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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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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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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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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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革命时期

大革命时期中共榆林组织的建立
中共榆林市委党史研究室

中国共产党在榆林地区最早的组织，是在中共北京区委 ( 后称北方区

委) 和李大钊直接指导下，由李子洲和王懋廷( 即王德三) 于 1924 年 11 月在

绥德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创建的。李子洲从北大毕业后受李大钊委托回陕西

开辟革命工作。1924 年秋四师开学前，他专程去北京向中共北京区委汇报，

一面请求为四师招聘进步教师，一面请示在陕西建立党组织事宜。李子洲

到京后，先找到同窗好友王复生( 云南祥云人，李大钊领导的马克思学说研

究会对外公开身份的发起人之一，1921 年入党) ，两人一起拜访李大钊。在

李大钊的支持下，《北京大学日刊》登了四师聘教启事，并当即决定将时在陕

西华县咸林中学任教的王懋廷( 王复生胞弟) 调到绥德四师协助李子洲创建

党组织和开展革命工作，李子洲和王懋廷为北京党组织直属特别通讯员。

王懋廷到绥德四师时年仅 24 岁，任国文教员。他知识渊博，口才极好，

很受学生欢迎。他在课堂上向学生宣讲革命，组织学生阅读进步书刊，积极

培养和物色党、团员的发展对象。不久，田伯英申请入党，10 月，北京党组织

批准田伯英入党，并指示他们在陕北建立党的组织。11 月，李子洲、王懋廷、

田伯英根据中共三大章程关于党的基层单位为党小组的规定，在四师成立

起陕北第一个党组织———中共绥德小组，直接隶属北京党组织，田伯英担任

党小组组长。

1925 年春，李大钊派北大陕西籍学生共产党员( 也是国民党员) 的耿炳

光，以于右任代表的身份来榆林做井岳秀的工作。耿炳光了解了四师党、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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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情况后，按照中共四大章程关于党的基层单位由小组改为支部的规定，

与李子洲商量在原党小组基础上，成立了陕北第一个党支部———中共绥德

支部，指定李子洲为书记。春季开学后，党支部书记仍交由英文课程任务较

轻的田伯英担任。1925 年是绥德党组织发展较快的一年。校内的党员已有

教职工中的李子洲、王懋廷、田伯英、王复生、李瑞阳、韩叔勋和学生中的白

明善、杜嗣尧、乔国桢、马明方、霍维德、高光祖、王兆卿、邓重庆、白作宾、张

肇繁、马瑞昌、赵通儒等 26 名。在绥德县立第一高小发展王士英入党; 在石

谦团发展李象九入党。是年夏季，李子洲主持，在中共绥德支部的基础上，

成立了中共绥德特别支部，田伯英任书记，李瑞阳负责组织，王懋廷负责

宣传。

1924 年寒假，绥德籍榆林中学学生张肇勤、李登霄回到绥德，在城内办

了个假期补习学校，由李子洲和王懋廷介绍张肇勤和李登霄入党。1925 年 3

月，王懋廷亲自到榆中指导发展党员的工作，成立了中共榆中支部，书记张

肇勤，归中共绥德特别支部领导，联络代号为“张建基”。榆中党支部成立

后，又发展刘志丹、郭洪涛、武开章、王季明、刘景象、苗存权、周梦雄、周发

源、庄培、李含芳、李力果、焦维炽、杨国栋等 10 多人为党员。是年秋，王复生

在榆林城西门外沙滩上，召集刘志丹等 20 多名党团员开会。会上将榆中部

分团员转为党员，并遵照中共北方区委的指示派刘志丹、张肇勤、柳长青、杨

国栋、郝长有等学生党员到广州黄埔军校学习。中共绥德特别支部除领导

绥德四师校内的 3 个支部外，还领导中共榆中支部、中共榆林特别支部和中

共店镇支部、中共定边支部。李大钊和中共北方区委对陕北党组织的建立

和发展十分关注。1926 年 5 月，中共北方区委再次派耿炳光来陕北，整顿

党、团组织。6 月 8 日在耿炳光的主持下，绥德党、团组织召开联席会议，决

定实行党、团组织分开。在中共绥德特别支部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共绥德地

方执行委员会，隶属中共北方区委，书记田伯英，组织蔡南轩，宣传赵少西，

机关驻绥德四师高家祠堂。1927 年 3 月，中共陕甘区委正式成立，中共绥德

地委归其领导。之后，中共绥德地委实行改组，书记蔡南轩，组织何寓础，宣

传关中哲，青年赵通儒，农运李波涛。原地委书记田伯英，调任中共延安地

委书记。地委的下属组织是: 中共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支部，书记常汉

三;中共榆林特别支部，书记郭洪涛; 中共定边特别支部，书记周发源; 中共

苗家坪高小支部，书记田庆丰;中共清涧县第一高小支部，书记刘耀三; 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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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县特别支部，书记杜嗣尧;中共米脂支部，书记李馥花; 中共米脂桃花峁支

