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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说明

《黄土文化系列丛书》为神木县黄土文化学会编撰的，旨在反映神木乃

至陕北历史文化的一套丛书，《红色沃土》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10 年来，在

神木县委、县政府的支持、关怀下，《黄土文化》已经出刊 43 期，得到省内外

老同志、党史工作者、理论研究和宣传工作者的高度好评。《红色沃土》主要

选自该学会主办的内部刊物《黄土文化》10 年来所刊登的有关红色纪事、往

事回忆、革命人物等栏目中的文稿，通过精选汇编而成。

这些文稿弥足珍贵，有些是老同志为刊物专门撰写的，有些是亲属帮助

整理的，还有些是党史工作者、新闻工作者撰写的研究、纪念文章，有的已经

公开发表，有的仅在本会的刊物上登载。10 年来，不断有人索要有关内容，

但有些刊物已难寻觅，为了保存这批珍贵资料，使其更好地发挥资政育人作

用，我们特汇编了《红色沃土》一书。

《红色沃土》通过老同志回忆、当代人宣传纪念、研究文章，比较集中地

反映了民主革命时期陕北革命根据地创建、发展的历程，重点介绍了神府革

命斗争史，由于历史的渊源对陕甘边根据地、陕甘宁边区、中共中央有关人

和事也有简单介绍。神府老区是陕北根据地及陕甘宁边区的重要组成部

分。神府人民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做出了重大的、历史性

的贡献，了解其历史、弘扬其传统有着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对老同志的回忆文稿，保留了文稿的原貌。在编排体例上，按照纪事本

末的体例，将同一类的大体放在一起; 先老同志回忆文章，再研究、宣传文

章;革命人物按照姓氏笔画顺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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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参与此项工作的同志都是黄土文化学会的会员，大多年事已高，能

力、精力有限，差错、疏漏难免，望读者批评指正。

《黄土文化系列丛书》编委会

2015 年 9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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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大美黄土，雄浑厚重。《黄土文化系列丛书》融陕北自然地理、人文历

史、民俗风情等内容为一体，以翔实的史料、开阔的视野、清新的文风，系统

呈现了神木绚丽多姿的地域文化，饱含着黄土文化学会同仁特别是贺斌先

生的付出和心血。该书的出版发行，对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推动我县文化事业发展，有着

重要的现实意义。

翻开书卷，墨香馥郁，你能真切感受到黄土文化的开放、包容、多元、和

谐，黄土文化的深厚积淀与发力，闪烁着传统文化之光，融合着民族文化之

魂，孕育着革命文化之根。它既为世人了解和传承黄土文化打开了一扇窗

户，又能激发起神木人民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无限热情。在新的历史起点

上，神木要深化改革、转型发展，践行省委、省政府“四个定位”要求，实现“两

区”建设目标，必须更加自觉地继承和弘扬融合历史积淀与时代精神的黄土

文化，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希望大家读一读《黄土文化系列丛书》，

了解神木的过去，把握神木的今天，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创造神木美好的

未来。是为序。

二〇一五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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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神木人蔡雪村的足迹
———从一件事、一本书、一个人说起

张鹏飞

他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中国著名的农民战争

史研究学者、纵横西北的军阀马仲英的总顾问。他就是蔡

雪村，一个被历史尘封和遗忘的人。

即使对于他的家乡人甚至族人来说，蔡雪村也一直是

一个谜一样的人物: 这个中共党内早期重要领导人，最后

去了哪，谁也说不清楚。

1903 年，蔡雪村( 又名蔡振德) 出生于神木县老城中的蔡家大院。如今，

蔡家大院的旧址仍在，老屋子里住着他的族人们。在这里，我见到了他的侄

子蔡守耀夫妇。老人们 70 多岁，但思维清晰，提起他“老大”( 神木人对大伯

的称呼) 激情澎湃。蔡守耀说: “我一个堂兄弟见过一张照片，是邓小平、李

先念、李富春和蔡雪村的合影。”然而，他又一再强调对他“老大”的这些故事

都是听老人们说的，“年代太远了，谁也没亲眼见过”。

既然，亲见者甚少，且年代久远，今人对蔡雪村生平事迹的追寻和探究，

只能寄托于浩瀚历史文献中的零星记载。我从中梳理出与蔡雪村有关的几

个问题，希望通过这些能穿过历史迷雾，粗略地勾勒出蔡雪村一生的轨迹，

这几个问题就是与蔡雪村有关的一件事、一本书、一个人。

(一)一件事:1929年，蔡雪村和陈独秀等五人一起被中国共产党开除党籍

蔡雪村的家族是开磨坊和油坊的，家道殷实。民国时期，陕北与山西商

业交流频繁，神木很多官宦或者富商愿意将子女送往山西太原求学，蔡雪村
( 此时名为蔡振德，疑 1930 年左右才改名为蔡雪村) 先是求学于太原，后转

至天津。有资料显示，1924 年前后，他担任过共青团太原地委书记，这为
1924 年 5 月中共山西地方党组织的成立奠定了组织基础。此间，蔡雪村加

入中国共产党，是韩寿萱、安子文的入团介绍人。1924—1926 年间，蔡雪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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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苏联，回国后，在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工作。1927 年 9 月，临时中央政治

