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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 2月，佛海县政府任命刘昆
府为县“剿匪”大队长。3月底，刘昆府
把武装队伍带到车里、佛海、南峤和宁江
四县交界附近的那京、南本等地，建立起
根据地。同时积极争取地方实力派武装
支持，继续扩充队伍。

1947年 5月，思普特支接到刘昆府
邀请后派人指导工作，思普特支制定了
弄清情况、发动群众、做好思想和政治形
势教育、不暴露身份、暂不开展军事行动
的工作方针，派磨黑中学学生杨汉光和
军事教官杨家俊两名共产党员到刘昆府
部工作。杨汉光担任刘昆府的副官，杨
家俊担任直属中队中队长。同年 9月 13
日，中共滇南工委应刘昆府要求，派石屏

的地下党员刘光卿带领 40余人到达那
京。10月，刘昆府领导武装队伍攻占宁
江县城。11月，部队发展到 1300多人，
控制东起车里宾房，西至澜沧发展河，北
到宁江，南到南峤、佛海的广大地区。刘
昆府将原来的自卫独立大队改称为车
（里）佛（海）南（峤）宁（江）澜（沧）民主联
军（以下简称“民主联军”），刘昆府任总
队长，共产党员杨家俊任参谋长，下辖 5
个大队、1个直属警卫中队。

革命根据地的扩大和民主联军的发
展，使国民党政权惶恐不安，1947年 11
月，省政府主席卢汉电令第七行政区督
察专员公署专员余建勋和保安三团团长
尹集生，派出第八、第九保安大队 1000

余人，由尹集生为首“进剿”民主联军。
同时，发电要求澜沧、宁江等县政府派出
常备武装和地方自卫大队配合保安三团
行动。在民主联军处境非常困难的时
候，地下党思茅联络站负责人何宏志写
信告诉刘光卿要注意保存实力，不要轻
易暴露。保安三团从澜沧“进剿”民主联
军，刘昆府派人到澜沧找李晓村要求给
予支援。李晓村和傅晓楼商量后派出一
批武装人员到六顺县活动，转移分散敌
人的力量。为了对付敌人的军事“围
剿”，武装队伍分散驻防宁江等地的大部
分兵力，到佛海县曼方、车里县宾房一带
打游击，同时将那京根据地的老弱妇幼
人群及财产转移到第二根据地黑山。

1947年 12月，国民党保安三团第
八、第九大队分别从澜沧、佛海方向向民
主联军进行包围，民主联军第七大队队
长李发荣在敌人的威逼利诱下叛变，在
数倍于己的敌人兵力的进攻下，为了保
存实力，民主联军主力向红河一带长途
转移。1948年 2月，这支队伍终于冲破
敌人的围追堵截，转移到石屏县宝秀
镇。

车佛南宁澜民主联军的反蒋武装斗
争，虽然在敌人的重兵“围剿”下失败，但
刘昆府在那京地区建立的革命武装和创
建的游击区是滇西南组织反蒋武装斗争
的一次大胆尝试，大多数民主联军战士
后来都参加了党领导的革命武装。

1946年，佤山抗日自卫总队被国民
党政府解散后，罗正明、刘亚南等领导
人回到景谷勐主家中。他们曾到昆明
寻找中国共产党，并寻求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但因当时党组织处于地下工作状
态而没有找到。

1948年 10月，旅居国外的一批中
共党员和爱国进步青年，经中共香港分
局批准，准备分批回国参加革命斗争。
这时，刘亚南在国外通过一家报纸发行
人介绍，找到当地华侨党组织的负责人
邱及，向他说明到国外来找共产党的目
的以及当时澜沧、景谷等地的情况。中
共香港分局指示邱及，把带领侨胞回国
的任务交给刘亚南，并指示他们回国后
找朱家璧的部队参加革命。

