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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一所红色师范的英雄史诗 

郭华

民国时期，河北境内分布着十所省立师范。在我的家乡冀东南一

带有一所创办于民国十二年（1923）的冀县师范，按照次序被命名为

省立第六师范，人们俗称冀县六师。

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六师就有党的组织从事革命活动，因此

这所红色师范被誉为河北革命斗争的策源地之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在 5000 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

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

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其中，革命文化是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各个历史时期形成的

精神追求、精神品格、精神力量，既延续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引

领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中华文明历史长河中起到了传承、

融合和发展创新的作用，是中华民族最为独特的精神标识。从革命文

化中汲取营养，继承红色基因，能为我们在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中，

提供不竭的动力源泉。所以，冀县六师所积淀的红色文化值得挖掘和

传承，在这方面，云旺的这本《关河寻梦——河北省立冀县六师群英谱》

作出了积极探索。

我和云旺相识于 2001 年，那时我尚在衡水工作。我俩结缘于他的

一篇关于衡水古玩市场的文章。在他之前，衡水有一位叫李功的文化

工作者，发现了珍贵的阎庄法帖等一批衡水地域文化的宝藏，在挖掘

衡水地域文化方面卓有建树，可惜天不假年。李功辞世后，我曾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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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衡水从此无李功》的文章来怀念他，同时希望能有年轻一代人

来继承衡水地域文化研究事业。2001 年 11 月，我偶然从《衡水广播

电视报》读到了云旺的《衡水古玩火了》一文，不觉眼前一亮，有一

种衡水地域文化研究后继有人的欣喜。衡水的文玩收藏业是近代形成

的一个特色文化产业，因为在北京琉璃厂经营文玩字画和古旧书籍的

衡水人很多，所以琉璃厂又称衡水街。这么重要的一个产业和群体，

在李功之前，衡水却一直无人关注，云旺作为报社记者以他特有的职

业敏感和深厚的文化积淀不仅探到了这座埋藏已久的金矿，而且迅速

判断出其中蕴含的价值。当时我主管宣传文化工作，见到此文确实感

到欣慰。正巧衡水市政协文史委正在整理出版一本《衡水经济史料》，

我便推荐将他的这篇文章收录进去。这对于我是很平常的一件事，云

旺却当成了一件令他终生铭记的大事，他曾给我来信，说这件事会激

励他在挖掘衡水地域文化的道路上坚定地走下去。2002 年我调沧州工

作，在和云旺时断时续的联系中，密切关注着他在衡水地域文化研究

方向的最新成果。

正如我所料，这些年，云旺在衡水地域文化的挖掘研究事业上做

得风生水起。《衡水晚报》开辟了一个“云旺文化走笔”专栏，近十

年来，他不忘初心，一步一字，实践着他的文化苦旅，相继出版了《云

旺走笔——品读衡水历史》《云旺走笔——衡水人文掬萃》等四部衡

水地域文化专著，创办了衡水地域文化研究会，成为衡水地域文化研

究的佼佼者，被业内誉为衡水地域文化的“活词典”。他于 2016 年调

省文联工作后，仍心系故乡，没有放下对衡水地域文化的挖掘研究，

反而在更大的一个平台上研究衡水地域文化，这部《关河寻梦——河

北省立冀县六师群英谱》就是他的最新成果。此书共分为“前言”“六

师肇基”“风云寻英”“气贯长虹”“汗青留印”“烽烟记忆”“英

雄壮歌”“六师杏坛”“大事记”等十个章节，共收录文章 72 篇，涉

及六师人物 61 个，共 30 余万字。中国文联党组原书记胡振民等题写

了书名。这是云旺在衡水地域文化研究方面向纵深开拓的又一部有分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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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有价值的作品。

