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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桂黔边区纵队第八支队与祥云的七座寺庙

云南解放前夕，中国人民解放军边纵第八个支

队在滇西祥云成立。八支队官兵纪律严明，作战勇

敢，为滇中滇西的解放立下了早著战功。这支部队

从成立到发展壮大，与滇西祥云大地上的七座寺庙

发生了密切的联系，这些寺庙后来也就成为祥云乃

至整个滇西重要的革命纪念地。半个多世纪以来，

各族人民通过这些红色的寺庙，追忆历史，缅怀先

烈。
下庄镇大仓大庙：八支队之前身———武工队的

诞生地

大仓村位于下庄街东二十五里的群山之中，大

仓大庙不偏不倚坐落在几个村子中间，与众村庄构

成众星捧月之势。大仓东临云里厂、石门林谷，北扼

金旦河谷，西走下庄和大波那，进可入祥云几大坝

区，退可入金旦林谷、东山、普淜大山区，是在敌强

我弱的形势下开展武装斗争的理想之地。
随着三大战役胜利结束，百万大军横渡长江在

即，中国革命已经胜利在望，发动群众，组织武装力

量，积极开展武装斗争，迎接全国的胜利解放，已经

成了整个云南对敌斗争的重中之重。1949 年初，云

南省工委派黄平同志到祥云下庄街传达指示，要求

祥云分委立即着手创建由党绝对领导的地方武装

力量，在滇西广大地区积极开展武装斗争。通过讨

论，决定先以山区为重心开展反蒋武装斗争，并赞

同将具有地理优势的大仓，作为武装力量创建和发

展的基地。1 月 20 日，从县内各乡农抗会中挑选的

40 余名青壮年积极分子，汇集到大仓大庙集中，滇

西第一支革命武工队宣告诞生。武工队成立后，在

大庙进行了严格的军政训练，提高了干部战士的政

治素质、文化素质和军事素质，为日后的对敌斗争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成立于大仓大庙的武工队，后来发展成为拥有

三个正规团建制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边纵第八支队。

从这点上来说，大仓大庙，是解放战争后期在滇西

大地威震敌胆，功勋卓著的边纵八支队的“摇篮”。
下庄镇玉峰寺和关圣殿：八支队的前身———滇

西人民自卫团驻地

“滇西人民自卫团”于 1949 年 3 月在下庄街附

近玉峰寺宣告成立。自卫团成立之初，拥有千余人

枪，武装力量初见规模。
玉峰寺位于下庄街和玉龙庄村之间的坝边山

梁上一个林洼里，背靠大仓、金旦山区，居高临下地

俯视下川坝，系祥云坝区进出渔泡江流域山区的最

重要的路口之一。该寺始建于明朝，重建于 19 世纪

与 20 世纪之交。滇西人民自卫团成立后，部队就驻

扎在玉峰寺里，玉峰寺成了广大自卫团指战员战斗

间隙休息和学习训练的地方。由于玉峰寺建筑规模

不是很大，可使用的房屋少，领导机关和作战部队

共驻一院，显得有些拥挤，于是，自卫团领导决定，

将团领导机关和作战部队的一部分，移到北二里处

山脚下玉龙庄自然村的关圣殿里。临湖靠山田村簇

拥的关圣殿，就成了滇西自卫团的“神经中枢”。关

圣殿和村民房屋连成一片，机关干部战士和村中人

民群众也打成一片。群众的支持，加快了部队的发

展，也引起了敌人的恐慌。几个月后，根据祥云敌我

形势的变化，自卫团领导机关迁离关圣殿，作战部

队也向山区转移。这一段历史，在玉龙庄乃至周围

村庄的群众中留下了深刻的记忆，直到今天，仍有

一些上了年纪的老年人，把玉龙庄村头的这座古寺

庙称为“自卫团指挥所”。
鹿鸣文昌宫：边纵八支队宣告成立的地方和指

挥中心

滇西人民自卫团领导机关离开玉龙庄关圣殿

后，带领广大指战员开进位于红河南源头的鹿鸣山

区，自卫团领导机关以“滇西人民自卫团总部”的名

义，驻扎进鹿鸣文昌宫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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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鸣，地处祥云县南部山区，松涛翻滚，竹修林

茂，和大仓一样，系群山环拥的一方美丽山间小平

坝，面积近一平方公里。从坝子西北伸向鹿鸣小坝

的麦冲大梁，一个陡坎垂降后，以一道舌形的小山

脉，伸进鹿鸣坝子，将鹿鸣坝划为鹰翅样的凌厉两

片。三院成一体的文昌宫，就建造在这座小山上。级

级拾高的文昌宫，远望近观，巍峨壮观，气势非凡。
自卫团指挥中心转移到鹿鸣文昌宫后，部队也

陆续集结鹿鸣。根据上级的指示，以滇西人民自卫

团为基础，在鹿鸣文昌宫里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边纵第八支队，支队辖三个建制团，三千多人枪。边

