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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道衡 （1899~1955），字仲良，清末

平远人。

幼年读私塾，后入贵阳模范中学就

读。1919 年，入北京大学预科甲部学习，

1921 年转读地质系本科。1926 年毕业，留

校任助教，并从事地质古生物研究。1927
年，丁道衡应邀参加北京大学西北科学考

察团，负责考察地质古生物和沿途矿产。5
月，考察团成员从北京出发，不畏气候恶

劣，路途艰险，横穿戈壁，翻越天山，直

达新疆塔什库尔干，历时 3 年，完成考

察。丁道衡在考察中首次发现白云鄂博铁

矿，绘制地质图百余幅，采集地质实物标

本 35 箱，搜集内蒙古、宁夏、甘肃、新疆

风土物品 3 箱，为开发西北提供珍贵实物

及技术资料，用实践打破某些驻华外交使

团散布考察不会成功的流言。

1930 年 10 月，丁道衡回北大任助教。

次年 3 至 8 月，兼任北京女子师范学院讲

师，其间整理发表 《新疆矿产志略》。1934
年 8 月，留学德国柏林大学地质系，师从

斯梯勒教授攻地质构造。次年转马堡大学

随卫德肯教授研究无脊椎动物化石，完成

古林海、十字珊瑚、波哈特贝及鄂头贝研

究，发表论文 《关于波哈特贝与鄂头贝的

内部结构》《方锥珊瑚研究》，获博士学位。

1937 年 12 月，丁道衡任云南省建设厅

技正。 1939 年 9 月起，为川康考察团专

家，赴四川、西康考察，途中遭匪抢劫，

未偿夙愿。1940 年 3 月，受聘于武汉大学

矿冶系教授，讲授地质 6 门课程数年。其

间，发表论文《十字珊瑚之意义》。1942 年

8 月，回贵州，在安顺创建工农学院，附设

工业职业学校，自任校长。后工农学院迁

贵阳，改组并入贵州大学工学院，丁道衡

任院长。1946 年与乐森璕教授建议成立贵

州大学地质系，丁道衡任文理学院院长兼

地质系主任。其间，首次研究西南石炭

纪、二叠纪岩层中的铝矾土矿，确定其层

位和初步远景。1948 年，被选为贵州大学

教授会主席。次年应邀到重庆大学地质系

讲学，返校后，在师生集会上介绍重庆人

民反饥饿运动情况，大声疾呼“社会存在

的各种黑暗必须铲除”“师生温饱应该得到

保障”“内战应该停止”。旋即，贵大联系

贵阳医学院、贵阳师范学院师生举行示威

游行，罢教罢课。1949 年 8 月 8 日，国民党

贵阳当局以“鼓动学潮”和“宣传共产主

义”的罪名，将丁道衡秘密拘留于贵阳绥

靖公署。其弟丁道谦致书丁道衡北大地质

系同学，经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的翁文

灏及英国皇家学会多方营救，于 10 月 24 日

得以恢复自由。

贵阳解放后，丁道衡被任命为贵州大

学接管会主任，当选贵州省人民委员会委

员，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文化教育委

员会副主任。1952 年 12 月，任重庆大学地

质系主任、教授。1953 年，当选为重庆第

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重庆市政协常

委、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兼重庆分会副主任

委 员 、 中 国 地 质 学 会 重 庆 分 会 理 事 长 。

1954 年，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1955 年 2 月 21 日，病逝于重庆，葬