关于为何挖掘冀县六师系列英雄人物的初衷，在他书后的跋文中

有所描述，一是受传统文化的浸染，三国争雄时的冀州已经成为根植

他内心深处的文化因子；二是对冀州文化的挚爱，尤其是出身于衡水

师专的他对历史上的冀县六师充满好奇和向往，促使他去不停地挖掘

和书写；三是他所在的省文联开展的“歌唱祖国，礼赞英雄”主题创

作活动为他创作这部著作提供了东风，促成了这部作品的问世。对历

史上的冀县六师，我有所了解，但知之不多。通过云旺这本书，我对

六师的创办历程，师资力量，学校规模和形制，以及涌现的英雄群体，

有了深入的了解，读后不禁肃然起敬。在文字上，此书延续了云旺走

笔一贯的风格，这个特征尤其是在第一个章节“风云寻英”中尤为明显。

此栏共收录了他的 13 篇文章，记述了六师烈士李忠、刘毅、康树先、

李维鲁，以及六师党支部创办者李力、冯化宣、张海峰等的英雄事迹，

对每个人物英雄事迹的寻访，他都是深入英雄故里，找到相关当事人

和英雄子女，甚至深入到英雄的母系家族，全面打捞失落在历史烟尘

中的英雄的信息，力求得到更加丰富完整的史料，因为每个文字里都

融入了他的汗水和血肉，才使得他笔下的英雄的形象丰富而立体起来，

起到了感染人教育人的效果。对六师前两任校长曹秉国和郑际唐史料

的提炼，对分别协助两位校长的精英乡贤王森然、贾矩卿、李曾鲁的

进步活动史料的挖掘，以及六师进步教师于次豫、陈振铎等史料的挖掘，

都有新的发现，极大增加了此书的分量。在体例方面，本书整理了六

师大事记，六师毕业生名录以及六师学生回忆录，展示了六师的红色

谱系，很有创见。

在 14 年的办学历程中，六师共走出了 1200 余名毕业生，据不完

全统计，这些毕业生中走出了 8 位副部级干部和 38 位军级干部。许多

六师学生参加了土地革命时期党领导的冀南暴动和六师、二师、七师

等进步学潮，抗战开始后他们又纷纷走上抗日前线，积极抗日救亡，

此书“气贯长虹”“汗青留印”两个栏目收录了包括曾任教育部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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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臧伯平、财政部副部长贝仲选、河北省副省长王东宁、中国外经贸

大学校长李秋野等 32 名六师英雄人物，浩然正气扑面而来。略嫌不足

的是，有些人物的记述还过于简单、甚至有些脸谱化，并且相对于那

个庞大的英雄群体来说，还只是揭开了六师英雄史册的一角，尚需云

旺继续下大力挖掘研究。

据我所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冀县师范、衡水师范、以及

衡水职业技术学院、衡水学院，都把自己办学的历史追溯到河北省立

冀县六师时期。挖掘历史的意义，在于它能告诉我们从哪里来，到哪

里去。追根溯源，可以说这几所学校都有六师的流风遗韵，都传承着

那所师范的红色基因。我认为在理清发展脉络的同时，最重要的应该

是弘扬六师先烈和英雄群体在民族危亡的时刻，勇赴国难、以身许国

的爱国主义精神，光大六师在革命年代所积淀所形成的红色文化，不

忘初心，薪火相传。

但凡一个人想要在某一领域中有所建树，要有激情，有才情，还

要耐得住寂寞。云旺所做的事，属于“小众”事业，喜爱他的书的人

绝对会爱不释手，但他的书永远也不会成为畅销书，不会出现在少男

少女们的手机屏幕上。这就更需要“板凳要坐十年冷”的精神，需要

近乎痴迷的定力。我敬佩这种精神，这也是我愿意为这本书作序的原

因之一。

                                                  （作者系河北省政协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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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冀州城南红六师 

赵云旺

民国肇始，冀州改称冀县，随着旧时五县中心城市地位的丧失，

冀州的政治影响力缩小，但文化影响力却奇迹般地扩大了。一大批新

式学校建立起来，冀州处处氤氲着书香和时尚气息。首先是直隶省立

第六师范（简称冀县六师）建在冀州，然后县立的冀县乡村师范、冀

县女子师范相继建立，再加上老牌的省立十四中，冀州城内可谓“高

校”林立，才俊云集。冀县六师创立不久，就有党的组织在校内活动，

进步思想在校内传播，使六师成为冀南革命的策源地之一。

民国十二年（1923），直隶省政府教育厅委派曹秉国回冀县创办

直隶省立第六师范。此前，教育厅曾委派南宫人赵次元在南宫建学，

赵次元任过保定高等师范校长，不愿低就。而对于 33 岁刚刚留学归来

的曹秉国来说，这正是一件求之不得、造福桑梓的好事情，虽然省里

只给了 2 万元经费，但他还是很爽快地应了下来。

曹秉国是冀县马厂庄人，从师承来说，他的老师是河北大儒李备

六，而李备六是桐城派大师吴汝纶的高足，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曹

秉国算是吴汝纶的再传弟子。他 12 岁考入冀县县立高等小学，后转入

李备六创办的东王家庄高小，深受李备六赏识。毕业后，李备六亲自

带他到保定深造，16 岁被保送到保定完全师范初级部，18 岁考入保定

高等师范。22 岁时从保定高师毕业，回到冀县县立高等小学任教。这

年 5 月他看到一则赴日留学的招生广告，欣然应试，被录取后不惜与

家庭决裂，毅然东渡日本。七年后学成回国，任省教育厅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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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秉国秉承了李备六等前辈教育救国的思想。正因这种信念的支

