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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辑 说 明

一、以史鉴今，资政育人。这是我们编写中国共产

党地方历史的目的。通过对党史的编写与研究，我们才

能进一步了解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带领人民群众求解放

争自由的艰难曲折的斗争历史，才能自觉继承和发扬党

的优良传统，继承革命前辈的精神，培育年轻一代为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此，我们于２０１３年初步确

定了本书编撰方案，２０１４年秋基本完成初稿的编撰

工作。

二、《中国共产党潼关历史》（第一卷）以马克思主

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

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的观点，力求全面、系统、客观、真实地记述中国共产

党在潼关领导人民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历史。

三、《中国共产党潼关历史》（第一卷），上迄五四运

动前下至１９４９年１０月新中国成立。１９１９年五四运动前

从简记述，五四运动后至１９４９年１０月作全面地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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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３８年８月至１９４９年５月潼关解放为记述重点。

四、《中国共产党潼关历史》（第一卷）采用编年体

与纪事本末体相结合的手法，全书共设５章２１节，前缀

序言，后附后记。

五、由于年代间隔久远，历史上某些重大事件的发

生时间和当事人的回忆有多种说法，对此，《中国共产党

潼关历史》（第一卷）根据历史文献、当事人、见证人的

回忆文章，并结合 《中国共产党潼关县组织史资料》《潼

关县志》以及华阴市、灵宝县党史研究部门的相关资料

最终确认，以公开出版的书刊为据。

六、２０１２年５月成立编撰委员会：主任何树茂；副

主任王青峰、 张斐 、张毅锋、惠建军、杨宏伟、王耀

武、王梅生、孙永亮、李勤侠、刘亨。２０１３年与２０１４

年编委会成员有所变动，变化情况未作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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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潼关历史悠久，闻名遐迩。古潼关居中华十大名关

第二位，历史文化源远流长。马超刺槐、十二连城、仰

韶文化遗址、清官杨震墓等名胜古迹星罗棋布；风陵晓

渡、谯楼晚照、秦岭云屏等潼关八景引人入胜；岳渎相

望、华夏金城令人折服。潼关县位于关中平原东部，黄、

渭、洛三河交汇处，素有 “西北咽喉道，陕西东大门”

之称，是黄河中上游秦、晋、豫三省交汇的 “金三角”。

黄金、黄河、黄土地，古城、古渡、古战场，使这块神

奇的黄土地充满了动人的传说和悲壮的故事。

潼关县东阻函谷关与河南省灵宝市接壤，南依秦岭

和本省洛南县为邻，西拱华岳同华阴市毗连，西北跨渭

河湿地与大荔县接壤，北临黄河同山西芮城县相望。

潼关县在商代称桃林塞，周代称 “渭汭”，东汉建安

元年 （１９６）在今潼关县秦东镇政府南塬上设立关口。

“河在关内南流潼激关山，因谓之潼关”（《水经注》），潼

关因水得名，一直沿用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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潼关县地势南高北低，呈阶梯形，由北向南依次递

进，县城位于黄河渭河谷地、黄土台塬区、小秦岭山区。

县境东西宽约２２公里，南北长约２８公里，总面积５２６

平方公里。

潼关古渡口，自古以来就是秦、晋、豫三省交通要

津。春秋时著名的 “泛舟之役”就发生于此，秦国运粮

船队经渭河由潼关驶入黄河而北上晋都，史称秦输晋粟。

“天下黄河十八弯，宁夏一弯到潼关”。这里水流平

缓，适宜船舶上下航行及横渡，黄河中段近百里航道设

有大小渡口九个，可供来往船只停泊。顺水东流驶入灵

宝、三门峡等地；逆流而北上抵达龙门、佳县、榆林等

地；西入渭河可驶入华阴、华县、渭南、西安。

潼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文化积淀源远流长。上

可追溯到远古时期的女娲抟土造人、夸父逐日、黄帝铸

鼎、周武王归马放牛等典故；中至战国后在此修建十二

连城烽火台、关南名胜白云山、潼关八景、秦王寨与马

趵泉，以至现在修建的东汉清廉太尉杨震纪念馆。古代

帝王及历代文人墨客多有怀古诗词，唐人崔景颢曾赞曰：

“山势雄三辅，关门扼九州”。

潼关自古以来为兵家必争之地。东汉末年以来，在

此发生大的战事就有３０多起。如曹操、马超之战，中唐

的安禄山哥舒翰之战，明末李自成南塬大战，辛亥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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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革命军与清军的三克三失三得之攻守战等，素有

