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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西行壮歌:川陕革命根据地斗争史》以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为背景，以1932年12月至1935年6月中国工
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和川陕人民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为主线，采用画传形式，以珍贵的历史文物
和史料为依据，图文并茂、全景式地再现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在川陕党组织和地方武装配合下
，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粉碎敌人围剿，开展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配合中央红军北上抗日实
施战略转移的历史进程，热情讴歌了红军指战员与川陕革命根据地人民为建立和保卫中华苏维埃第二
大区域而浴血奋战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充分肯定了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历史地位和对中国革命的巨大贡
献。《西行壮歌:川陕革命根据地斗争史》中收录的200多幅图片，有许多是首次公开，相当珍贵。《
西行壮歌:川陕革命根据地斗争史》的出版不仅可以促进对川陕革命根据地的进一步深入研究，而且对
在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中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弘扬中华民族精神
，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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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川陕曙光
　川陕边人民的苦难生活
　川陕边中共党组织的建立
　川陕边早期的武装起义和暴动
　川东游击军的早期斗争
　黄麻起义和红四方面军的建立
　红四方面军西征
　小河口会议
　红四方面军进军川北
　中共川陕省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
　川陕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
第二章 烽火燎原
　粉碎“三路围攻”
　木门会议
　三次进攻战役
　川东游击军的斗争与红三十三军的建立
第三章 谱写新篇
　中共川陕省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
　川陕苏区党组织的建立与发展
　川陕苏区群众组织的发展
　川陕省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
　苏维埃政权建设
　土地法令的颁布
　平分土地与查田查阶级运动
　红军的教育与训练
　地方武装的建立
　根据地的妇女武装
　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
　工商贸易的恢复与发展
　文化教育的恢复与发展
　根据地的戒烟运动
第四章 鏖战巴山
　中共川陕省第三次党员代表大会
　四川军阀的“六路围攻”
　根据地反“六路围攻”的准备
　粉碎敌人第一期总攻
　粉碎敌人第二期总攻
　粉碎敌人第三期总攻
　万源保卫战
　东线全面反攻
　西线反击的胜利
第五章 战略转移
　蒋介石策划“川陕会剿”
　中共川陕省第四次党员代表大会
　毛浴镇党政工作会议
　清江渡军事工作会议
　中国工农红军的战略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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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昭战役
　陕南战役
　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
　策应中央红军入川
　懋功会师
　巴山游击队的继续斗争
第六章 丰碑永存
　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历史作用
附 川陕革命根据地著名人物
　李鸣珂 李家俊 旷继勋 余笃三
　任玮璋 曾中生 余天云 罗南辉
　郑义斋 杨克明 孙玉清 陈海松
　李特 黄超 赵明恩 刘子才
　罗世文 熊国炳 倪志亮 陈昌浩
　张琴秋 王维舟 张广才 王树声
　张国焘 王建安 袁克服 徐立清
　曾传六 王新亭 周纯全 许世友
　李天焕 刘瑞龙 傅钟 徐向前
　程世才 余洪远 李先念 詹才芳
　陈再道 王宏坤 张才千 吴瑞林
　秦基伟 陈锡联 何正文 傅崇碧
　洪学智 李德生 向守志
川陕革命根据地区域图
　川陕革命根据地重要战役示意图
　插图索引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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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川陕边地区，是指米仓山和大巴山之间的四川东北部和陕西南部的广大地区。这里崇山峻岭，地
势险要，物产丰富，人民勤劳。但在封建统治和压迫下，人民生活极其贫困。20世纪初，这里是中国
社会各种矛盾特别尖锐的地区之一。　　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但中国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中国陷入军阀割据和混战的局面。特别是在帝国主
义、封建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支持下建立起来的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新军阀，对广大人民的
剥削和压迫更加残酷。就这样，军阀、官僚、地主豪绅、土匪等几股势力既相互勾结又互相争夺，使
各种矛盾已经十分尖锐的川陕边地区陷入更加混乱的局面。　　当时的四川，一些川军头目，经过连
年战争，扩大了自己的军事实力，形成了各派军阀势力。以派别言，有川、滇、黔军阀在川争斗，还
有刘存厚、刘湘、杨森、刘成勋、刘文辉、田颂尧、邓锡侯等省内军阀混战。以兵额言，合国军、省
军、边军三者，共有18师、37旅又10余团，不下25万人。1919年，四川开始实行“防区制”。之后，
全省逐步形成六个主要防区，各军阀统领的军队都有防区，分别为：成都、川中、川南及原西康东部
一带为军阀刘文辉二十四军的防区；重庆及川东一带为军阀刘湘二十一军的防区；川西北一带为军阀
邓锡侯的防区；通江、南江、巴中、阆中等川北20余县为军阀田颂尧的防区；达县、宣汉、城口、万
源是军阀刘存厚川陕边防军的防区；营山、渠县、岳池、广安4县是军阀杨森二十军的防区。各个防
区俨然就是一个独立王国，各派军阀在其防区内，掌握着军事、政治、经济大权。他们自立法律，自
委官吏，自征赋税，称王称霸，就像封建诸侯，把一个素称“天府之国”的四川搞得支离破碎，民不
聊生。1912年到1934年间，四川军阀大小混战470余次，平均每月两次。军阀混战的胜负，使防区随之
变化，防区内的行政官吏也不断更迭，并政出多门。据记载，从1918年到1923年，巴中县相继被5个军
阀统治；万源县知事从1917年到1931年间更换了20个；宣汉县在15年中更换了32个知事，平均不到6个
月换一个，其中有个知事仅当了9天的官。他们残酷镇压人民、剥削群众，竭力维护一地的军阀统治
，方可保住自己的乌纱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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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资料翔实，装帧精美。
2、内容很丰富，但是定价似乎有点贵，但是打完折也可以接受，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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