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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写 说 明

耀州素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波澜壮阔的辛

亥革命使耀州成为陕西传播进步思想较早的县

份之一。其革命斗争丰富多彩，功绩可歌可

泣。为了客观、真实地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耀

州人民翻身求解放的奋斗历程，给广大党员和

人民群众提供生动、翔实、全面系统的耀州地

方党史，按照上级安排部署，中共铜川市耀州

区委史志办公室编写了 《中国共产党铜川市耀

州区历史》一书。

本书主要记述自１９２８年建立中共耀县地方

组织至１９４９年１０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这一

段历史，为了说明中国共产党铜川市耀州地方

组织成立的时代背景，上限适当追溯记述辛亥

革命至中共耀县地方组织建立之前的有关政

治、军事、社会发展状况。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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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记事范围以现耀州区管辖 （含新区）

为主体，凡现境内中共地方组织的活动均在书
写范围之内。为记事完整，有关背景资料亦适
当涉及耀州区周边地区。

今铜川市耀州区，清代以前称耀州，民国
二年 （１９１３）始称耀县，２００２年１０月撤县设
区称耀州区。故书名称 “耀州区”，记述辛亥
革命前后有关活动的行文称 “耀州”，民国二
年至１９４９年９月底均称 “耀县”。

《中国共产党铜川市耀州区历史》编委会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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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中共耀县地方组织建立前的社会状况

中国共产党诞生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半殖民地半

封建的中国，这是中国社会矛盾发展和人民革命斗

争深入的必然结果。鸦片战争后的中国社会的演

变，特别是２０世纪初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

变化和国际环境的影响，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创造

了阶级的、思想的、干部的必要条件。

地处中国西北内陆腹地的陕西耀州长期处于自

给自足的封建小农经济状态，社会、经济、文化的

发展较之京、津、沪、汉等大城市要相对滞后得

多，但在陕西省内，因地处渭北高原，是通往陕北

的要冲，素有 “关辅襟喉” “北山锁钥”之誉，信

息还算灵通。耀州人民具有反帝反封建的优良传

统。辛亥革命前夕，耀州即有同盟会成员的秘密革

命活动。西安 “反正”的消息传到耀州，第四日

（辛亥九月初四日，公历１０月２５日），胡景翼 （中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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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笠僧）即联络耀州革命党人在药王山树起造反

旗帜，布告安民，迅速摧毁了清王朝在耀州的封建

统治，成为全陕西乃至全国响应武昌起义较早的县

份之一。民国七、八年间为反抗靖国军卢占奎部在

耀暴行的 “硬肚”暴动，有力地打击了卢军的倒行

逆施和嚣张气焰，虽最终因力量悬殊而失败，但极

大地提高了民众反抗暴政的革命精神，也锻炼了群

众的军事组织能力。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的消息通

过西安青年学生传到耀州后，５月２６日，耀州城也

召开了 “声援爱国大会”，来耀宣传演讲的西安学

生登台演讲，使这一消息传遍耀州城乡。会后，声

援北京学生爱国运动、抗议日本暴行、抵制日货的

爱国活动广泛展开。

五四运动后，耀州一些曾在外读书回乡的进步

知识分子发扬辛亥革命先贤精神，积极创办新学，

开展平民教育，传播五四以来的新文化、新思想。

一批有志于兴国图强的热血青年纷纷到大城市求

学，寻求真理，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有的在外地

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组织，成为后来中共耀县地方组

织的创建者和重要的干部力量。

中国共产党耀县地方组织创建于大革命失败前

后，但由于有优良的革命传统、深厚的群众基础及

社会固有的阶级矛盾，加上耀州特殊的地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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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条件，党的地方组织一经建立，就迅速点燃了

耀州的革命烽火，唤醒了广大群众，革命运动蓬勃

发展，党的组织也迅速壮大。

第一节　辛亥革命前后耀州的社会状况

一 同盟会在耀州的活动

１８９４年，孙中山在美国檀香山创立了 “兴中

会”，提出了 “振兴中华”的口号。１９０５年，在日

本东京发起成立了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

会，制定了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

均地权”的民主革命纲领，提出了以资产阶级民主

共和国取代腐朽专制的清朝封建王朝的革命纲领。

当时，陕西在日本留学的３０余人中就有耀州的宋向

辰 （元恺）、李述膺 （龙门）两位。他们先后加入

同盟会，井勿幕被任命为中国同盟会陕西支部长，

宋向辰为其中的重要组织者。

同盟会陕西分会成立后，在东京先后创办了

《秦陇》、《夏声》、 《关陇》等刊物，大力宣传革命

思想，全面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抨击清政府

的腐败卖国行径，并运回国内发行，有力地推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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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革命潮流的发展，李述膺是 《夏声》杂志的主