局会议决定，由罗亦农、陈乔年、任旭、王一飞、毛泽东 5 人组成长江局，罗亦

农任书记，易礼容任秘书长。规定长江局管辖范围为湖南、四川、陕西、河

南、湖北、江西、安徽七省，代行中央职权，指挥上列七省的革命运动与党务。

9 月 2 日，长江局开会决定蔡雪村任秘书。9 月 15 日，长江局会议在湖南永

定召开，在罗亦农、王一飞赴湖南期间，由任旭代理书记，同陈乔年、刘昌群

一起处理日常工作。11 月 11 日，中央决定撤销中央长江局。

虽然长江局的存在很短暂，但职权非常大。组成长江局的几人中毛泽

东与易礼容始终未到职，因此真正负责长江局的主要是任旭、陈乔年、刘昌

群、蔡雪村等几位同志，可见蔡雪村此时在中共内部的地位是比较高的。

然而，在短短的几年后，蔡雪村就被中国共产党开除党籍。这件事还得

从中共创始人陈独秀被开除出党说起。

1924—1927 年，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发动了北伐战争，在摧毁吴佩孚、

孙传芳等旧军阀的战斗中成绩显著。然而，正当革命轰轰烈烈时，蒋介石突

然于 1927 年 4 月 12 日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规模捕杀共产

党员和革命群众，导致中国共产党损失惨重，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轰轰烈

烈的大革命失败了。

之后，共产党人对国共合作的得失进行了深刻反思，党内开始出现指责

陈独秀的声音，认为陈独秀作为党的第一任最高领导人，放弃了党作为革命

带头人和领导者的地位，而将革命领导者的地位主动交于国民党，导致了蒋

介石上台后利用军权大肆杀害共产党人，他因此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的

帽子。在此时，共产国际方面也将责任推到陈独秀身上，这样，他要承受来

自国际和党内两方面的压力和指责。

在后来的革命运动中，陈独秀一直在苦闷中寻求、探究大革命失败后的

新出路。与此同时，毛泽东等人也在探索中国共产党的出路，提出了土地革

命和武装反对国民党的方针，陈独秀对此颇为抗拒和不满，对革命悲观失

望。正在这时，苏联托洛茨基( 或译为脱洛茨基) 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策

略传到了中国。

托洛茨基是俄国十月革命的最高领袖之一，也是斯大林的死对头。斯

大林同托洛茨基之间的论战很激烈，而中国革命问题是双方论战的焦点，支

持追随托洛茨基观点的派别被称为“托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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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党史专家姚金果的《陈独秀被开除党籍的前前后后》记录: 1929 年陈

独秀读了托洛茨基的《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等文章后，受到很大触动，在

对待大革命失败的问题上，他认为自己负有责任，莫斯科也负有责任，是它

将共产党与国民党绑在一起，使共产党失去自主权。令陈独秀不能忍受的

是，莫斯科不是检讨自己的失误，而是将责任全部推到中国共产党人的身

上。陈独秀称赞“托洛茨基同志所指出过去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是百分之百

的正确”，同时，在中国革命性质和任务、党的方针策略这两个至关重要的问

题上，陈独秀赞成托洛茨基观点。

同年 8 月 5 日，陈独秀以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的一系列文件为蓝本，

“开始向党发表意见”，要求中央“公诸全党讨论”，以它来“改正”党的六大

路线。随后他组织了“中共共产党左派反对派”，自任总书记，发表了《我们

的政治意见书》。中共中央对这种派别活动提出了警告，又约谈陈独秀，指

出陈不应该发表和中央不同的意见，同时，也没有如陈独秀所愿在党报公布

他的信件。

10 月 6 日，党中央向陈独秀发出了“书面警告”，指出:“在党的组织原则

上不容许有两个路线同时存在，尤其不容许有少数同志与党对立，破坏党的

组织系统。”而陈独秀在 10 月 10 日向中央作“最后的警告”，并表示他决心
“结合下层的革命群众和上层的领导机关奋斗，而不计其他!”

为了尽快解决党内反对派问题，中共中央在共产国际远东局支持下，决

定采取快刀斩乱麻的措施。

“1929 年 10 月 21 日中共江苏省委作出《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

蔡振德及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反对派的决议》，并在 25 日的江苏

省委与上海各区党团书记联席会议上得以通过。《决议》指出: 彭述之等人

一贯认为共产国际的指示、六大的决议、中央对于目前革命的根本策略，完

全是‘卖阶级的’;他们同意陈独秀信中的一切错误观点，并拿陈独秀的信在

党内进行宣传，而且积极进行小组织活动，企图使党分裂。他们几个人的具

体错误是:彭述之攻击中央是盲动主义; 汪泽楷向毛泽民作反党宣传，经过

省委警告后，他不仅不能接受，而且认为是同志间应有的事; 马玉夫在上海

支部、法南支部以及上海总工会和外县工作的同志中进行反党活动，破坏党

的组织: 蔡振德把陈独秀的信用复写纸写好，到同志中宣传，还找省委的巡

视员谈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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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着，11 月 15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