“潼关固则全秦固”之说。

辛亥革命时期，潼关人民积极响应武昌起义，同民

军一道多次与清军进行武装斗争。西安起义不久，潼关

革命党人徐国祯①同驻华庙巡防营马队管带胡明贵带领

人民在潼关驱逐清朝官吏。“五四”运动时期，潼关的有

志青年、学生、教师、商户及其他群众一千余人，聚集

县城大市场声援 “五四”运动，极大地震慑了潼关的封

建势力。

中国共产党诞生后，中国革命出现了全新的局面，

开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但这时的潼关还处于兵患匪祸，

苛捐杂税繁重的灾难之中。特别是刘镇华任陕西督军兼

省长后，派其嫡系憨玉琨师驻守潼关，横征暴敛，中饱

私囊。加之潼关东西两塬有盗匪数百人，抢财掠货，无

恶不作，人民群众生活极其痛苦。随着新思想、新思潮

不断传入关内，潼关人民有所觉悟，人民群众的反抗精

神和革命情绪不断高涨。

３

①徐国祯 （１８７０—１９３８），潼关第一寨 （现秦东镇凹里村）人，１９１０年
在西安法政学堂学习时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西安光复后回潼关，联合
哥老会，发动青壮年组建了潼关复汉军，光复潼关。１９１３年后任清涧、神
木县知事。１９２７年３月任国民党潼关临时党部委员。４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５月任中共潼关特支书记。７月，因冯玉祥 “清党”反共与党组织失去联
系，１９３０年，任潼关县财政局长。



大革命时期，潼关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好转。早期著

名共产党员刘伯坚和一些共产党员、革命积极分子，随

冯玉祥部队来到潼关。冯玉祥、于右任、吉鸿昌、宣侠

父等国共两党人士密切合作，对马克思主义在潼关的传

播和党组织的发展做了有益的探索和贡献。

１９２７年初，中共党员赵和民①到冯玉祥部吉鸿昌师

任秘书。２月，赵随军来到潼关，在中共党员宣侠父等

人的支持、配合和帮助下，于３月下旬成立国民党潼关

县临时党部。４月初建立中共潼关特支，赵和民任支部

书记。同月发展了徐国祯、马呈瑞②等４人为中共党员。

中共潼关特支成立后，在国民党潼关县临时党部的支持

下，积极开展革命活动，逐步唤醒了潼关人民的觉悟，

播种了共产主义思想，提高了人民的阶级觉悟。７月，

冯玉祥追随蒋介石，进行清党反共。潼关的政治形势遭

到破坏。７月上旬，中共潼关特支改为中共潼关支部，

４

①

②

赵和民 （１９０５—？），陕西省华县大明乡人。１９２５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１９２６年２月，任党领导的高塘特支书记。１９２７年４月任中共潼关特支书
记，１９２８年参加了著名的渭华起义，起义失败后与党失去联系，后通过私
人关系在国民党军政部门任职，暗中保护革命同志。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
人民银行总行工作。

马呈瑞 （１８９６—１９３１），潼关正东区九龙营 （现河南灵宝）人。１９２４
年陕西省立第一中学毕业，任潼关高级小学教师。１９２７年４月加入中国共
产党，７月，因冯玉祥 “清党”反共与党组织失去联系。１９３１年，在家被
土匪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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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国祯任支部书记，隶属中共陕西省委领导。由于白色

恐怖日趋严重，加之支部失去与上级组织的联系，不久

便停止活动。

土地革命时期，中共潼关组织停止活动，后来未建

立中共党组织。１９２８年，李虎臣命许权中旅开赴潼关作

战。同时，省委也指示该旅去渭南华县配合农民起义。５

月，许权中旅翻越秦岭出蒿岔峪占据潼关南塬，在陶家

庄与冯玉祥部战斗３天撤出战斗，执行省委指示，沿秦

岭向西进军至华县瓜坡镇宣布起义，成为渭华起义的主

要力量。１９３１年，大革命时期参加中共党组织的徐国

祯、马呈瑞因中共潼关特支瘫痪而脱离党组织，后来虽

然仍能坚持为人民工作，但他们均未在潼关建立起中共

党组织。１９３１年，他们组织地方绅士等进步人士多次到

县政府和当地驻军呼吁，请求省即派人来潼防治 “霍乱”

