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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中国的西北地区土地贫瘠，干旱少雨，且山高沟深，交通阻隔。

满清腐朽王朝被推翻后，军阀混战。天灾、兵灾、匪灾、贪官污吏，纳

粮、征税、拉夫、拉差……老百姓实在活不下去了。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了。1925 年陕北有了共产党。他们是

一批北京来的大学生，共产党员，他们带来了共产主义思想。在绥

德师范、榆林中学、延安中学的学生中传播。一批为中国寻找出路

的先进青年接受了。他们在农民中、工人中、赶牲灵苦力中传播。

于是有了抗粮、抗捐，有了起义、暴动，有了红军，有了根据地。

关中、汉中、商洛也一样。于是形成了以陕北革命根据地为中

心的西北根据地，1935 年成了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十

多年后成了解放全中国的出发点。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新中国终于成立了。本书记载了 1919 年至 1936 年西北人

民的浴血奋斗史。

向革命英烈致敬!

向老红军，老干部致敬!

向老区人民致敬!

张慈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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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在陕北的起源

一、共产党在陕北的起源

1． 共产党在陕北的起源

陕西首先接受新文化和马列主义的是旅外学生。当时陕

西没有高等院校，学生都到京、津、沪、武汉等地去上大

学，大多数到了北京。五四运动中，陕西学生魏野畴、李子

洲、杨明轩、张学汉、杨钟健、刘含初、呼延震东、王圣

域、郝梦久、陈兆枢等还参加了殴打卖国贼章宗祥，火烧赵

家楼的反帝爱国斗争。被捕的 32 人中就有杨明轩、郝梦久、

陈兆枢等陕籍学生。

1921 年 10 月，刘天章、杨钟健、魏野畴、李子洲、杨

明轩、刘含初、呼延震东、韩仲范、赵国宾等发起创办了

“共进”杂志，1922 年 10 月成立了 “共进社”，1923 年后负

责的人有刘天章、屈武、武止戈、耿炳光、方仲如、王子

休、张仲超、魏惜言等。1922 年春，武止戈、屈武、崔孟

博、刘尚达、白超然、韩志颖、吴森如、王子休等创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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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献》月刊，共出 6 期，热情宣传马列主义和教育改革。

对马列主义在陕西的传播最有影响的是魏野畴 ( 兴平县

人，1923 年春入党，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1928 年牺

牲) ，曾在榆林中学任国文教员。他努力改革旧学制，改进

教学内容，倡导学生成立自治会、读书会。介绍 《向导》、

《新青年》等革命刊物上的文章。陕北的党团组织是李子洲

同志 ( 绥德人，1923 年春入党) 领导建立的。1923 年夏，

子洲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于 1924 年春到榆林中学任

教，是年秋任绥德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校长，先后聘请王复

生、王懋廷、何寓础、罗端先、杨明轩、常汉三、呼延震

东、田伯荫、雷五斋、赵少西、李瑞阳等共产党人和进步知

识分子任教。1924 年秋至 1925 年初，他们在绥师和榆林中

学的师生中，吸收李瑞阳、霍世杰、王兆卿、张肇勤、杜振

廷、杨朴、白明善、张承忠、乔国桢、李登霄、霍学光等人

为党团员，在绥德建立了党和团的特别支部。子洲、复生、

懋廷为负责人。1925 年春，又到榆林中学发展党团员，建立

了党团支部。先后吸收王子宜、刘景桂 ( 刘志丹) 、曹力如、

杨国栋、唐登科、董耀卿、周孟雄、曹必达、高子钰、刘景

象、武开章、刘文蔚、李含方、庄培、郭洪涛、马云程、柳

寿青、王廼平、王俊让、周家干、霍作霖、王怀德、王继

民、刘绍让、张训谦、白作宾、焦维炽、周发源等为党团

员。支部先后由张肇勤、刘志丹、曹必达、唐登科、周孟雄

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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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在陕北的起源