1948年 10月，经中共香港分局批
准，在国外的一部分华侨党员组成了回
国党组，邱秉经任党组书记。回国党组

分批回国，第一批 11人，由卓孟晋带领
回国。在回国的路途中，为了保证回国
人员的绝对安全，刘亚南带领大家千方
百计地避开了国民党特务的视线，一路
上，他既负责带路又承担全体人员的食
宿费用。刘亚南拿出自己做生意的钱，
并向亲友借钱，一路风餐露宿，终于在
11月初把第一批回国党组人员带到了
景谷勐主。

罗正明和勐主党支部热忱欢迎回
国党组的到来，勐主支部联络委员昌恩
泽通过刘亚南与卓孟晋等人见面，向他
们介绍了情况，并建议他们留下来共同
工作。勐主支部和回国党组做了分工，
回国党组的人员分别负责景谷勐主、勐
班、勐戛及澜沧一带的工作，其中，回国
党组的卓孟晋、邹怡生、许志平参加勐
主支部领导的景（谷）澜（沧）六（顺）军
政委员会（以下简称“景澜六军政委员

会”），卓孟晋被增补为景澜六军政委员
会副主任，共同领导开展这一地区的工
作。

1949年 2月，回国党组在境外的 42
人先后分 4批进入思普区。他们大多是
知识分子，有较为丰富的革命斗争经
验，成为一支在景澜六地区开展革命斗
争的重要力量。同年 10月，中共思普地
方委员会接到回国党组的组织关系已
从华南分局转来的通知，回国党组人员
继续在思普区开展革命工作。

回国党组的到来，加强了党在思普
区的力量，为开展反蒋统一战线，进行
武装斗争，建立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要
贡献。其中，回国党组中的黄劲、黄河
清和陈盛深在景谷李希哲叛乱中被杀
害，为思普区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
生命。

刘昆府，1905年生于云南省
石屏县的一个农民家庭，四岁丧
父，靠母亲做针线、织布维持全家
五口人的生活，收入微薄，生活艰
辛。刘昆府自幼顽强好学，曾就
读于省立师范学校，擅长诗文书
法。青年时期，刘昆府受革命思
想的影响，曾组织参加“倒唐运
动”。

1943年至 1946年，刘昆府到
磨黑开药房，一边为群众看病，一
边关注着时局。1946年 11月，刘
昆府向陈盛年提出要去车（里）佛
（海）南（峤）开展革命工作。得到
陈盛年的同意与支持后，1946年
底，刘昆府关闭药房回到石屏，变
卖田产购买枪支。又从石屏带领
20余人武装，携带部分马匹商品，
以做生意为名返回磨黑。在地下
党的安排下，由张孟希支援步枪 7
支，子弹一批，并写了一封信由刘
昆府转给佛海县长柳纯，推荐刘
昆府担任柳纯的“剿匪”大队长。

1947年 2月，刘昆府到达佛
海县城，佛海县政府任命他为县

“剿匪”大队长。3月底，刘昆府把
自己掌握的 40余人武装，带到那
京、南本河一带，建立根据地，发
展革命武装。

刘昆府带领的革命队伍不断
壮大，引起了反动政府的恐慌。
国民党云南省主席卢汉电令普洱
专员余建勋和保安三团派重兵围
剿。因围剿兵力超过刘昆府部数
倍，同时民主联军内部又发生叛
变，在外有强敌、内有叛乱的危急

情况下，刘昆府率主力辗转抵抗，
撤出了那京根据地。1947年 12
月，为了保存实力，刘昆府决定带
领主力基干大队和警卫中队 130
多人转移至石屏隐蔽待命。

1948年 8月，刘昆府在石屏
县宝秀镇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接
受了滇南工委要求重组武装的指
示。9月，在石屏三树底正式成立
了云南人民反蒋自卫军第三支
队，刘昆府被任命为支队长。在
滇南工委组织二、三支队攻打石
屏县城战斗中，刘昆府被任命为
攻城联合指挥部总指挥。在石屏
战斗中，刘昆府身先士卒，到第一
线指挥战斗，后因敌军增援，主动
撤退。