疫情，救人民于灾难之中。同年，“九一八”事变后，潼

关人民抵制销毁日货，据不完全统计价值５００余银元，

提高了潼关人民的民族自尊意识。

抗日战争期间，潼关遭受严重损失，无以数计的房

屋被炸毁，无数民众被炸得血肉模糊，无数古迹被夷为

废墟，损失仅次于西安，居全省第二，人均损失居全省

第一。抗战时期潼关仍无党组织，仅有少数党员活动。

５



１９３７年１０月，中共党员邓达久①等一行数人到潼关宣传

抗日、开展抗日救亡运动。１９４２年３月共产党员刘茂

堃②等３人从抗战前线途经潼关去富平等地招募新兵时，

被国民党顽固派查出行李中有进步刊物被逮捕投入潼关

监狱。刘在狱中与共产党员带领４０余人成功越狱，继续

为党工作。１９４３年，邓达久到潼关国民党政府田粮处秘

密从事党的工作；铁路战线中共党员李导民，在潼关铁

路扶轮小学任教，从事党的秘密工作，经潼关向延安输

送了许多革命干部。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关中地委派刘邦显③到华阴开

展工作，并向潼关、大荔发展党组织。１９４６年春，王平

６

①

②

③

邓达久 （１９１６—１９６７），华阴横镇村人，１９３７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１９４７年任中共华潼工委委员，１９４９年５月任中共潼关县委组织部部长。

１９６７年，在渭南地区党校逝世。
刘茂堃 （１９１５—？），陕西富平人，１９３８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时，

在富平任抗日义勇军游击队长。新中国成立后任富平军分区科长、后勤部
长、兵役局长等职务。

刘邦显 （１９１７．４—２００７．２），陕西临潼人。１９３８年２月参加革命，
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４７年３月至１９４９年３月，先后任中共华潼工委书
记和东路工委书记。建国后，历任中共渭南地委副书记、书记，陕西省委
财贸部长，中共陕西省委常委，陕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长，中国共产党第八
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２００７年２月病逝。



凡①到潼关县桃林小学以教师身份为掩护，半年内发展

张振兴等３名党员。１９４７年２月，中共华潼工委在华阴

文王村成立，潼关中共组织工作直接由华潼工委领导。

１９４８年１１月，成立了中共东路工委，中共华潼工委取

消，潼关党的工作属中共东路工委领导。当年秋季，中

共党员邓达久在潼关发展武伯超等２人为中共党员。抗

战和解放战争时期，徐文华曾以家中开 “皮货铺”作掩

护，为中共党员王超北②往返西安和上海等地提供帮助，

并搜集敌、特、警等有关情报。５月２９日潼关解放，在

解放潼关期间，潼关县保警大队投诚起义，为解放潼关

作出重要贡献。５月３１日，建立了中共潼关县委和县政

府。县委成立后即带领群众投入紧张的支前工作，直至

年底支前工作才告结束。

潼关解放后，县委忙于带领人民支援前线，国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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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王平凡 （１９２２—１９５１），化名党仁，陕西华阴人。１９３８年加入中国共
产党。抗战时期，先后在凤翔、马栏、延安等地从事革命工作。１９４６年任
中共华潼工委委员，２月至９月在潼关桃林学校以教师身份作掩护从事党的
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共华县县委副书记，书记。１９５１年１２月病逝。

王超北 （１９０３—１９８５），陕西澄城县人。１９２５年加入中共组织，抗战
爆发后，先后在西安、南京、武汉、上海、重庆驻八路军办事处工作，担
任总务科长和运输科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前任西北情报处处长，解放后曾
担任西安警备区副司令，西安市公安局副局长、局长等职。１９６２年遭康生
诬陷，被戴上叛徒、特务、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１９７９年４月平反，恢
复党籍。



残余及土匪武装乘隙于６月下旬夜晚袭击了金陡、太峪、

临华三个区公署，金陡区委书记王光礼等６人壮烈牺牲。

７月２日，驻潼人民解放军开始清剿土匪，至８月清剿

工作基本结束，歼敌６００多人，劝降分化后剩余小股土

匪翻越秦岭逃窜陕南。在剿灭土匪的同时，加强和巩固

了基层党组织和人民政权建设，扩充了县、区两级人民

政府武装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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