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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江 夏云进

《韩城市军事志》是韩城市有史以来第一部纵贯古今、门类齐全的军
事志书，它的编纂出版，意义深远，可喜可贺。

韩城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自隋开皇十八年
( 598) 置县至今已有 1400 多年历史。在这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先后建立了
多种兵役制度与军队编制统辖体系，造就了一批叱咤疆场的将军。这里曾发
生过数十次战争，公元前 645 年，爆发了著名的 “韩塬大战”。1937 年 9
月，朱德总司令率八路军一一五师、一二○师、一二九师主力从韩城芝川镇
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为丰富和发展人民革命斗争史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
页。

韩城地处陕西省东部，北依宜川，西靠黄龙，南接合阳，东隔黄河与山
西省万荣、河津、乡宁县相望。西 ( 安) 侯 ( 马) 铁路、108 国道、西禹
高速公路贯穿南北，是连接我国华北、西北的战略要道。它不仅在历史上占
有重要的军事地位，而且在现代国防建设和未来军事斗争准备中，都具有十
分重要的战略地位。
《韩城市军事志》从本地区军事活动的各个方面记述了韩城作为历代兵

家必争之地，所处的重要地位和兵事战争; 记述了韩城人民反抗统治阶级压
迫剥削的艰苦斗争; 记述了人民军队为解放韩城、夺取革命战争胜利作出的
巨大牺牲和贡献; 记述了新中国成立后驻韩城部队与民兵组织加强自身建设
取得的显著成就; 记述了人民军队与广大人民群众为保卫和建设社会主义事
业所取得的重大业绩，从而，弘扬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暴、不屈不挠的奋斗精
神，展示了人民军队英勇顽强、战无不胜的英雄气概，再现了军民鱼水情，
携手并进的深厚情谊，同时，也讴歌了历代志士仁人在推动社会前进中前仆
后继，坚韧不拔的浩然正气。



2 韩城市军事志

《韩城市军事志》在编纂过程中，始终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
平理论以及江泽民同志关于军队建设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指导，坚持历史唯
物主义，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科学态度，认真贯彻 “广征、校准、
精编、严审”的工作方针，力图对有关资料探本求源，反复考证，去粗取
精，去伪存真，使志书内容翔实，观点正确，文图并茂，结构严谨，以鲜明
的时代精神来突出专业特色，真实而又充分地反映韩城的军事历史和现状。
因此，《韩城市军事志》不失为一部集思想性、史实性、科学性、实用性于
一体的好志书。它的出版发行，对进一步加强国防和部队、民兵预备役建
设，密切军政军民关系，做好新时期军事斗争准备，将起到独有的借鉴作
用。同时，为广泛深入开展爱国主义、革命传统教育活动，巩固与扩大军地
共建共育成果提供了生动的教材。我们应当通过阅读并运用 《韩城市军事
志》，从深邃的军事文化积淀和丰富的军事遗存中得到启迪，以史为鉴，温
故知新，居安思危，为不断探索新形势下军事工作的特点及规律，更好地为
国防现代化建设服务，维护祖国的安全与统一，保持社会稳定，促进地方改
革和经济发展，为国家的长治久安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新的更大贡
献。

( 王建江 韩城市人民武装部部长)
( 夏云进 韩城市人民武装部政治委员)



凡 例 1

凡 例

一、本志书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以及江泽民同志关于军队建设的一系列论述为指导，坚持历史唯物主
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贯彻解放思想、改革创新的方针，本着存真求
实、详今略古的原则，实事求是地进行叙述。力求思想性、资料性、科学性
和时代性、地方性相统一。

二、本志书结构分为编、章、节、目四个层次，有些内容单纯者分编、
章、节三个层次。全志将概述列为卷首，对本地区军事活动的历史和现状进
行概括叙述。大事记纵贯古今，简记韩城有史以来军事活动的大事要事，以
总领全书。全志共八章，即: 军事环境、军事组织、地方武装、兵事战事、
军队工作、兵役、国防动员、军事人物，以展示本市军事历史面貌及军事工
作与时俱进的规律和现状。附录殿后，收集本市有一定史料和参考价值的军
事文献、资料。

