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纪念川陕革命根据地创建90周年

“虎南大”的革命先烈金治平
□达州日报社特约记者 谯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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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南大”是梁山县（今重庆市梁平区）
的虎城，四川达县的南岳、黄都、大树、万家
等乡（今达川区南岳镇、大树镇）的简称。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虎南大”一带是川东
地区革命活动最频繁的区域。“虎南大”的
革命历史，是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是一部
永存川东革命史册的光辉篇章。达县《大
树志》载：民国年间，这里是虎南革命中心
地带，1928年至1930年间，乡民金治平、胡
德火、金方勋（后叛变）、伍泽甫等相继参加
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共南岳支部，领导这里
的农民运动。

利用课堂传播进步思想

金治平，又名金大国、金建中，1899 年
出生于达县南岳场一个贫苦农民家庭。7
岁那年天大旱，父母将收获的粮食交租后，
所剩无几，全家人常靠吃野菜、瓜汤充饥。
金治平问父亲：“我们种的粮食，为什么要
交给人家呢？”从小脑海里就产生了一个不
公平的念头。父亲见他聪明，记忆力强，千
方百计供他读书。他不但成绩好，图画、音
乐更是出类拔萃。

1916 年，金治平考入梁山（今梁平）县
中学。在这里，他不仅获得了更多的书本
知识，而且受到进步教师和同学们的影响，
知道了不少的天下大事，懂得了世间的一
些道理。他看到军阀争斗，官吏横征暴敛，
地主豪绅敲诈勒索，土匪猖獗，常常自编一
些词句，配上川剧的曲调到处传唱，发泄心
中的不满。1921年毕业后，他回到南岳，在
本村教书。其间，他经常向学生灌输新文
化、新思想，用身边的事例揭示农民受苦受
难的道理，使思想文化极度落后的山乡受
到了不小的震动。

1925 年秋，金治平到梁山县虎城场猫
儿寨教书，结识了进步青年蔡奎，与他一起
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1926 年，他俩到万
县，在共产党人朱德的帮助下，考入军阀杨
森主建的第二十军军事政治训练班学习军
事知识。结业后，他与蔡奎回到家乡，受聘
于南岳场小学教公民课和图画、音乐、体
育。他决心另辟一条救人民于水火的路。

在课堂上，他用生动形象的语言，深入
浅出地大讲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
的三大政策，他将穷苦农民受剥削压迫及
军阀、地主巧取豪夺、贪婪无耻的丑恶群像
勾画得活灵活现，使学生们在捧腹大笑中
受到启发教育。他教学生唱《打倒列强》

《庄稼佬》等革命歌曲，使校园时常歌声嘹
亮，充满生气。

与此同时，与金治平一起去万县的蔡
奎回到虎城场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
和从北京大学回乡的共产党人石子安、石
轻尘一起，秘密发展党的组织。南岳、虎城
相邻，金治平与蔡奎往来密切。1927年初，
金治平也到虎城场小学教书。参加了党在
该校的外围组织“教育研究会”，负责南岳
场与虎城场交界的旱田坝、施家河、五角丘
一带的农民发动工作。经石轻尘、石子安
介绍，与袁树森、胡尚志、李云程、李大荣、
刘相臣、石世修、邓映才等人先后加入了中
国共产党。

组织农民武装 开展对敌斗争

此后，金治平经常活动在虎城、南岳一
带，与蔡奎等人一起，利用当地“土地会”、

“锭子（方言，即拳头）会”把农民组织起来，
同地主、封建势力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他带领进步教师到夜课班教农民读书识
字，用当地农民、造纸工友的悲惨遭遇，生
动地说明军阀、豪绅的反动统治和压榨剥
削是穷人受苦受难的根源。教育他们要想
翻身，只有团结起来，参加农民协会。通过
艰苦的工作，虎南地区的农会很快就发展
到1000多人，成立了虎南区农民协会。

为了掌握武装，金治平与蔡奎、李云

程、袁树森等共产党人打入
虎城团总胡映堂的壮丁队，
并分别担任了中队长，从而
控 制 了 其 中 的 大 部 分 武
装。这年冬，刘存厚部以打
土匪为名，将虎城壮丁队的
10多名队员抓去县城关押，
敲诈勒索。被关押壮丁的
家属十分气愤。

1928年春节前夕，金治
平、蔡奎等发动壮丁家属数
十人将壮丁大队长曹德斋
痛打一顿。事后金治平和
石子安等趁团总胡映堂要
求他们协助处理的机会，建
议由富绅出钱赎人。同时
提出：“团总和壮丁大队长
应由群众选举。”胡映堂迫
于压力同意。通过选举，正
副团总和正副大队长都由
共产党员担任。这样，虎城
场政权和武装力量全部被
共产党控制。

根据党组织的决定，金
治平、蔡奎等以冬防为名，
将虎城土豪劣绅的 20 多支
手枪，400 多条步枪全部集
中到团局，将壮丁编为一个
大队，4 个中队和一个手枪
队，金治平担任第二中队中
队长。此后，虎城场的农民
武装便以壮丁队的名义公开活动。