绥德党团特支于 1925 年秋冬，派人去延安省立四中发

展党团员，1926 年春成立党和团的特别支部，田伯荫任党的

特支书记。

1925 年绥德支部还派李瑞阳、杜振廷、杨朴去井岳秀部

石谦营里协助谢子长、李象九等建立党的军队支部，吸收阎

揆要、阎红彦、杨仲远、雷恩钧等同志入党，绥德党团组织

归中共北方区委领导，由李子洲等直接和李大钊联系。

1926 年 4 月 17 日在直系军阀吴佩孚、张作霖及阎锡山

的支持下，刘镇华围困了西安，杨虎城、李虎臣率军死守，

时人誉曰: 二虎守长安。9 月 17 日冯玉祥在绥远五原举行誓

师，派兵入陕，很快打垮了刘镇华军，11 月 28 日撤围。

1927 年 1 月 28 日，党中央决定成立陕甘区委，耿炳光任书

记，魏野畴宣传，李子洲组织。当时陕西共有党员 388 名。

从此统一了陕西党的组织。

陕北特委历届组织机构:

1924 年秋至 1925 年初成立了绥德党、团特别支部。李

子洲、王复生、王懋廷为负责人。

1926 年 3 月中共北方区委派耿炳光 ( 澄城人，北京大学

学生，早期中共党员) 为陕北特派员，协助整顿绥德党团特

支。6 月成立党、团地委。蔡南轩任党的地委书记，李子洲、

何寓础任委员。团地委书记王复生。

1926 年冬，经中共北方区委批准，榆林党团地委成立。

马云程任党的地委书记，周家干宣传，刘景象、郭洪涛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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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组织。庄培、刘景象先后任团地委书记。绥德地委辖清

涧、安定、定边、佳县四个支部，加榆林、延安地委共有党

员 339 人。

1927 年 2 月 25 日在西安桃胡巷召开了第一次中共陕甘

区委会议，参会的人有耿炳光、李子洲、曹趾仁、黄平万、

吴化之、赵葆华等 10 人。耿炳光为书记，李子洲负责组织，

魏野畴负责宣传。3 月 14 日在西安中山学院召开了第一次党

代会，代表了陕甘地区的 388 名党员，又补亢维恪为农委书

记，陈嘉珍为军委书记，刘天章、杜衡为区委候补委员。会

议决定成立 6 个地委。西安 ( 地委由区委兼管) ，渭南 ( 书

记何挺杰，委员张含辉、王观德) ，三原 ( 书记张秉仁、委

员贾怀庚、王鸿俊) ，延安 ( 书记田伯荫，委员易厚菴、陈

俞庭) ，绥德 ( 书记蔡南轩，委员何寓础、关中哲) 。榆林

( 书记马云程，委员郭洪涛、周家干) 。

1927 年蒋介石 “4． 12”对共产党人大屠杀后，党的工

作转入秘密。7 月上旬成立了中共陕西省委，书记耿炳光，

组织李子洲，宣传崔孟博，军事魏野畴。省团委书记张金

印。成立了绥德县委。1927 年上半年，全省共有党员 2177

人。到 9 月底降到 1681 人。

1928 年 1 月 4 日省委第三次会议，决定成立陕北特委，

派杜衡、焦维炽分任陕北党、团特委书记。4 月在绥德西川苗

家坪 ( 今属子洲县) 的南丰寨古庙里，召开了陕北第一次党

的代表会议。杜衡、焦维炽、杨国栋、冯文江，白乐亭 (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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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在陕北的起源

善) 等参加。会议正式成立了中共陕北特别委员会。委员有杨

国栋、冯文江、白乐亭。辖绥德、榆林、延安、府谷、米脂、

清涧、延长七个县委。共有党员 360 人左右。

1928 年 9 月省委发来 《全陕总暴动决议案》，特委决定

于 28 日 ( 农历八月十五日) 在米脂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

讨论制定暴动计划，但因保密不慎，遭国民党米脂县政府和

军警破坏，杜衡、焦维炽、贾拓夫、李文芳被捕 ( 后经组织

营救出狱) 。杨国栋、冯文江等特委成员和部分县的代表转

移到绥德苗家坪小学，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特委机关迁到清

涧折家坪，特委书记由杨国栋代理。

1929 年 2 月，杜衡由西安返回陕北，带来中共 “六大”