要撰稿人之一。

光绪三十年 （１９０４），知州褚成昌创办耀州高

等小学堂，延请任师竹为堂长，时蒲城张拜云为耀

州儒学教谕。后拜云先生倡办西 （安）潼 （关）铁

路，荐任师竹为书记，因得与革命党人井勿幕、焦

子静、郭希仁等相结识，成为耀州早期同盟会员之

一。光绪三十四年 （１９０８），陕西革命党人在西安

秘密集会，商讨策反 “新军”方略。时新军总办王

毓江为陕西巡抚恩寿亲信，卖官鬻爵，声名狼藉，

并对革命党人防范甚严。任师竹遂与甘聘萃等计

议，查得王毓江累累罪状数十条，联络军界彭仲

翔、张聚亭等３０余人签名，报陕西咨议局转呈巡抚

恩寿查办。同盟会党人、咨议局议长郭希仁等，按

咨议局章程提出弹劾案，恩寿慑于舆论压力，遂罢

去王毓江军职。不久，恩寿也称病告退。至此，陕

西党人方得左右 “新军”，奠定辛亥起义的基础。

陕西同盟会在西安创办了健本学堂，培养革命人

才，任师竹、宋向辰多次被邀请讲演、授课，揭露

清廷丧权辱国的真面目，向学生传播革命思想。同

年，党人井勿幕、邹子良等在耀州北山筹办牧羊

场，以此作为积蓄革命力量之秘密据点，任师竹即

返回故乡，暗中策划，并在庙湾联络当地乡绅，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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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购买山场，使牧羊场得以迅速建成。

宣统三年 （辛亥年，即１９１１年），“二月二”药

王山庙会期间，任师竹乘兴登山游览，向游人宣讲

革命道理，评讥时政。知州孙寿朋得知后，密派差

役数人于二月初七在药王山将任师竹双足砍断，遍

体鳞伤，猝然殒命，成为耀州最早为辛亥革命牺牲

的先烈。

１９０６年，宋向辰奉孙中山之命自日本归国回

陕，同先期回陕的井勿幕、邹子良等成立了中国同

盟会陕西分会。同盟会陕西分会积极宣传孙中山的

革命主张，发展同盟会组织，全省同盟会会员很快

发展到１０００多人。此间，宋向辰联系自日本回国

的同盟会员樊灵山 （耀州人）等，积极奔走关中各

县发展组织，宣传推翻清政府的革命主张，并先后

介绍耀州的胡定伯、薛卜五、马天闲、高干臣、段

峻生、成柏仁等加入同盟会，建立了耀州的同盟会

组织。１９０６年，革命党人邹子良、关建常等遵照孙

中山先生关于建立西北革命策源地的指示，同耀州

同盟会组织相商，决定在耀州北山实行屯垦，建立

秘密活动场地，创办了北山庙湾牧羊场、瑶曲衣食

铁矿，委派马天闲、侯雄观等同盟会员负责开办，

联络渭北一带刀客侠士，聚集革命力量，并在耀州

城设恒兴祥商号 （党人胡定伯商号）为北部革命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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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供革命党人聚会、联络、通讯汇总资金，为北

山据点转送物资，并在县城设立湖广客店，由焦彦

芳 （帮会大爷）、胡鸿福 （同盟会员）经管，介绍、

联络各方志士奔赴耀州北山革命据点。耀州的同盟

会还在县城南街马家大院创办女子学堂，动员女子

入学读书；成立天足会，倡导女子放足；设立自乐

班、拳术团等传播新文化，宣传民主革命思想；练

兵强身、广交有识之士投身革命，为陕西推翻清朝

统治、反正光复的民主革命奠定了思想舆论基础和

人力物力基础。

二 耀州 “反正”

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１０日 （农历辛亥八月十九日），

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爆发，全国各地纷纷响应，同盟

会陕西分会就是最先响应的省份之一。钱鼎、张凤

翙、万炳南等一批革命党人经过周密部署、积极准

备，于１０月２２日率陕西新军及会党宣布起义。起

义军经过激战，顺利占领了满城外的其余地区，随

即成立了秦陇复汉军政府，发布 《告三秦同胞文》

于各州县，布告安民。１０月２３日黎明，秦陇复汉

军在张凤翙的带领下进攻满城，激战竟日，击溃清

军，２５日占领满城，西安光复。

西安光复的消息传出后，全省各地纷纷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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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耀州革命党人立即积极筹备响应。１０月２５
日，胡景翼联络革命党人在胡定伯、王守身的领导

下，为配合省垣革命，于耀州城东药王山举义，树

起 “推翻满清，恢复中华”的旗帜，北山牧羊场、

衣食铁矿集结的百余名革命党人在马天闲带领下赶

赴县城，义军很快控制了县城，耀州光复。此次举

义迅速摧毁了清王朝在耀州的封建统治，成为全陕

西乃至全国响应武昌起义 “反正”最早的县份之

一。这支革命的武装力量又迅速开赴三原，编入

“北路招讨使”井勿幕麾下，参加了陕西东西两路

抗击清军反扑的战斗，为稳定光复后的陕西局势作

出了积极贡献。

县城光复后，胡定伯任渭北民团一支队队长，

奉命驻扎耀州，编练民团。此时，地方 “哥老会”

也在湖广客店成立，以段二为 “龙头”，与革命党

人合作。原驻城北东岳庙绿营 （清军营部）掌旗人

张南辉于１０月３０日早关押绿营管带刘纯吉，然后

杀人祭旗，率队进城，夺了州署印信并与东营都司

蒋斌臣勾结，驻兵东营，称王称霸。他们一面向城

防局索要粮草，一面向商户摊派款项，一时人心惶

惶。针对这一局势，革命党人和民团留守人员经过

计议，立即派人到三原送信，请井勿幕、胡景翼来

耀安定时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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