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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在追思传承中砥砺前行
———为《中国共产党兴平历史》作序

中共兴平市委书记　杜润民

修史逢盛世，编志值明时。在举国上下喜迎党的十

八大召开之际，由市委组织部编撰的《中国共产党兴平

历史》（第一卷）付梓面世了。这是我市党史研究的又一

硕果和盛事，对于兴平全市党员干部学习党的历史，牢

记神圣使命，弘扬优良传统，开创美好未来，具有重要的

意义。作为一名党的工作者，我对此感到由衷的高兴。

兴平是座英雄的城市，也是片红色的土地，古老而

悠远的渭河千百年来滋润了这方沃土，养育了勤劳、智

慧、勇敢、善良的人民，也见证着一代又一代兴平共产党

人的不懈抗争和奋斗。９１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下，兴平地方党组织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不同历史

时期，带领金城人民勇立时代潮头，奋勇拼搏，建立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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朽的功勋。革命战争时期，西北地区革命的先驱———魏

野畴，在兴平大地点燃了革命之火，在民族救亡、人民解

放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史可轩、杜宗美、杨法震、张

含辉等无数先烈胸怀救国救民的崇高理想，前赴后继、

浴血奋战，以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迎来了民族解放的曙

光。和平建设时期，兴平广大共产党员和干部群众致力

于改变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自力更生，艰苦创业，战天

斗地，不怕苦、不怕累，涌现出了许敬章、张明亮、孟昭亮

等一大批时代英模，他们以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豪情壮志

创造了艰苦奋斗的人间奇迹；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兴平

的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沐浴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

上下求索、开拓进取，创一流、争第一，追求卓越，以敢闯

敢试、敢为天下先的精神，谱写了无愧于时代的壮丽画

卷。特别是近年来，在历届兴平市委的坚强领导下，６０

万金城儿女矢志不渝地推动科学发展、构建和谐兴平，

意气风发地迈向陕西十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日新月

异、成果丰硕，在全省县域经济综合排名由２００６年的第

２１位跃居现在的第１２位。一串串坚实的足迹，记录了

中共兴平组织在中共陕西党史上的突出地位，铭刻了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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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为西北地区革命胜利和全省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

事业作出的巨大贡献，犹如一座座不朽的丰碑矗立在人

们的心中。殷殷热血写春秋，汤汤渭水祭忠魂。一切为

兴平革命牺牲的先驱英烈都永垂不朽，一切为兴平建设

和改革发展作出贡献的英雄都应受到后世的崇敬和怀

念。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源

泉。”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其中蕴含着创新的理论、光荣的传统、伟大的实

践和丰富的经验，是我们取之不尽的精神宝库和用之不

竭的力量源泉。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所指出的：“只有铭

记历史，特别是铭记我们党领导人民创造的中国革命

史，才能深刻了解过去、全面把握现在、正确创造未来。”

对我们党艰辛奋斗的革命历史传统，我们不仅要有仰之

弥高、敬之弥深的光荣感、自豪感，更要以一种高度的历

史责任感和现实紧迫感加以弘扬和传承。《中国共产党

兴平历史》（第一卷）全面回顾了中共兴平地方组织创

建、发展、壮大的非凡历程，充分展示了兴平人民在党的

领导下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生动实践，集中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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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了兴平９１年的沧桑巨变，是一部承载历史、凝聚智慧

的“红色家谱”，是兴平各级党员干部洞幽识微、研读党

史不可多得的宝贵史料。

承前为启后，继往以开来。当前，兴平正处在进位

赶超、率先崛起的关键时刻，全市广大党员肩负的使命

光荣，责任重大。希望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坚持

把学习党史作为锤炼党性的基本要求，以史鉴今，以史

资政，以史明志，以史育人，在重温党的奋斗历程中坚定

理想信念，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中汲取丰富营养，在弘

扬党的优良传统中聚集力量，让党的伟大精神薪火相

传、生生不息，不断创造出无愧于党、无愧于先烈、无愧

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光辉业绩，共同开创兴平更加辉

煌灿烂的明天！

是为序。

二〇一二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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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

马克思主义在兴平的早期传播

中共兴平组织始建于１９２６年１２月，其组织机构先

为特别支部，后改为支部，特支归西安地委领导，支部归

陕甘区委领导。兴平党组织的建立，开辟了党领导兴平

人民开展革命斗争的新征程。

一、马克思主义在兴平的早期传播及建党前的准备

列宁领导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开辟了人类

历史的新纪元。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１９１９年，在

北京爆发了震撼全国的五四运动。五四运动促进了马

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从思想上和干部上为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做了准备，成为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

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转折点。

１９２１年７月２３日至３１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

代表大会召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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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２１年１０月至１９２６年５月，在陈独秀、李大钊等