1949年 2月，刘昆府调到二
纵队部整训总队任总队长，参加
二纵队一期随军干校学习。4月，
二纵队进驻普洱，一期干校结束，
刘昆府仍留二期干校任总队长。
7月，二期干校结束，刘昆府被派
往景谷县，担任益香、香盐、凤岗
三个盐厂的总负责人，他积极发
展盐业生产，尽心尽力解决部队
给养问题。

1949年冬，在国民党及其特
务的策动下，思普根据地多次发
生严重的反革命暴乱，长期盘踞
在景谷县的反动恶霸、国民党县

长李希哲发动了大规模反革命暴
乱。李希哲惧怕刘昆府的力量，
不敢正面交锋，于是策划了一场
阴谋。11月 13日晚，李希哲借口
商量盐务，邀刘昆府到他家做客，
李希哲笑脸相迎，酒肉招待，胁迫
刘昆府参加叛乱。刘昆府当即义
正词严痛斥李希哲的叛变行为。
李希哲见拉拢无效，一声送客，几
个大汉跳出来控制住刘昆府。刘
昆府面对叛匪大义凛然、威武不
屈，痛斥敌人的卑劣行为。叛匪
恼羞成怒，向刘昆府胸部连刺 48
刀，刘昆府仍不断高呼：“打倒国
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
叛匪将他的眼珠挖出来，用刺刀
刺入他的口腔，刘昆府壮烈牺牲。

刘昆府牺牲后，滇桂黔边纵
队第九支队赠以“革命英烈”的锦
旗，宝秀人民为纪念他，将宝山街
改为“昆府街”。后来，景谷县建
造了烈士陵园，刘昆府烈士长眠
于此。1983年 6月 20日，原边纵
九支队政委、普洱地委书记张华
俊到景谷凭吊，写了一首悼念老
战友刘昆府的律诗：“弱冠投笔为
人民，中年再起更求真。雨林燃
炽讨贼火，赤瑞重投革命身。弃
武学工无私念，舍己为人有宿因。
横眉怒对凶徒弹，振臂高呼震寰
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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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血报国的勇士——刘昆府

△车佛南宁澜民主联军根据地纪念碑。

△回国党组和十一支队部分领导同志。

刘亚南，生于 1913年，原名刘国
昌，字炽夫，男，汉族，景谷县碧安人，
1937年，从普洱师范学校毕业后，返
乡任教。1941年协助乡长罗正明取
消一些苛捐杂税，深得民心。 1942
年，任澜沧县保安大队副大队长，积
极支持爱国开明人士罗正明组织抗
日武装。1944年，任佤山抗日游击队
自卫总队第二支队一大队大队长，在
中缅边境抗击日军。

1948年初，刘亚南到泰国经商，在
阅读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和书籍后深受影
响，于是购买了一些国内查禁的进步书籍带回景谷勐主
学习，并推荐给罗正明。受罗正明委托，刘亚南第二次出
国，于 1948年 11月将旅居国外的 11名中共党员和爱国
青年带到勐主领导革命，一切费用均由他负责。后来，在
中共勐主支部的领导下，成立景澜六军政委员会，刘亚南
任委员会副主任兼武装部副部长和干训班副主任。

1949年 1月，中共勐主支部决定解放思茅，军政委
员会调集武装 300多人，于 2月初在六顺乡黄竹林组成
普光部队，刘亚南任指挥员。2月 9日，普光部队解放思
茅县城。3月 11日，解放普洱（今宁洱）县城。4月，普
光部队与云南人民自卫军二纵队在宁洱会师，普光部
队整编为二纵队十三支队，刘亚南任支队长。5月，刘
亚南加入中国共产党。10月，各地出现反革命武装叛
乱，中共思普地委、边纵九支队党委组建四十三团，调
刘亚南任团长。他率领部队在景谷、车里、佛海、南峤
等地剿匪，保卫新生的红色政权。1950年初，调任宁洱
专区贸易公司经理。

（本版文图由普洱市委党史研究室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