纵第八支队指战员在上级党组织和纵队领导机关

的领导下，开始了艰苦卓绝的对敌斗争。退有鹿鸣

周围的大山为屏障，进有穿行在密林中四通八达的

驿道提供行军上的方便，第八支队取得了一个又一

个的重大胜利，在周围州县建立了广大的游击区和

一块块根据地。到云南和平解放时，已经武装解放

了十几座县城和广大乡村地区。鹿鸣文昌宫成了滇

中、滇西祥云、宾川、盐丰、大姚、姚安、禄丰、牟定、
南华、景东、弥渡等十六县军事斗争的指挥中心，这

让今天的鹿鸣人民感到无限的骄傲和自豪。
下庄镇小仓白牛寺：滇西人民自卫团的被服厂

祥云第一大河纵贯城川坝和下川坝从练渡丫

口入山后，几经周转，来到了与大仓坝隔石丫口相

望的小仓河谷。四方成一院的白牛寺，就建造在小

仓村北后山坡的一个台地上。
滇西人民自卫团绝大多数战士来自祥云及其周

围县份的农村，几乎都是穷苦的农民，一个个衣不蔽

体，脚上穿的也是草鞋，一些战士甚至赤脚入伍。经

过几个月的艰苦行军战斗后，干部战士们的衣服更

是破烂不堪，艰苦战斗中的自卫团干部战士，饱受无

衣穿无鞋穿无被盖之苦，甚至因此而得病，部队面临

着非战斗的减员，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部队的战

斗力。在这种情况下，解决自卫团干部战士的衣鞋被

服，已经成了自卫团的当务之急。
自卫团总部领导经过讨论，决定“用攻占盐丰

开仓卖盐款给部队缝制军装，制定了式样和颜色，

由普之宝找布商买白布染成蓝色，交后方供应处的

任定培、张润清、张云来等人组织加工。他们在当地

政府的支持下，动员集中了前所街、马街、下庄街、
大波那街的私人缝纫机二十多台、五十多人到小仓

白牛寺，经过日夜辛劳，先后缝制了四千多套军

装。”这些军装下发到指战员们手中，“一改五花八

门的着装形态，使部队的军容焕然一新。”（《红色记

忆》31 页，中共祥云县委党史研究室编。）开办在白

牛寺里的被服厂，使自卫团变得整齐威武，叫敌人

更加不敢小视。
下庄镇金旦土主庙和文昌宫：滇西人民自卫团

的后方医院

随着白牛寺庙下小仓村前滚滚流过的中河水

向东前行，过大麦地、双山、滑石板，来到了今天下

庄、东山、普淜三乡镇分水的花果山西南麓河谷里，

地势豁然开朗。较为开阔的河谷里，一个很大的村

庄出现在眼前，两座倚山而建的寺庙也随之出现在

眼前。
这个村庄就是彝族聚居的金旦村。这两座寺庙

就是曾经作为滇西人民自卫团后方医院的金旦土

主庙和文昌宫。
滇西人民自卫团把金旦土主庙和文昌宫作为

部队的后方医院，应该说是最为理想的选址了。一

是两座寺庙隔不过三百米，一共三院的土木砖瓦建

筑，要院坝有院坝，要楼阁有楼阁，要厅堂有厅堂，

非常适合作战地医院；二是金旦河谷九曲十八弯，

树林茂盛，又东西分别有两座磅礴连绵的大山作屏

障，易守难攻，敌人不敢贸然进攻，即便有敌人来进

攻，医生、伤员和药品医疗材器也可以很及时地疏

散隐蔽在河谷两岸洋条箐等密林深箐中，敌人清剿

计划，只能落得个竹篮子打水一场空，这为医院和

伤员提供了地理条件上的安全保障；三是医院上下

几十个大大小小的村庄，居民几乎全部是彝族，他

们穿着民族服装，讲着自己独有的民族话，即便有

敌人的便衣特务进来进行破坏，也很容易因为语言

服饰暴露身份；加之山区彝族群众苦大仇深，善良、
耿直、疾恶如仇的民族性情和家家户户村村寨寨抱

成一团的团体精神，更让敌人不敢铤而走险；四是

密林中生长着无数珍贵的中药材，而彝家人又多是

采药的好手，这样就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医院缺少

药品的问题。正是有了这些有利的条件，这座后方

医院在当时复杂险恶的环境中一直安然无恙，自卫

团无数的伤员和病人，在医院里得到及时有效的治

疗，恢复了健康，重上战场。
作者单位：祥云县刘厂镇江登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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