
易，老街成串，古道成网，渡口春秋的古
驿道……，都是值得研究和探索的，有
着许多需要解开的历史密码。辛锡荣先
生一直在这块土地上驰而不息，久久为
之挖掘、探索。从改“马”为“里”，探究这
里的政治风云；从夏匡州历经沧桑中和
建街，聚集商贾，承载仁、义、智、信，把
江南建筑与当地民居相互交融，在山岭
中建成熙来攘往的繁荣街市；从古桥修
建的智慧与构思，到披风沐雨的悠悠情
怀；从万马河水的粗狂奔腾到柔情和煦
的赐予和滋养，再到山民与山川的生生
不息的相伴；从当地民族智慧启蒙，将
自然界的草、木、花、鸟幻化心境所编织
的彝族刺绣；从朱德总司令护国运动后
离开云南，取道禄丰、牟定、大姚，借宿
永仁中和，从洪门渡过金沙江，回四川
南溪老家进而踏上法国勤工俭学之旅，
一步步走上中国共产党光明之途，“八
一”南昌起义时得到云南战友、朋友的
枪械资助，从而与毛泽东主席点燃了中
国革命武装斗争的火种……辛锡荣先
生均作了史料整理和故事叙述，拨云见
日地把永仁历史的岁月一页一页地掀
开，让人们继续去饱览，去思索。

他是永仁现代文化的传播者。在辛
锡荣先生的笔下，将“苴却”一词娓娓道
来，云卷云舒。他将永仁的“桥”与历史
传说中的“桥”，再与历史事件中的

“桥”，又与现实发展中的“桥”联系来叙
述、来抒发、来探源。把桥的历史，桥的
文化价值，桥的时代回声都全面记载与
传播。“诸葛亮七擒孟获”“李世民后裔

讲述”“印章由方改圆”“食品供应的改
革”林林总总都发生在永仁这块土地
上，有的若隐若现，时代久远；有的恍若
昨日，历史的脚步声若在耳畔。文章看
似互不承上启下、关联紧密，但都以永
仁这根红线串成历史的昨天和今天，或
许还预示着未来。

他是永仁历史进程中风云变幻的
记录者。历史，从细微处看是一个个的
个体共同写就的，从宏观上看又是描
摹每个人物的人生痕迹。著者的“述
怀”“议论”“回顾”“前言”“概述”一篇
篇故事，一行行描述，一缕缕情愫，或
叙说家史、家事；或勾勒人生喜怒哀
乐；或还原几十年前求学、工作场景；
客观记载时人、时事、时物的本真等
等，均从一个个的断面来记下变迁的
历史和历史的变迁。从这些流露真情
的文字里，如滴水见太阳一般，窥探着
几十年经历的岁月。

正如作者自述：人类进入新时代，
为适应经济全球化，永仁的山地民族也
在构建着自己的民族文化。文化是民族
的光荣人文传统，一代一代人的传递。
未来需要人们去创造决不是仅仅在物
质世界的获取，而是人文精神的滋养和
传承。

当你与日月相拥，辛勤耕耘于这片
厚土；当你怀揣着梦想，即将或已经告
别这片厚土打拼时，不妨了解一下这片
厚土的历史。看看《纵话永仁》书中的这
些文字，相信会让你感悟、记住、回望那
不尽的乡愁。

（作者单位：云南日报报业集团）

云岭遗珍

我国现存唯一的
唐代大型铁铸件

□ 余述祥文/图

飘荡在云南北大门的文化音符
——评地方历史文化新著《纵话永仁》

□ 李阳喜

革命圣地南昌与云南陆军讲武堂的红色联结
□ 杨竣 尹仑

1927年8月1日爆发的

南昌起义，拉开了中国共产党

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大

幕。朱德、叶剑英作为云南陆

军讲武堂（及云南陆军讲武学

校）的优秀毕业生，为南昌起

义作出重要贡献。到解放战争

时期，1949年5月，第二野战

军军事政治大学第四分校在

南昌成立，由二野四兵团司令

员陈赓兼任校长、政委，叶剑

英对四分校的招生工作给予

极大支持。随着解放大西南的

进程，二野军政大学四分校选

址云南陆军讲武堂办校，使这

所百年名校凤凰涅槃，成为人

民军队的军事院校。从1950

年3月20日二野军政大学四

分校入驻讲武堂校址，至

1958年全部迁出，中国人民

解放军军事院校在此办学长

达8年。从讲武堂到南昌，又

从南昌到讲武堂，这其中的历

史关联与历史逻辑，值得深入

探讨研究。

二野军政大学四分校从江西南昌至昆明五千
里进军图

西南军区军事政治大学云南分校高级研究班
学员证明书二野军政大学四分校大门（云南陆军讲武堂旧址南大门）

二野军政大学四分校学员以整
齐的队列行进在昆明市区

二野军政大学四分校青年团模
范团员“五四”纪念

文史新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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