三、本志书叙事。兵事战事记于先秦始，军事组织从来韩城或成立时记
起。下限截至 2005 年底。

四、志书体裁，以记、志为主，述、传、录并用，图、表穿插其中。
五、本志用规范的语体文记述，除特定含义的字用繁体字外，统用国家

正式公布的简化字。
六、本志书历史纪年、地理名称、政府、军官等，均依当时的历史习惯

称谓。历史纪年，清代以前用汉字，民国用阿拉伯数字，并加注公元纪年，
新中国成立后用公元纪年。

七、军事人物坚持生不立传原则，以本籍为主，非本地出生，但长期居住本
地，并有重大活动影响者，亦予立传，革命烈士按出生地及牺牲年代录其英名。

八、本志书的资料来源，取材市志、市文物志、党史、组织史、市文史
资料汇编、各部门和军事机构提供的资料、档案资料及 《渭南市军事志》、
《陕西省军事志》有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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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1

概 述

韩城市地处陕西省东部，黄河西岸，关中平原之东北隅。北靠宜川，西
临黄龙，东隔黄河与山西省乡宁、河津、万荣县相望，南与本省合阳县毗
邻。地处东经 110°07'10″ ～ 110°37'24″，北纬 35°18'50″ ～ 35°52'08″之间。南
北长 50. 7 公里，东西宽 42. 2 公里，总面积 1621 平方公里。辖 2 个街道办
事处、7 个镇、7 个乡，总人口 387247 人，居民以汉族为主，还有蒙古、
回、满、壮、藏、锡伯、土家、朝鲜、俄罗斯、维吾尔等 10 个少数民族。

韩城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这里地形复杂，
地貌多样，山、塬、川、滩兼有。河流较多，土地肥沃，属暖温带半干旱大
陆性季风气候，雨量较多，适于人类繁衍生息。“禹门口洞穴堆积”遗址表
明，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这里就有人类居住活动。庙后村等处遗址表明，
到新石器时代，本境先民已逐渐扩展到大部分台塬和川道地区，从游牧生活
发展到原始农业。从此，先民们在这块土地上劳动、生息、繁衍，用勤劳和
智慧创造着人类文明。夏、商时期，韩城属雍州，以 “龙门”代称。西周
称韩 ( 侯) 国，后为梁 ( 伯) 国。春秋战国时称少梁，秦惠文王十一年
( 前 327 ) 更名夏阳，始有建置。隋开皇十八年 ( 598 ) 始称韩城县。唐肃
宗乾元三年 ( 760) 改称夏阳，唐昭宗天皊二年 ( 905 ) 更名为韩原县。后
唐明宗天成元年 ( 926 ) 复名韩城，延续至今。1948 年 3 月 24 日解放。
1983 年 10 月经国务院批准改为县级市，属陕西省渭南地区 ( 市) 所辖。

韩城具有十分重要的军事战略地位，是西北通往华北、关中到达陕北的
要道。商周时期就有由渭南经大荔、合阳到韩城的干道。明成化初，为保证
榆林驻军的军需供应，陕西的东路饷道自同州经合阳、韩城、宜川、延长、
延川、清涧、绥川、米脂抵榆林。历史上的夏阳渡、禹门口等关隘是西北通
往中原的咽喉要道，自古为兵家逐鹿中原、夺取长安的必争之地。如今，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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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铁路、国道 108 线、西禹高速公路穿境而过，是我国北方东西要道之一，

是陕西省和西部地区的 “东大门”。几千年来，韩城人民依靠有利的地理条
件和自然资源，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和精神文明。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

