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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贫积弱、封闭落后的陕北，无时无刻不令有抱负的陕北游子们牵挂。他们深知根本

在于制度的黑暗，也在于文化教育的落后，民智不开。而要改变这种状况，发展教育是必

然的选择。上世纪20代初，当李子洲、白超然、呼延震东等旅平、津学生得知陕西当局拟

建第四师范学校的消息后，立刻行动起来，四处奔走，在陕北知名民主人士杜斌丞等人的

帮助下，终于将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争取办到了绥德。

李子洲（1892～1929），名登瀛，笔名逸民，陕西绥德人。曾是五

四运动的骨干，共进社的“大脑”，陕北党组织的创始人和主要领导人

之一。参与了著名的清涧、渭华起义的领导决策工作。曾任中共陕西省

委代理书记。1929年2月，由于叛徒出卖被捕，6月18日在狱中病逝。

白超然（1903～1981），原名白士周，陕西绥德人。1920年考入天

津南开中学， 1923年加入了共进社，任天津分社干事。1925年夏考入北

京大学，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是谢子长的入党介绍人。1926年8月回绥

德，在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任教。后任铁道部第一设计院总工程师。

呼延震东(1894～1977)，字霹雳，笔名哈雷。陕西清涧人。1919年

入北大，曾参加五四运动，发起组织陕西旅京学生联合会，创建共进

社，是共进社核心人物之一。1923年入团。同年夏毕业回陕，不久转

党。曾参与创建延安党组织。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在陕西省水利厅、省

文史研究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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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春，省教育厅派督学高竹轩来绥德筹备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的建校工作。选定城内疏属山的雕山书

院（今绥德实验中学校址）和试院（今绥师附小校址）合并作为校址。高竹轩被委任为校长。他聘高宪斌为学

监（即教务主任），高璧呈为舍监（即训育主任）。5月，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正式成立。

高普烽（1884～1925），字竹轩，陕西榆林榆阳区人。早年入北京京师大学堂，专攻

数学。毕业后回陕西从事教育，历任陕西高等学堂校长、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和农林学校校

长。曾赴日本考察农业，并在日本京都大学深造。回国后任陕西省政府督学。1923年受命

到绥德筹建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并被委以校长之职，兼授数学。次年因学校发生学潮和身

体原因辞职离校。

高宪斌（1895～1970），原名高锦章，字以行，陕西米脂人。1923年毕业于北京师范

大学，终生从事教育工作。1923～1924年在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任教。1925年后任陕北13区

教育督察员，陕西省教育厅科长、督学等职。1946年加入民盟。新中国成立后,历任陕西

师范专科学校临时校务委员会主任、西北大学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陕西师范大学语文系

教授,并兼任民盟陕西省委员会委员。曾当选西安市1～6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作为一所平民子弟都可以上得起的新式师范学校， 省立第四师范学校1923年秋开学后，学生学习情

绪很高，教师教学也很认真，学校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但是，第二年春开学后，由于学校强制学生

穿校服而引发了许多学生的不满，加之伙食管理不善，白明善、高光祖、杜嗣尧等同学便发起学潮，持

续了月余。结果学生取得了胜利，教育厅另委派李子洲任四师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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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子洲是陕北革命根据地的拓荒者与播种者、奠基者；党在这里扎根很深，这里的

群众基础相当雄厚。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二万五千里，足迹遍十一个省区，最后能得以在

陕北落脚，站稳脚跟，这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而是有它深刻的历史渊源的。仅此一

点，李子洲同志就足以名垂青史了。

罗章龙《亢斋岁月　  西北风雷 忆李子洲同志》——

李子洲

李子洲用过的文具 李子洲戴过的礼帽和用过的毛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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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由邢宏校友倡导联络，各地校友积极响应并慷慨捐资，在学

校设立了“李子洲奖教奖学金”基金委员会。1993年校庆活动中颁发了首

届奖金。

邢宏

李子洲奖教奖学金首发式 纪念李子洲百年诞辰

1912年李子洲（后排右一）、常汉三（第二排右二）在三秦公学

狱中的李子洲     李子洲（后右二）、常汉三（后右一）、

田均田（前右二）等1918年合影

        大革命时期的李子洲（右二）

杨明轩（右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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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设立李子洲奖教奖学金基金会决定 学校设立李子洲奖教奖学金基金会决定 王俊春校友设立的“李子洲助学金公告”王俊春校友设立的“李子洲助学金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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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5月，李子洲奉调出任四师校长。到任后，他先去北京向中共北京区委

报告了绥德的情况，请示建党工作。北京区委批准由李子洲、王复生两名共产党员

和王懋廷(党员兼青年团员)组成陕北问题工作小组，李子洲和王懋廷为北方区委直

属特别通信党员，在陕北建立党与团的组织。李子洲遂聘请杨明轩任教务主任，常

汉三任训育主任。李、杨、常被称为“绥德三杰”。并聘王懋廷、田伯荫、韩叔勋

等进步知识分子来校任教。

谔谔一士，三秦之良，澄波万顷，器宇难量，唯讷唯钝，愈刚愈强，挹管幼安

之清操，效贾长沙之痛苦，挟渐离之筑，率田横之阁，借澎泽樽酒，访漆园傲吏，

融合古今烈士之血，再拜东林、复社之鬼，磅礴凛冽，为河岳壮声色，为日月增光

芒。呜呼！华山之阴，黄河之旁，松楸葱郁，永载永藏。

杨明轩撰《常汉三墓志铭》

杨明轩

常汉三

     1923年王复生(濡廷，左）、王德三（懋廷，中 、

 王馨廷（右）三兄弟在北京

） 王复生1924年寄给王懋廷、王馨 的明信片廷

被举起者右三为杨明轩

1925年7月5日四师学生送别王懋廷（中坐者）

1920年1月18日，王复生（左三）与毛泽东、罗章龙、邓中夏等在北京陶然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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