1928 年，虎南地区伏旱严重，稻谷欠
收。秋收前，地主豪绅怕农民少交租，亲自
到田边察看稻谷，故意高估产量，加上名目
繁多的苛捐杂税，压得农民实在无法接
受。金治平和蔡奎一起到南岳发动群众进
行抗租抗税抗捐斗争，成立了“南岳人民抗
捐大同盟”，并组织了1000余人上街游行示
威，停场罢市。金治平登台演讲，鼓励乡亲
团结一心，坚持斗争，沉重地打击了敌人，
迫使反动当局减轻了农民群众的负担。

1929 年 7 月 20 日，旷继勋带领中国工
农红军四川第一路游击队转战到南岳，金
治平组织农协会员前往迎接，安排食宿。
随后，又亲自带路攻打虎城场猫儿寨和尚
岩。失利后，继续在虎南一带从事农民运
动。

1930年夏，天大旱，南岳人民生活极度
困难，借贷无门。金治平和蔡奎带领农民
向团总杨希炯借谷度荒，杨希炯不借，反而
暗地将谷私分，并造谣说：农民把谷挑走
了。农民十分气愤！金治平、蔡奎便发动
农民将团局捣毁。军阀刘存厚部一个营赶
来镇压，在南岳街上枪杀了参加游行的刘
篾匠刘大华。敌军撤走后，金治平、蔡奎组
织农民为刘大华举行了上千人的追悼大
会。并将大土豪邓开甲枪杀于虎城场口，
以公祭刘大华。接着，组织农民在南岳李
培元等大地主家开展“破仓分粮”斗争，解
决了夏荒问题。

同年6月初，在金治平、蔡奎的组织下，
南岳场停场罢市，改在安乐桥、旱田坝进行
交易，不交税。中旬，刘存厚部一个连到旱
田坝驱赶进行交易的农民。金治平、蔡奎
得知后，立即调动附近农协会、儿童团和农
民武装共1000余人，分布于旱田坝周围的
大小山头，然后派武装队员趁敌军休息时，
进行突然袭击，并组织群众在山头鸣枪，呐
喊助威，吓得敌人仓皇逃命，被打死 20 多
人，打伤数十人，缴枪数十支，子弹数百
发。等敌人援兵到来时，群众早已安全转
移。金治平、蔡奎则率农民武装在夜间不
断袭扰敌人，迫使敌人不得不撤离南岳。

东征失利 金治平等壮烈牺牲

1930年7月中旬的一天夜里，金治平、
蔡奎等数十人到向家咀开会，返回时，在施

家河与刘存厚部一个营的敌人遭遇。激战
一个小时后，撤入联升寨，被围 7 天 7 夜。
在万分危急之时，中共梁山县委调集300多
名农民武装由李云程、杨勃、袁树森率领前
往增援，在群众的配合下，解了围。

紧接着，虎南地区党组织奉中共四川
省委指示，迅速组织该地区的游击队南下，
与梁山县太平、龙沙两地的农民武装会合，
组成四川红军第三路游击队，与湘鄂西贺
龙部红军会师，“东征武汉，饮马长江”。7
月 28 日清晨，虎南地区 600 余名武装人员
集中在虎城场牛栏沟编为4个中队，金治平
担任第二中队中队长，然后向南开跋。他
们沿途镇压了豪绅龚树之，在马家乡缴获
了团防局6箱子弹，并一夜行程105华里到
达龙沙乡。第二天，金治平率第二中队随
虎南、龙沙、太平3支农民武装1300余人到
达忠县黄钦坝，当晚，四川红军第三路游击
队在黄钦坝正式成立。金治平担任第一大
队第二中队中队长。

7月30日下午，第三路游击队从黄钦坝
出发，到花桥寺后休整3天。8月3日，金治
平率第二中队进到黄泥垭，与游击队一起
将数百民团击溃，顺利到达石宝寨。8月4
日，游击队渡过长江，到了石柱县西界沱。
8 月 5 日，经方斗山、楠木垭、铁板桥、焦山
坡，到达西乐坪，准备休整。这时，敌军陈
兰亭部奉刘湘密令，尾随而来，分数路向第
三路游击队进攻，游击队总指挥部决定，第
二大队、第三大队和手枪队伏击敌人，金治
平所在的第一大队担任预备队。

1930 年 8 月 10 日，奉命“东征武汉，饮
马长江”的四川红军第三路游击队在石柱
县击退了尾追之敌陈兰亭部张小平团的多
次进攻。不料敌军由团防队带路，抄小路
从西乐坪的西南侧偷袭游击队第二大队，
并攻到了总指挥部。紧急关头，金治平率
部奋力从敌人左侧反攻，以掩护总指挥部
撤退，因而腹背受敌。在击退敌人的多次
冲锋后，金治平与他所率的大部分游击队
员壮烈牺牲。

2010年10月30日，达县人民政府在连
心村为金治平、王世伦、王仕德、黄光甫、黄
光前、刘庆明、刘自安、刘自西、刘明辉9位
革命先烈立了墓碑，以传承和弘扬红军革
命精神。

（本文参考了《中国革命老区达州》《闪
耀的星群》等文献）

金治平带领红军与敌战斗的猫儿寨东寨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