文件和省委第四次扩大会议精神。于是，特委在绥德县周家

硷的张家岔召开了 《陕北特委第一次扩大会议》。传达了上

级会议精神，确定了陕北党的工作方针，宣布杨国栋继续代

理书记。增选白明善、霍世杰为特委委员，谢子长为特委军

事委员。

1929 年 5 月在榆林城北红石峡召开了 《陕北特委第二次

扩大会议》，批判了杨国栋的右倾思想，并撤销其职务。选

举白乐亭为书记，委员有刘志丹、冯文江、刘澜涛、贾拓

夫。刘志丹任军委书记。

1929 年 6 月底，陕西省委渭南全委会决定，派吉国桢、

张文华分任陕北党团特委书记。苏士杰负责军委工作。9 月

10 日，三人先后来到榆林，改组了陕北特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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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 年 6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 《目前政治任务的决

议》，要立即通过武装起义实现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夺

取全国政权。以李立三为代表的 “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占

据统治地位。

1930 年 7 月，省委调走吉国桢、张文华。由苏士杰、刘

澜涛临时主持工作。

1930 年 7 月 1 日至 9 日在蓝田县巩村召开了省委第五次

扩大会议，派省委候补委员赵伯平任陕北特委书记，北方局

也派孔祥祯、高维翰 ( 李杰夫 ) 来到陕北，主要是贯彻

“左”倾冒险主义。孔祥祯任军委书记 ( 1926 年底党组织保

送赴苏联列宁格勒学习，1930 年回国) 。10 月初在绥德城西

合龙山古庙里召开 《陕北特委第三次扩大会议》，参加会议

的有赵伯平、中共北方局交通杨朴、陕北团特委代书记常黎

夫，高维翰、苏士杰、马文瑞、马明方、谢子长、刘志丹、

孔祥祯、刘澜涛、常立德、崔田夫、杨重远、惠泽仁、张德

生、张承忠、张肇繁、崔玉瑚、霍维德、李文芳等 20 余人。

要求以绥德、米脂为中心发动秋收暴动。会议根据中央和省

委的指示，成立了陕北行动委员会军事指挥部，谢子长、刘

志丹分任正副总指挥。会议也提出争取全省总暴动的胜利，

建立全省苏维埃政权为代表的口号，“左”倾冒险主义在党

内占据统治地位。

根据 “左”的错误精神，把党、团特委和群众组织合并

为陕北行动委员会，特别是通过了 《对陕北工作决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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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在陕北的起源

会议充满了暴动的火药味。会后暴动标语贴满了绥德城，大

搞飞行集会，砸掉了国民党绥德县党部的牌子。这些轻率的

举动，立即引起敌人的警戒。会议结束，与会的张德生、刘

澜涛准备返回榆林，刚走到北城门口即被逮捕。绥德四师召

开大会纪念广州暴动三周年，大会尚未结束，国民党军队便

包围学校，解散了四师，声言三年不能开学。在安定，冯文

江发动党、团员在从县城到瓦窑堡 30 里路上大贴标语，大

投传单，招致身份暴露，县委全体人员不得不离开安定。井

岳秀驻神木高志清部一骑兵连已初步为中共所掌握，因为准

备不足仓促暴动，也惨遭失败。由于主客观条件都不具备，

其他各地所谓暴动和起义也只是到处张贴标语，抛撒传单和

群众集会，结果使好不容易积蓄起来的革命力量遭受重大

损失。

特委在绥德的秘密机关暴露，绥德的许多支部都垮了。

1930 年 11 月下旬省委得到了中央纠正 “立三路线”的

传达，10 月 18 日中央北方局决定陕北特委直属北方局领导。

并派王芾 ( fu) 南为特派员于 12 月来到陕北，向特委传达

了中央六届三中全会精神，撤销了陕北行动委员会，恢复了

陕北党、团特委等组织的正常工作，同时将陕北特委划归中

共河北省委领导。

1931年春，王芾南、赵伯平、常黎夫到北方局汇报工作，

特委工作由孔祥祯临时主持。“五一”节前夕，团特委印发传

单、标语，发动榆中学生公开张贴宣传，暴露了党的组织，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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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名党、团员被捕。特委主要领导被迫离开榆林，特委工作处