革命先驱影响下，陕西一批勇于追求革命真理的旅京先

进青年知识分子，积极向陕西介绍以提倡新文化而著名

的《新青年》杂志和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向导》，同时

还创办了《秦钟》和《共进》杂志，建立共进社，从事革命

活动，其宗旨是：“提倡桑梓文化，改造陕西社会”。

在党的教育和培养下，一批兴平籍的旅京、旅省先

进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先后加入了党组织，并走上了党

的地下斗争的领导岗位，直接影响了兴平的建党活动，

为兴平党组织的建立作出了贡献。

１９１９年５月４日，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就读于北京

高等师范学校的兴平籍学生魏野畴参加了游行示威。七

八月间，魏野畴回到咸阳，向咸阳县知名人士赵西恒宣传

革命思想。在魏野畴的启发下，次年，赵西恒集资在咸阳

渭河南创办了第一所学校———南兢小学，用新思想和新

文化育人，成为咸阳县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重要阵地之

一。１９２０年初，魏野畴和一批北京大学陕籍同学整顿了

陕西旅京学生联合会，创办了《秦钟》月刊，向家乡宣传新

思想、新文化。１９２１年春，魏野畴撰写《中国近代史》一

书，初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解释中国近

代历史。１９２１年夏，魏野畴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回

到陕西，先后任教于华县咸林中学、榆林中学，以《中国近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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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史》为教材积极宣传共产主义和各种新思潮，使许多忧

虑国家民族命运的青年学生知道了共产主义，受到了社

会主义革命的启蒙。１９２３年初，魏野畴经李大钊和刘天

章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兴平建党活动中，魏野

畴直接为兴平党组织培养了一批骨干分子。

１９２３年３月，张世兴①在北京对中国工人阶级在政

治舞台上显示出的力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革命思想

的熏陶下，张世兴参加了陕西旅京进步青年组织———

“共进社”，不久又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１９２５年

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曾任共进杂志社党支部书记。张世

兴在考察了兴平当时的农民斗争后，在１９２５年８月１

日的《共进》杂志第８７期上发表了《兴平农民空前之大

惨案》一文，揭露刽子手们的暴行，呼吁人民组织起来打

倒他们，为１９２６年兴平党组织的建立做了必要的舆论

准备，也为后来的兴平农民运动指明了发展方向。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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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又名张云青，兴平永流村人，生于１９０４年。１９１７年至

１９２５年先后在陕西省一师附小、陕西省三中、北京大学哲学系学
习，开始接受马列主义。



１９２６年春，任致远①与魏野畴等在西安南院门创办

青年书店，面向社会发行进步书籍，开展青年运动。任

致远主持青年书店的工作，使青年书店成为联系进步青

年特别是兴平籍进步青年的联络点。

这些共产党员在北京、上海、西安等地的革命活动，

直接影响和教育了兴平籍进步学生，也带动和影响了他

们周围的青年和兴平家乡的亲属，为兴平建立党组织奠

定了必要的思想基础，做了必要的组织准备。

二、中共兴平组织建立前的社会状况

１９２５年，五卅惨案发生，激起了陕西广大人民群众

的义愤。６月初，在党领导下，西安成立反帝爱国反对残

杀同胞运动委员会。８月上旬，陕西一批进步青年成立

“雪耻会”。为提高全省人民群众的反帝爱国觉悟，“雪

耻会”在党领导下组织宣传队，分赴全省各地宣传，西路

宣传队来到兴平。

宣传队来到兴平，积极向青年学生和广大群众进行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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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帝爱国宣传，教育和组织广大群众，使大家进一步认

识到帝国主义、封建军阀是中国人民的死敌，认识到只

有自己站起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有组织地进行斗

争，才能取得自身解放。

１９２５年至１９２６年，在陕西的驻军派系林立，互相吞

并，经常发生战祸。当时盘踞兴平的军阀是陕陆军第四

师师长卫定一。卫亲率第一旅驻扎兴平，约有三营人，

每营３００人左右。

卫定一盘踞兴平期间，为加强在兴平的统治，在县

城北塬上抢占耕地，拆除民房，强令全县人民建筑“新

城”。在“新城”内修建碉堡、炮台和营房，并秘密修建从

县城东北城角通往“新城”的地道。在这一浩大的工程

中，劳苦人民死伤难以计数，当时兴平人民称之为“第二

长城”之灾。同时，他还横征暴敛，滥发纸币，骗购人民

实物，废弃纸币，给兴平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土匪掠夺，军阀剥削，战争蹂躏，官僚恶绅鱼肉，使

兴平人民忍无可忍，纷纷自发组织武装。当时在兴平有

保卫团、民团、乡团以及带有迷信色彩的“硬肚”等组织。

这些自发的群众组织，为保卫自己的利益，同一切压迫

势力进行了坚决斗争。１９２５年，兴平晁庄、址坊头、小

田、赵村、界庄、索寨、羊圈、史村以及与武功县交界的河

道村、西马午村、皇甫村，与乾县、武功交界的三马村、元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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