这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成为陕西重要的粮、棉、花椒和能源、钢铁基
地。

韩城自古以来兵事频繁，战争不断。自春秋时期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境内先后发生较大的战争达十余起。远在春秋战国时期，秦晋多次交
兵，秦魏多次攻伐。汉高祖二年 ( 前 205 ) ，韩信领兵从夏阳渡河，袭击魏
王豹。隋大业十三年 ( 617 ) ，李渊起兵反隋，师次龙门。宋金元时期，金
兵灭宋，元兵灭金，皆自龙门破韩城，还有元金在韩城的高龙山之战等。明
清时代的农民起义军也都在这里留下了可歌可泣、英勇奋战的身影。如崇祯
八年 ( 1635) ，农民起义军围攻薛峰、芝川; 李自成率义军与官军战于西塬
村、马庄村、西庄镇、县城。崇祯九年 ( 1636 ) 农民起义军满天星部两次
围攻县城。同治六年至七年 ( 1867 ～ 1868 ) ，回民起义军进逼神道岭，攻芝
川，袭击彭村一带官军; 还有西捻军来韩城等，这些农民起义军的英勇奋
战，沉重地打击了明清的封建统治。清顺治七年 ( 1650) ，明末离任巡抚刘
永祚，秘密练兵千余，据守周塬堡寨，树反清复明旗帜，虽与官军在天地庙
激战数日失败，但其不屈不挠的精神却在当地传为佳话。

韩城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光绪二十六年 ( 1900) ，在京津等地义和团
运动的影响下，本邑不少村庄请教师，学硬斗，剪纸人，“烧洋鬼”，掀起
反帝爱国浪潮。宣统三年 ( 1911 ) 十月，南周塬人张希瑞与革命党人张凤
翙在西安起义，组织革命党人与清军激战，胜利后宣布陕西脱离清廷，成立
了 “秦陇复汉军政府”。韩城哥老会成员段占彪、刘德功等准备起义，因叛
徒告密而失败。辛亥革命时，清末秀才薛正清，投笔从戎，与曹印侯在韩
城、合阳一带组织秦陇复汉军敢死队，阻清兵于华县、咸阳、醴泉 ( 今礼
泉) 等地。民国 7 年 ( 1918) 3 月 28 日，由云南总督唐继尧任命的陕西护
法军总司令任尔龙，在芝川司马坡插旗招兵，移驻陈村寨后，被县保卫团围
捕。8 月 25 日，孔乐团团正鱼存之和冯翼飞率民团收缴了县保卫团留守排
枪支，活捉了搜刮民财的县长李天午。民国 8 年 ( 1919) ，五四运动后，爱
国主义者杨汉臣与教师苏资深、张孔博等人，组织师生、农民、商人宣传北
京爱国学生运动，举行游行示威，爱国运动热潮震动全县。民国 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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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6) ，县北民团组织红枪会在北塬的西塬、东王、东庄等村打击敲诈勒
索、加重田赋的军阀段懋功部，迫使其离韩。民国 17 年 ( 1928 ) 3 月，中
共韩城县特别支部成立，领导全县人民进行革命斗争，把斗争重点转向农
村，在范家庄、马陵庄一带建立穷人会，在高家坡等村办农民夜校，领导学
生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爱国宣传活动，声援全国的反对帝国主义运动。民国
21 年 ( 1932) 5 月，中共韩城地下党组织建立了第一支农民武装力量———

韩城赤卫队，韩城革命从此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6 月，为配合刘志丹、

黄子文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赤卫队在韩城开展宣传和打富济贫
斗争，在斗争中逐步发展壮大。6 月 11 日，赤卫队、陕甘游击队与国民党
柳子俊旅激战后，赤卫队改为分散活动。民国 24 年 ( 1935 ) ，杨森、冯玺
玉率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四十二师骑兵团到达赵峰村，与地下党组织
研究扩大革命武装，举行暴动等问题。民国 25 年 ( 1936) 2 月 20 日晚，在
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下，韩城人民在芝阳乡高家坡举行暴动，成立了中国工农
红军陕西东府游击队第二支队。后因发生 “番地事变”，游击队严重受损，

