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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涛

在中国共产党诞辰９０周年之际，经过党史研究室

全体同志的共同努力，《中国共产党三原县简史》（第

一卷即民主革命时期）问世了，这是我县党史工作的

一件大事，是全县４０万人民的一件喜事，也是献给党

的生日的一份厚礼。

三原为古京畿之地，史称 “甲邑”，古称 “池阳”，

前秦苻健皇始二年 （３５２）设立三原护军，北魏太武帝

太平真君七年 （４４６）置县，至今已有１５６０多年，历

史悠久，商贸繁荣，钟灵毓秀，才俊辈出。

三原不仅有灿烂的古代文明史，而且有辉煌的近

现代史。清末，朱佛光主讲三原宏道书院，倡导新学，

传播民主思想。在其影响下，许多青年投身革命。于

右任说：“辛亥起义，西北主持革命者多出其门。”宏

道书院也遂被誉为西北革命的摇篮。１９１７年成立的陕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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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靖国军，以三原为总司令部，策应和支持北伐战争，

时有革命希望南在广州、北在三原一说。１９１９年，五

四运动爆发后，“三原是全省最早响应五四运动的地区

之一”，新文化广泛传播，学生运动和群众运动蓬勃发

展，为三原地区建立党团组织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和群众基础。１９２５年２月，三原成立了共青团三原特

别支部，同年１２月，三原成立了中共三原特支。在第

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以三原武字区、心字区为核

心的渭北革命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地区创建的

第一个红色政权，在中国共产党陕西革命史上占有重

要的地位。根据地坚持红色割据两年多时间，打击了

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教育和发动了群众，培养锻炼了

党、政、军等各方面的干部，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陕北革命根据地及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作出

了特殊而重要的贡献。在抗日战争时期，党组织团结

带领三原各界抗日救亡组织，同国民党针锋相对地斗

争，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在解放战

争时期，党组织建立新的区乡政权，积极开展游击战

争，为保卫边区、解放关中作出了重要贡献。１９４９年

５月，三原解放后，中共三原县委团结带领全县人民，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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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主人翁的姿态和空前的积极性、创造性，进行波澜

壮阔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一个又一个历史性的巨

大成就。

三原人民的革命史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具有

深刻的教育和启发意义。 《中国共产党三原县简史》

（第一卷）史料翔实，内容丰富。按时间顺序，以史家

的笔法，忠实还原了三原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

行革命斗争的历史画卷，生动记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

和带领三原人民前赴后继、不屈不挠、英勇无畏、浴

血奋战的光辉历程和历史功绩。通过阅读这本史书，

仿佛置身于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风云中，仿佛置身在战

火硝烟的疆场里，我们真切了解了半个多世纪三原人

民的革命史，心灵受到强烈的震撼和洗礼。

历史无可争辩地证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没有无数革命先辈们的流血牺牲和不屈不挠的斗争，

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中国

革命和建设的领导核心，只有党的领导才能救中国，

只有党的领导才能振兴中国。我们要进一步坚定对建

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继承好、运用好、发

展好三原人民革命斗争这笔奋斗进取的精神财富，顺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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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时代的新要求、发展的新需要、人民的新期盼，团

结和带领４０万三原人民抢抓机遇，务实创新，加压苦

干，不断把党和人民的事业推向前进。

２０１１年７月

（作者系中共三原县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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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辛亥革命后的三原社会状况

　　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中国的先

进分子努力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政治学说，寻

求救国之道。三原朱佛光 （名先照）主讲的三原宏道

书院辛亥革命前在关中很有名望。陕西辛亥革命的领

导者井勿幕 （陕西蒲城县人，现铜川印台区人）、宋元

恺 （字向辰，陕西耀县人）、李元鼎 （字子逸，陕西蒲

城县人）、柏惠民 （字筱余，陕西泾阳县人）、徐朗西

（字云峪，陕西三原县人）、邹子良 （陕西三原县人）、

茹欲立 （字卓亭，陕西三原县人）等都是他的学生。

“在他影响下，许多青年学生倾向革命。陕西革命党人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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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些比较激进的分子，多出其门中。”① １９１１年，辛

亥革命爆发。它虽然推翻了清朝封建统治，但革命的

果实落到了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手里，１９１７年８

月，孙中山在广州召集国会非常会议，成立军政府，

宣布护法，１２月３日高峻起义，在陕西打响 “反段驱

陈”② 斗争的第一枪。１０日，耿直在西安起义，并于

周至成立陕西靖国军。

１９１８年１月，张义安 （名养诚，陕西富平县人）

在三原起义，亦举陕西靖国军旗帜，策应和支持护法

运动。“靖国军是北方唯一响应孙中山发动的反对北洋

政府废弃 《临时约法》、解散国会斗争的军事力量和政

治力量，它和广州的护法政府的联系、配合较为密切，

其斗争也称陕西护法运动，它顺应时势、合乎潮流反

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北洋军阀，坚持战斗四年多，是

陕西近代史上重要的一页。”③ 靖国军总司令部设立三

４

①

②

③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 《辛亥革命
在陕西》，第９页。

即反对段祺瑞北洋政府，驱逐陕西督军陈树藩的斗
争。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 《陕西靖国
军》，陕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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