于重庆市小龙坎平顶山巅。 丁道衡

丁道衡

红色题材现代舞剧《林青的远方》剧照 （陈 曦 摄）

林青 （1911~1935），原名李远方，字肃如，

号矛戈，民国初年毕节县人。

林青出身于城镇平民家庭，小学未毕业即在

毕节城区志和百货店当学徒。1926 年，与运盐

挑夫一起出走重庆，在重庆一家进步剧团当演

员。1927 年在重庆参加群众抗议英美帝国主义

军舰炮击南京暴行的“三·三一”集会时被捕。

后经营救出狱，考入重庆西南美术专科学校学

习，并在学校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30 年，林青辗转来到上海，被中共上海党

组织安排在沪东共青团区委工作，不久转为中共

党员。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在上海与毕

节人缪正元等人组织朝阳音乐社，向工人宣传抗

日救亡。1932 年因参加组织工人总罢工，被英

租界巡捕房逮捕，被判刑两年。1933 年出狱后

与缪正元一起返回家乡毕节。

在毕节，林青、缪正元与在毕节以教书为掩

护领导青年学生开展革命活动的老同学秦天真，

组织建立了毕节草原艺术研究社 （简称草原

社），吸纳学校进步教师学生、社会进步青年入

社活动。林青为草原社制定规定：“歌咏不唱靡

靡之音，演戏要演有进步意义的戏剧，绘画要画

刚强的人，文学要写劳苦大众。”在草原社内设

立读书会、文学研究会、话剧队、歌咏队、美术

组，分别组织社员阅读进步书刊，排演戏剧，学

习绘画。1934 年春节，草原社举行公演，第一

次在毕节城唱响 《国际歌》，引起强烈反响。这

一年的 1 月，林青、缪正元还在毕节文庙介绍秦

天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中共毕节支部，

林青担任支部书记。支部讨论通过了林青提出的

4 条行动纲领：1.发动武装斗争，创造条件建立

苏维埃政权；2.加强对草原艺术研究社的领导，

推动群众性抗日救亡宣传活动；3.加强党的建

设，发展党的组织；4.继续设法与党的上级机关

取得联系。党支部成立后，成功组织领导了驱逐

毕节中学反动学监和揭露毕节反动当局罪恶的两

次学潮运动。同时，把宣传抗日活动扩大到农村

和社会各界，还争取到了范敬章带领的一支黔军

队伍，使毕节党支部有了自己领导的革命武装。

毕节党支部的革命活动，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注

意。这一年的夏天，国民党贵州 25 军防共委员

会密令驻毕节的犹禹九部立即逮捕林青等人。林

青、缪正元、秦天真获悉后，迅速组织转移，离

开毕节到安顺、贵阳一带开展活动。

在贵阳，林青等人先在学校中组织社会科学

研究会、文学艺术研究会，吸引进步青年和爱国

人士参加阅读革命书刊，开展文艺演出，进行抗

日宣传。其间，培养和吸收了徐健生、李策等一

批骨干分子加入中共党组织。不久贵阳一中、贵

阳高中、女师、男师、达德等学校先后建立党的

支部或小组。1934 年底，贵州全省的中共党员

已发展到 40 多人，建起了中共党组织 （党支

部、党小组） 10 余个。其间，还派遣党员邓止

戈、黄大陆打入国军内部开展兵运工作。

1935 年 1 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遵义，林青

在遵义找到了在上海的狱友此时已担任红三军

团政治部宣传部长的吴亮平，经吴亮平介绍，

林青向红军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李维汉汇

报了中共贵州党组织的发展和开展工作的情

况。李维汉向中央汇报后，代表中央批准成立

中共贵州省工作委员会，林青担任书记并兼任

遵义县委书记，邓止戈、秦天真为省工委委

员。林青及时返回贵阳，在贵阳召开省工委会

议，传达中央指示，讨论执行中央指示的工作

措施。会后，按照中央的指示，积极为红军收

集情报，加强对国民党军队的军运工作，广泛

开展宣传红军北上抗日主张，揭露国民党消极

抗日、积极反共、围剿红军的阴谋，发动民众

反对国民党，在斗争中培养和发展党员，壮大

党组织。4 月，贵州全省有 11 个县、市和 10 多

所学校建立了党的县委、党支部或党小组。

1935 年 7 月，因叛徒出卖，中共贵州党组织

遭到严重破坏，省工委主要领导人林青和一些重

要领导人刘茂隆等先后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在狱

中，国民党贵州当局采用金钱地位引诱和严刑拷

打等手段，诱导和威胁林青、刘茂隆叛变，但林

青、刘茂隆始终坚贞不屈。后来，在监狱看守、

中共党员董亮清的帮助下，林青以工委书记的身

份，决定让刘茂隆越狱。刘茂隆越狱成功后，国

民党当局恐怕越狱事件再次发生，于是对林青很

快执行死刑。9 月 11 日，被打得遍体鳞伤的林青

被押赴刑场，在从监狱通往红石坡刑场的贵阳市

区大街上，林青昂首挺胸，一路高唱 《国际

歌》，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国民党

军警用刺刀戳穿林青的双腮，卡住林青的牙关，

鲜血从刀口、嘴里流出来，染红了林青的脖颈、

衣裤、鞋袜、囚车，滴在大街上，观看的民众无

不感动流泪，敬佩革命者，憎恨反动派。在刑场

沉闷的枪声中，林青大义凛然，英勇就义，年仅

24 岁。新中国成立后，林青被批准为革命烈士。

林青

周素园 （1879~1958），又名培艺，别字

树元、澍元。清末生于毕节，贡生。

周素园青年时，深恨清廷腐败，立志改

良政治，寻找救国之策，阅读提倡新学及维

新改良书报，逐渐接受维新派思想，主张注

意教育以开民智，提倡实业以抗外力。清光

绪三十一年 （1905），获贵州路矿总公司副

总经理于德楷资助，筹办 《黔报》。清光绪

三 十 三 年 （1907） 8 月 17 日 ，《黔 报》 创