部，书记姜鹏腾。还有绥德义合、米家沟、吉镇、周家崄和米脂杨家沟、清涧

石嘴驿等地的中共支部或特别支部，共有党员 196 名。

1927 年 3 月，中共陕甘区委决定组建中共榆林地方执行委员会。5 月

初，中共榆林地委正式成立，书记马云程。中共榆林地委成立后，一方面领

导中共榆林特支及榆中、女师、单级师范、高小等支部，深入广泛开展国民革

命运动，一方面在其工作区域积极建立组织。1927 年 3 月，建立了中共神木

第一高级小学支部，书记王季明，党员 6 名。1927 年 5 月，曹亚华、李彝民、

钱德明等在李彝民家开会，成立了中共横山第一高小支部，曹亚华任书记，

有党员 7 名。6 月，张子栋秘密联络县城内的 12 名党员，在城外五虎山玉帝

楼召开会议，成立了中共府谷南门第一高小支部，书记张子栋，隶属中共榆

林地委。

注: 关于中国共产党陕北建立组织时间，一说 1924 年冬在绥德省立第四

师范建立了党小组; 一说在 1926 年初才建立党的基层组织，本文采取 1924

年冬在绥德第四师范建党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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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神木早期组织建立及活动

一、建党前的社会背景和革命活动

( 一)神木建党前的社会概况

神木县北接荒漠，东靠黄河，居于陕西省最北边的狭窄地带，这里沟壑

纵横，土地瘠薄，十年九旱，人民生活十分贫困。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

但地处偏僻的神木县，只不过是政府官员变换了而已，反动的统治却更加黑

暗了。人民仍然遭受着政治上的压迫和经济上的剥削。广大劳动人民辛勤

劳动，到头来照样是衣不遮体，食不果腹，常年挣扎在死亡线上。

20 世纪 20 年代初，神木正处于陕北军阀井岳秀的统治之下。这个土皇

帝及其在地方上的代理人，作威作福，横征暴敛，对人民进行反动的政治压

迫和残酷的经济剥削。他们为了维护反动统治，在地方上大力扩张反动势

力，培植死党，收罗亡命之徒供其驱使。劳动人民不仅在政治上没有丝毫的

民主权利，连生命财产也得不到任何保障。井岳秀不仅可以随意派捐增税，

而且可以随意委派官吏，设立监狱，抓人捕人，草菅人命。县政府里的警察

局、保卫团等机构，豢养着一批衙役税丁，专事催粮要款，抓人捕人，敲诈勒

索。当时流传的“狼嚎狐子咬，衙役满街跑”的民谣，就是这种反动统治的真

实写照。

广大劳动人民在军阀、官僚、地主、豪绅的多重压迫和剥削下，痛苦呻

吟，无法生活。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占神木总人口 7% ～ 8%的地主富农，就

占有总耕地面积的 50%以上;绝大多数牲畜、农具等生产资料也为他们所占

有。广大无地、少地的贫苦农民为了生计，只能租种地主的土地。但租种的

条件非常苛刻，通常要用收成的四五成乃至更多的粮食交纳地租。剥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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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世所罕见。除了重租之外，还有可怕的高利贷。据记载，1912 年前后高

利贷的月息一般是三分，后来逐渐增加到五分、一毛，20 年代末，竟达到一毛

五! 人们称之为“大加一后把五”。穷苦人在通常的情况下靠劳动已难度

日，遇到天灾人祸更难维持生活。这就不得不忍受重利盘剥，最后在高利贷

缠身，无法摆脱的情况下，只得卖房卖地抵还债务，直到被逼破产或含冤

离世。

捐税如毛则是劳动人民的又一灾难。当时神、府两地担负着陕北 23 县

捐税的一半还多。捐税的名目到 30 年代初竟达到 80 余种，什么田亩税、白

地税、牲畜税、割头税、烟烟税、百货厘金税、单料税、抽丁捐、建设捐、维持

费、办学费、门牌捐、斗捐、收款衙役的鞋脚钱、军队出差的子弹费、路费等

等。此外，还有繁多的暂借、附加之类勒索，就连衙役捆打群众松绑时，还要

受害人出所谓“倒线钱”! 不少人因交不起捐税而被监禁。

残酷的压迫和剥削，曾激起人民群众自发的反抗斗争。如 1913 年的高

家堡神团事变，1918 年城关数千群众捣毁五卢口税卡、城关盐厘局等行动。

这些斗争，虽然程度不同地打击了反动的地方势力，但没有也不可能改变黑

暗的社会本质。

文化教育方面，则因交通不便，风气闭塞，外面的政治空气很难迅速传

入。早年城乡由私人办的书房，所教的书籍全是儒家的“四书”“五经”。

“五四”运动前后，一般学校仍然墨守成规，尊孔读经，大讲孔孟之道，传播迷

信思想。部分学生甚至加入“同善社”参禅悟道，或者信仰基督教，唱诗祈

祷。人民群众的思想意识，尚处于不觉悟的迷惘状态。“五四”运动以后，新

思想渐渐传播进来，特别是国共第一次合作以及孙中山先生北上的一段时

间，新的书籍也逐渐多起来了。

( 二)新文化和马列主义在神木的传播

新的思想潮流，冲击着反动统治的根基，“五四”运动后，一潭死水的神

木教育界开始泛起了波纹。一批在太原、北京等地上学的大中学生，如王

瀛、汪铭、郭莪村、王雪樵、韩蔚生、张友清、蔡雪村、史仙洲等，先后回到县上

传播了“反对旧礼教”“打倒孔家店”的新思想。成立了“天足会”，大力提倡

女子放足，兴办女子学堂。学校废经书改用新课本，增添自然 ( 当时叫格

致) 、史地、修身、体操等科。这些改革虽然引起了顽固守旧派的竭力抵制、

对抗，他们组织了绅商、富户子弟，成立私塾，专讲“五经”“四书”，但是，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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