撑，他才排除万难，筚路蓝缕创办了冀县六师。当时的河北境内，有

四所早在清末就建成的师范，进入民国分别被命名为天津一师、保定

二师、滦县三师、顺德（今邢台）四师。民国六年（1917）筹建了宣

化五师。按照次序，曹秉国创办的师范被命名为直隶省立第六师范，

俗称冀县六师。后来，直隶省又先后创办了大名七师、正定八师、泊

头九师、通州十师等初级师范。1928 年直隶省改称河北省后，直隶省

立第六师范改称河北省立第六师范。常年经费由本地解省赋税额内支

付，年约大洋 3.5 万元。

六师位于冀州城外南关，占地 90 亩，教职员工 40 余人，办学之

初建校舍 130 间，其中有大门一座，教室 18 间，宿舍 68 间，浴室 5 间，

存储室 5 间，图书室 3 间，学生用品商店 2 间，游艺室、诊疗室、接

待室共 6 间，饭厅、厨房、夫役室 18 间。民国十七年（1928）扩建后

分为主校舍、女生部和大操场及小操场几部分，总占地面积约 19 万平

方米，其中校园（主校舍和女部、附小）4 万平方米，大操场、菜地

等约 5 万平方米，共有讲室 30 间，宿舍 108 间，学生浴室、洗漱室 8 间，

存储室 9 间，图书馆 3 间，阅览室 3 间，商店 2 间，游艺室、接待室 6 间，

饭厅、厨房、厨棚等 18 间。校园内布局合理，绿树成荫，间有草坪与

花坛。大操场设有 4 个篮球场、4 个排球场、2 个网球场、一个足球场，

还有单杠、双杠、跳高、跳远等各种学生活动场地。

学校设有训育处、教务处、秘书处、庶务处等机构，共有教职工

40 名左右，大多来自名牌院校或留学归国人才。教学科目有：语

文、代数、几何、理化、植物、动物、矿物、英语、中外地理、历史、

体育、音乐、美术等。设有儿童心理学、教育学、教材、教法、测验

统计等专业课程。另在城内贡院旧址建立一所附属小学，作为六师毕

业生实习之所。

六师生源来自北到安国、博野，南到清河、威县，西到柏乡、隆

平（今属隆尧县），东到山东平原、恩县（今属平原县）这一广阔地



前
言    

冀
州
城
南
红
六
师

·7·

区的近 40 个县。从民国十二年（1923）开始招生到七七事变，六师共

办学 15 年，先后共招收前师班、后师班、女子班等 40 余班，近 2000

名学生（另有一说，毕业 32 个班级，学生 1280 多人），为河北培养

了大批中学师资人才。让六师的创办者们没有想到的是，这所坐落在

冀州古城外的学校，日后成为冀南地区共产党人传播进步思想，从事

革命活动的重要场所，它和保定二师、顺德四师、大名七师并列为河

北革命斗争的四大策源地。据不完全统计，冀县六师共走出 8 位副部

级干部和 38 位正军级干部，可以说是冀南地区我党高级干部的摇篮。

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早在 1926 年，冀县六师一、二班学生就成

立了“文学研究会”，他们和保定二师、天津北洋大学的进步学生时

有交流，《新青年》等进步刊物在学生中秘密传播，为党组织的建立

奠定了基础。1927 年，天津北洋大学学生党员邢同华奉中共北方局的

命令，携带党的地下刊物《渤海》来到六师，他是第一个来六师传播

革命思想的人，但是没有进行建立党组织的工作。第二年，中共顺直

省委保属特委派遣保定二师学潮领袖丁浩川、李炼之来冀州开展革命

活动。他们在保定二师读书时的老师马紫波此时在六师任教。马紫波

推荐他们到北内漳小学和县立高小任教。两人也时常到六师和进步学

生接触。一年后因被反动组织察觉而离开。但他们在冀州大地点燃的

星星之火已经燃烧。

六师党支部有两次建立过程。第一个党支部的建立者是晋县（今

晋州市）籍学生石世珍。他于 1929 年暑假在家乡经郗占元介绍加入共

产党。石世珍把革命的种子带入六师，他先后介绍阎政忠、徐树栋、

耿汝功、郭恒金、耿金堂、武继盛等同学入党。1929 年的秋天，石世

珍等六师党员在冀州城东北的竹林寺秘密召开会议，保属特委特派员

刘绪东与会并给大家传达了中共北方局文件，会上成立了中共冀县六

师党支部，石世珍任支部书记，阎政忠任宣传委员，耿汝功任组织委员。

会议决定继续开展地下斗争，准备发动第二次学潮。六师第一个党支

部共领导发起了五次学潮，他们联合乡村师范、女子师范、省立十四



·8·

中的学生，在城内张贴

标语，散发传单，宣传

党的政策，驱逐反动校