刊，为贵州第一份报纸。周素园利用 《黔

报》，宣传爱国主义，反对列强瓜分中国，

唤起民众，推行政治改革。同年 11 月，与

张百麟等发起建立贵州省自治学社，秘密进

行推翻清王朝统治的思想和组织准备。清宣

统二年 （1910），自治学社成员发展到 10 万

人，分社遍及贵州全省。年底，经同盟会贵

州支部长平刚介绍，自治学社集体加入孙中

山领导的同盟会。

1911 年 9 月，四川爆发保路运动，贵州

响应，掀起反对将四国借款移为修筑贵渝铁

路的斗争，与张百麟、陈永锡商定举行武装

起义。11 月 3 日晚，贵州自治学社响应武昌

起义，发动武装起义，一举夺取贵州政权，

建立大汉贵州军政府。军政府由都督、枢密

院、行政总理三部分组成，周素园出任行政

总理。1912 年 3 月，贵州宪政派与刘显世勾

结云南军阀唐继尧，引滇军入黔，颠覆大汉

贵州军政府，捕杀自治学社社员。周素园被

迫逃离贵阳，取道毕节入川，开始近 10 年

的政治流亡生活。后取道武汉入北京，与先

期到京的同仁平刚、简书等，以通电、提出

控诉方式，揭露宪政党勾结滇军颠覆大汉贵

州军政府的罪行。周素园等的斗争，不被袁

世凯当局认可，被明令通缉，周素园被迫离

京入川。迫于生计，曾短期在四川合川县署

办文案，后任北洋政府交通部顾问。1918
年，周素园被奉军司令徐树铮任命为总司

令部秘书。 1920 年 11 月，贵州政局变化，

刘 显 世 被 逐 ， 周 素 园 应 贵 州 省 省 长 王 伯

群、黔军参谋长何应钦之邀，于次年 10 月

任黔军司令部参议，后兼任秘书长。1921
年 1 月，黔军内讧，何应钦被赶走，周素

园辞职回毕。次年 5 月，贵州军阀袁祖铭

率“定黔军”由四川回贵州夺得政权，邀

周素园任“定黔军”司令部秘书长。8 月，

袁祖铭任省长，委周素园为政务厅长兼省

府秘书长。1923 年，滇军再次入黔，袁祖铭

败退四川，周素园请假去上海休养。1924 年

5 月，袁祖铭在重庆出任川黔边防督办，电

邀周素园到督办公署任秘书长。其间，袁祖

铭要周素园代表其去北京与段祺瑞政府联

系，周素园提出事毕后“赐放还山”为条

件。1925 年 8 月初，周素园辞职。9 月，周

素园回到毕节。此后 10 年，在家中潜心读

书，思想认识有新的提高。

1936 年 2 月，红二、红六军团长征到达

黔西北，在黔大毕建立红色苏区。红军宣传

中共抗日主张，组织抗日队伍，年已 57 岁

的周素园出任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红军撤

离毕节时，周素园毅然离别家小，跟随红军

长征。长征中，周素园利用旧交和社会影

响，给滇军将领龙云、孙渡、鲁道元等写

信，晓以大义，促使滇军避免和红军作战。

红二、红六军团长征北上，周素园随军翻雪

山、过草地，到达延安。在延安，周素园多

次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接

见，且多次长谈。 12 月，西安事变发生，

周素园遵照毛泽东指示，写信给何应钦、王

伯群、吴忠信、张学良、朱绍良，力主和平

解决西安事变。1937 年，国共举行第二次合

作谈判，周素园写信给冯玉祥、张道藩、张

继、吴忠信等政要，以推动促使国共早日实

现合作。7 月 7 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周

素园被任命为八路军高级参议。不久，周素

园身患重疾，久治不愈，于是向毛泽东陈述

回贵州继续为党工作的想法。毛泽东同意其

计划，并致信慰勉。临行前，毛泽东、朱德

设宴为周素园饯行。10 月，周素园离开延

安开始返回贵州，途中周素园以八路军高级

参议身份，带着毛泽东给西南各省政府领导

人的信，访问西南各省当局，宣传共产党团

结抗日主张。在其说服动员下，代理四川省

主席邓汉祥同意汇法币 4 万元补助陕北公

学，四川省动员委员会张澜、胡景伊愿意把

彭德怀论游击战的小册子大量印送群众。在

昆明，周素园广泛接触各界人士，介绍朱家

璧、黄俊到延安学习深造；募得巨款购买云

南白药 2 万盒，邮寄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转

交抗日前线部队急救伤员。周素园所为，为

国民党当局所不容，云南省主席龙云下令逐

客。周素园回到贵阳，贵州当局不准周素园

留居贵阳，让其回毕节。1938 年，民国政府

表面委周素园为国民参议员、省府参议，暗

中则对周素园进行严密监视。毕节解放前

夕，国民党当局计划劫持周素园离毕，幸其

早有准备，未受其害。周素园暗中策划，组

织人员迎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毕节城。

1949 年 11 月 28 日，毕节解放后，各界

推举周素园出任支前委员会主任。1950 年

初，周素园应中共贵州省委之邀赴贵阳。此

后，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贵州省政府

副主席。1954 年，当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

表。1955 年，当选贵州省政府副省长。1958
年 2 月 1 日，周素园病逝贵阳。

周素园一生著作宏富，主要有 《贵州民

党痛史》《贵州护国护法两役战史》《贵州陆

军史述要》《西行回忆录》 及 《素园文存》 5
卷、《素园书牍》 14 卷、《光明日记》 23 卷。

1994 年，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选周素园

自传、论著、电函、家书，编成 106 万字的

《周素园文集》，由贵州省人民出版社出版。

周素园像 （高 琦 摄）

周素园

·本版资料由毕节市史志办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