于瘫痪状态。6 月赵伯平等人返回，重新组建了陕北临时特

委，特委机关迁往米脂县姜兴庄。1932 年秋赵伯平调任三原

中心县委书记。马明方任陕北临时特委代理书记，特委机关

迁到佳县南洼村。1933 年 2 月又迁到佳县乌镇。

经两年努力，到 1932 年底党员已发展到了 1000 余人，

有 2 个县委，10 个区委，6 个特支，74 个支部。

1933 年 3 月，上海临时中央局派孔原到天津主持北方地

区工作，陕北特委归其领导。

1933 年 7 月 22 日在佳县高起家洼召开了 《陕北特委第

四次扩大会议》，提出了全面发动陕北游击战争的新任务。

决定加紧开辟安定、绥清、神府三个游击区，扩大和建立游

击支队，在条件成熟的地区建立苏维埃政权。会议选出了特

委委员 11 人: 崔田夫、马明方、王兆卿、马文瑞、毕维舟、

常学恭、崔逢运、鲁学曾、崔田民、张达志、高长久。书记

崔田夫 ( 雇工) 。

1933 年 12 月中央北方代表派人主持，在北平召开了陕

北问题座谈会，改组了陕北党团特委，任命郭洪涛为党特委

组织部长、李铁轮为团特委宣传部长。

1934 年 1 月，特委机关迁往吴堡樊家圪坨和佳县王家畔

一带。陕北特委在佳县南洼村召开了党团联席会议，此次会

议埋下了在陕北执行左倾路线的根苗。

1934 年 4 月 4 日，在佳县神堂沟召开了党团联席会议，

8



共产党在陕北的起源

此后，特委机关在清涧东区及安定西区一带游动。5 月 2 日

召开了游击区、游击队代表会议。

1934 年 9 月 2 日，在清涧惠焉里陕北特委召开了游击队

干部会议，正式决定成立工农红军陕北独立师。

1935 年 2 月 5 日在赤源县周家硷召开了陕甘、陕北两特

委联席会议，成立了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书记惠子

俊，委员刘志丹、谢子长、高岗、习仲勋、崔田夫、郭洪

涛、马明方、张秀山。至此不存在陕北特委了。

中共陕北特委存在期间，曾先后建立和下辖北起神木、

府谷，南到延安、延长; 东起黄河西岸，甚至还包括山西北

部的几个乡镇，西到三边的 18 个县委和绥清、三边等 7 个区

委。组建并领导了 9 个县苏维埃政府、26 个游击支队、三个

红军团。陕北特委直接指导陕北团特委的工作，是当时地区

党、政、军、群众组织的领导中心。

2． 共产党在陕北的主要创建者

李子洲 名登瀛，笔名逸民。陕西绥德人。生于 1892

年，由于家境艰难，十五六岁才开始上学。上高小时就刻苦

攻读，1912 年，他为了深造，徒步单装从绥德出发，日走百

余里，历时 20 多天，来到西安，考上三秦公学。1917 年考

上北大。1919 年爆发了五四运动，李子洲积极参加示威游

行，被举为学生代表。1920 年他与魏野畴、刘天章、杨明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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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子洲

等创办了 《秦钟》及 《共进》刊

物，发表文章，唤醒民众积极奋

起。他提出 “革新教育，改革政

治，改造社会，打倒统治阶级，

铲除贪官污吏”等口号。1923 年

经李大钊、刘天章介绍加入中国

共产党。

1922 年，李子洲北大毕业

后，先后在三原渭北中学及榆林

中学教书。

1924 年 5 月间，李子洲接任省立绥德第四师范学校校

长，聘请杨明轩任教务主任，常汉三任训育主任，先后聘请

的教员有王懋廷、田伯荫、韩叔勋、王复生、刘尚达、李致

煦 ( 即李瑞阳) 、蔡楠轩、关中哲、罗端先、何寓础、雷五

斋、王汉屏、赵秉彝、赵少西等。他们有的是 “共进”社

员，有的是共产党员。

李子洲接任四师校长前，学校死气沉沉，学生除上课读

书外，国家大事、人民疾苦，概不闻问。他到任后，陕北 23

个县有志青年闻知十分仰慕，争先恐后前来投考。更有山西

汾阳铭义中学的学生任国梁、赵镈、李临铭等也转到四师上

学。四师原来图书、杂志一无所有，李子洲到任后，新购

《中国青年》 《向导》 《政治生活》 《共进》等图书、杂志

2000 多本，供学生自由选读。王懋廷负责领导陕北青年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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