长，在冀州古城点燃了

革 命 的 星 火。 在 1931

年春的第五次学潮中，

校方和军警实行疯狂镇

压，石世珍、耿汝功等

二十多名学生党员被开除。在上次学潮被开除转学到保定二师的王慕

桓继续参加革命，在 1932 年 7 月 6 日的保二师学潮中壮烈牺牲。

第一个党支部被破坏后，六师的革命活动进入低潮。1934 年春天，

在共产党员李力、张海峰等人的策划下，六师建立了第二个党支部，

迎来第二次革命高潮。李力，又名李幼贤，冀县烟家雾村人，县立高

小毕业后到北平学徒，后在天津加入共产党，1932 年回到冀县，以教

员身份作掩护，秘密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他先后建立了伏家庄、烟家

雾两个党支部。1934 年 4 月在伏家庄小学发展六师学生张海峰、王鸿

鹄、李忠入党。5 月，在冀县南关外一个小饭馆，李力组织召开会议，

成立冀县六师党支部，张海峰任支部书记，李忠任组织委员，王鸿鹄

任宣传委员。这个党支部受李力单线领导，后来归中共直南特委马国

瑞直接领导。

冀县六师第二个党支部成立后，积极发展党员，发动进步学潮，

组织抗日救亡宣传，红色星火在古老的冀州大地越燃越烈。1936 年

深秋，六师党支部得知宋哲元视察京大路路过冀县，便组织学生到京

大路拦车请谏，让宋哲元答应抗日，在冀南地区产生很大影响。

抗战爆发后，冀县六师第二个党支部的创立者李力任冀南老一分

区地委书记，很快打开了局面。1940 年秋，李力任冀南区党委委员、

武装部长。1942 年，李力去太行山党校学习，在左权县壮烈牺牲。六

师第二个党支部书记张海峰，抗战开始后在衡水建立抗日武装，后来

1930 年春被开除的王慕桓等 10 名同学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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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冀南五专署专员，解放战争中南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外交

部副部长等职。

冀县六师因日寇侵华停办后，许多进步师生投笔从戎，参加革

命，他们就像红色的种子，在冀中冀南的土地上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他们就像红色的火炬，把革命的烈火撒向河北大地。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这些进步学生任高级职务的除了张海峰、石世珍外，还有教

育部副部长臧伯平、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财政部副部长贝仲选、河

北省副省长王东宁、外交部副部长种汉九等。战乱使冀县六师校舍屡

遭破坏，先是各路游杂武装占据校舍，后是日军拆毁校舍修筑碉堡。

1950 年代初，幸存下来的门楼也被推倒。

至今流传下来一首《六师校歌》，让人回味颇深：“茫茫冀野，

首载禹贡。赓续前贤，历出精英。唯我六师，屹立古城。瓦舍环河，

碧林葱茏。滏河蜿蜒，阡陌纵横。听樵夫农唱，合成琴韵书声。这般

的气幽风清，大好环境。训练身心，陶冶性情。切磋砥砺，师生协进

共融融。要懂得领导社会改善民生，我们责任重。快趁年富力强，为

国家努力奔前程。”歌词作者已佚，但词中体现的那种志存高远、敢

于担当，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一直流传至今，在今天仍有积极意义。

可以说，在抗战胜利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冀州和衡水大

地上相继建立的冀南建设学院、河北冀县师范学校、衡水师范学校、

衡水师范专科学校等大中专院校，从地缘人文禀赋、学脉人脉传承上

都有六师的流风遗韵。这一系列传承，也可以见证祖国的繁荣强盛和

文教事业的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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