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决议案》。

《决议》认为:“不仅在六次大会之后，更远在‘八七’会议时，当时的中

央曾根据国际的决定，屡次要陈独秀前往国际，讨论中国革命问题，独秀当

时不仅不服从国际决定，且于同志间谈话，表露其不满意共产国际的意见。”

( 陈独秀等) 公开地承认已为共产国际及联共党所开除的托洛茨基为同

志，这充分证明陈独秀、彭述之等已经决心离开革命，离开无产阶级，客观上

就是已经开始转变他们的历史行程走向反革命方面去了。布尔塞维克党决

不能容留这样永不真实地承认自己错误与接受国际和中央决议，公开地与

国际开除的反对派一致的分子在党内，决不能容留他们在党内散布叛变无

产阶级、叛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尤其不能容许有这样反国际反党的小

组织在党内存在，因此中央特决议:

1．开除陈独秀党籍。

2．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固执与陈独秀一样的错误意见，

经过支部区委省委与之作详细的讨论和批评后，一点也不改变他们的错误

思想，并且积极做小组织的活动，煽动同志反党，破坏支部开会。因此，中央

批准江苏省委关于开除他们四人的决议。

就这样，蔡雪村以“托派”分子的身份被开除出党。关于他脱党后几年

的行动轨迹，我们很难从历史文献中找到明确的记载，仅仅在《甘肃最早的

共产党员———追忆革命烈士葛霁云》一文中有提及: 1931 年底共产党员葛霁

云在西安做地下党工作其间，担任过一段时间的陕西省民政厅厅长。“当时

党组织经常在他家中开秘密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刘志丹、杨晓初、吴鸿宾、蔡

雪村等”。葛霁云后来经爱国将领杨虎城介绍跟随新疆著名的回族将领马

仲英，而蔡雪村后来也加入了马仲英的部队，担任总顾问，地位显赫，与马仲

英如影相随。这是后话。

( 二)一本书: 《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

1933 年出版的《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是研究中国历代农民战争史的

一本重要著作，而此书的作者正是蔡雪村。在这本书问世之前，未曾见过有

全面研究中国农民战争史的专著。从此书作者署名来看，此时，蔡振德已经

更名为蔡雪村。

《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发行，共九章，近 30 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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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三册装订。该书立足高远，突破传统史书的历史局限，客观评价农民战

争。古代史书均出自封建史家之手，他们从自身利益出发对农民战争起义

大都怀有偏见，甚至极尽污蔑贬低之能事，以“匪”“寇”“贼”“盗”作为对起

义农民的代称。而《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在序言中突破封建史学者的藩

篱，称:“本书的责任，是要说明历代农民‘叛乱’问题，也就是要把那些被士

大夫所鄙视、被皇帝御用的历史学家所隐蔽了的农民为‘饭碗问题’而反抗

统治阶级的事变，使其恢复委屈淹没了数百年或数千年前之本来面目。”

蔡雪村公开声明要以唯物史观为研究的指导理论，以便找出历史发展

的规律。书中说:“历史上的唯物论告诉我们，一切社会现象，都要受一定的

因果律所支配。我们于研究中国‘古董’的过程中，必须找出推动社会不断

演变，不断前进历史的因果律性质。”这是一部以科学理论为指导的史学研

究著作，在 20 世纪 30 年代，史学者能拥有这种视野和格局难能可贵。

具体而言，这本书对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体系的贡献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此书系统地研究了从秦末到清末农民起义的全过程。列专章分

别论述了秦末农民大起义、西汉赤眉铜马起义、东汉黄巾起义、隋末农民大

起义、唐代黄巢起义、元末农民暴动、明末农民起义以及清代的太平天国

运动。

其次，书中全面研究了每次农民战争从酝酿、爆发到失败的全过程，找

出了每次农民战争的特点，并将其作了比较研究。这较过去只侧重研究农

民战争某一侧面、某一环节，也是有明显进步的。

最后，蔡雪村提出了一套关于农民战争的比较完整的理论。例如，关于

全国性农民战争形成的历史条件问题，农民战争作用的具体表现形式问题，

农民政权能否建立问题，古代农民战争的历史局限性及失败的原因问题等。

我们从这本书可以看出，蔡雪村具有客观的视角、理性的思维能力以及

很强的思辨能力。在分析农民战争局限性和失败原因时，蔡雪村在书中说:

“属于小有产之农民基于经济基础，天然不能形成一种强有力之阶级，尤其

不能产生代表阶级利益集中性之领导组织，故其行动始终为一哄而起，一哄

而散，且于每次斗争中，其领导分子之阶级背景又必中途转换，迨至战争终

了，农民群众固然能获得暂时或相当之利益，但在他方面，反为新兴统治者

所利用，得以乘机勃起。此种新兴政权依然循着前时代之路线迈进，依次恢

复旧观。因之，由秦汉以迄清末叶，此一长期历史过程中，中国社会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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