转入隐蔽活动。民国 26 年 ( 1937) 8 月 31 日到 10 月初，在朱德、任弼时、

左权、邓小平率领下，八路军一一五师、一二○师、一二九师由芝川渡过黄
河，开赴抗日前线。中共韩城县委负责人孙昶等前往驻地欢送，东范家庄党
支部书记张智发和张万贤、张进发、宋二小等 16 名青年参加八路军，随军
东渡。抗日战争期间，韩城先后有 700 多名爱国志士积极加入八路军，毅然
奔赴延安，投身救国救民的革命斗争。民国 36 年 ( 1947 ) 6 月，韩宜游击
支队成立，先后参加了官庄战斗和两次攻打八家岭及 20 多次小战斗，并支
援了宜 ( 川) 瓦 ( 子街) 战役。中共韩城县工委在县南塬、西塬先后发展
九股游击队，这些游击队 8—10 月初分别在县北小迷川、县南大朋，庙后川
和嵬东乡小曲头等地同国民党军队进行了四次战斗，获得胜利。西北野战军
第二纵队司令员王震率部于 10 月 12 日第一次解放韩城后，游击队被正式命
名为韩城游击支队，后参加宜瓦战役，阻击国民党增援部队。民国 37 年
( 1948) 3 月 24 日韩城第二次解放，7 月韩宜游击支队与韩城游击支队合编，

随之投入解放关中的战斗，参加了澄合、荔北和永丰战役，配合中国人民解放
军，给国民党胡宗南集团以沉重歼灭性打击。民国 38 年( 1949) 2 月 18 日，游
击支队被编入人民解放军二十二团。3 月，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从山西
到达韩城，传达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精神，介绍解放战争形势等。6 月，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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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划归第一野战军建制后，从禹门口渡过黄河，加入解放大
西北的战斗。

韩城素称文史之乡，是一个人才荟萃的地方。历史上颇为著名者有:汉代
太史司马迁，宋代诗人张升，明代丞相薛国观、户部尚书张士佩、宣化巡抚刘永
祚，清代状元王杰、刑部尚书张廷枢、贵州巡抚刘荫枢等。军界有 20 多位将
军。他们为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其中以世界历史文化名
人，西汉时期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司马迁最为著名，其宏伟巨著《史
记》，闻名中外，影响深远。《史记》中的军事篇目将为当今研究古代兵法、军
事思想，加强我军的国防和部队现代化建设，打赢未来反侵略战争发挥重要的
资治借鉴作用。在这块土地上诞生的 20 多位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挥员，他们为
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祖国的和平与安宁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韩城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地方。自辛亥革命以来，在历次革命战争中光荣
牺牲的烈士达 260 多位，他们为建立独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国和保卫祖国
安宁建立了不朽的业绩，其高尚品质与崇高精神将永垂青史，千古流芳。新
中国成立以后，韩城市的英模人物更是层出不穷。如在中越边境战争中英勇
杀敌光荣牺牲，被部队党委追记一等功的高万灵; 在执行任务时与歹徒搏斗
而英勇献身的优秀青年民警、被公安部授予二级英模称号的冯丁宁; 奉命炸
桥泄洪时光荣牺牲的象山矿采煤二队副队长、劳动模范屈永强; 扑救林源乡
森林大火光荣献身的中学生杨永泉、薛效林等。他们既是人民军队和民兵的
光荣，也是韩城人民的骄傲。

忆昔日韩城民兵光荣革命斗争史，看今朝韩城民兵全面建设谱新篇。早
在民国 21 年 ( 1932)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韩城就创建了民兵组织的雏
形———韩城赤卫队，他们打土豪、烧地契、抗粮、抗租、抗债、抗差。中国
工农红军陕东游击队第二支队，收缴反动武装。韩宜游击支队、韩城游击支
队，队伍由小到大，由弱到强，配合西北野战军开展游击战争，截击追歼逃
敌，为渭南全境解放作出了巨大贡献。新中国成立后，韩城市民兵工作在市
委、市政府和市人民武装部的领导下，继承和发扬战争年代的光荣传统，围
绕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中心工作，按照中央军委和各级军事机关的指示，加
强民兵建设，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已发展成为一支组织健全、布局合理、数
量充足、质量较高、动员快速、机制完善的人民武装力量。广大民兵在参加
地方经济建设，修建西韩铁路、薛峰和盘河水库，三山绿化，植树造林，小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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