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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前 言

陇东革命根据地，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陇东人民在

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下，经过

艰苦奋斗和浴血奋战，创造性地实践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

成功创建的以甘肃陇东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后来这

块根据地在反“围剿”斗争中与陕北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了西北革

命根据地，成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

为党中央和各路红军长征提供了落脚点，又是抗日战争的出发地和

解放大西北的战略基地，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在

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上都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陇东革命根据地地处我国西北黄土高原腹地，位于甘肃省最东

端的庆阳地区，以及其所属的华池、合水、正宁、镇原、宁县、环县等，

习惯上被称为“陇东”。陇东地处陕西、甘肃、宁夏三省区交界地区，

西接宁夏的固原、海原，北邻陕西吴旗和宁夏的盐池，东连陕西的保

安( 今志丹) 、鄜县( 今富县) 、旬邑，南与陕西的长武、彬县接壤。这

里地处桥山山脉山峁地区，子午岭林区横贯其间，地域宽广，沟壑纵

横，梢林遍布，子午岭贯穿南北，地形十分复杂。这里地处西北黄土

高原的偏僻地区，山大沟深，交通阻塞，离陕甘宁三省省会城市西

安、兰州、银川相距甚远。这里在旧中国是一个以农业为主、农牧结

合的区域，农业生产单一，农耕技术落后，自然灾害频繁，工商业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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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凋敝，经济发展和教育文化相当落后，加上封建地主阶级的残酷

剥削，陇东人民生活十分艰难，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就是在这样的

自然经济和社会条件下，在 20 世纪 30 年代，这里的人民群众在刘志

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下，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游

击战争和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斗争，建立了以陇东南梁为中心的陕

甘边革命根据地。

陇东革命根据地创建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中期。

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为代表的革命

家，遵照党的指示，先后在陕甘地区举行了一系列武装起义和兵变，

但大多失败了。在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后，他们逐步认识到要坚持革

命，必须建立自己的革命武装，走井冈山的道路，开展游击战争，创

建革命根据地。于是在 1931 年 9 月，刘志丹等在陇东南梁建立了中

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第一支革命武装———南梁游击队，开始了以陇

东南梁为中心创建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伟大斗争。这支革命武

装在开展游击战争中不断发展壮大，先后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

陕甘红军游击队、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成为创建革命根据地

的坚强柱石。

陇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经历了艰苦曲折的斗争历程。

1932 年 3 月，刘志丹等率领陕甘红军游击队来到陇东正宁县寺村

塬，在广泛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召开寺村塬一带有 72 个村镇的农民

代表参加的大会，宣布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 又称寺村塬革命委员

会)成立，建立了陇东第一个红色政权，创建了寺村塬游击根据地。

1933 年 4 月，在中共陕甘边区特委的主持下，在陕西耀县照金召开

了陕甘边区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了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

陕甘边界地跨耀县、旬邑、淳化三县的照金根据地建立。但是，由于

国民党反动派军队的重兵“围剿”和党内“左”倾错误的干扰，寺村塬

游击根据地和照金根据地先后丧失。在总结武装斗争和创建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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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地经验教训的基础上，1934 年 2 月，陕甘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

在陇东南梁召开，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在交界地区，一块以陇

东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开始形成。经过艰苦斗争，陇东

根据地不断巩固和扩大，11 月，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正式在华池县

南梁成立，以南梁为中心的陇东革命根据地在陕甘边界地区 20 多个

县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这块东西约 400 公里、南北约 700 公里的红色

战略区域建立，成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在

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陇东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

解放战争三个时期。1934 年 2 月，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的建立，标

志着以陇东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的创建和形成; 1934 年 11

月，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正式成立，是陇东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和

巩固阶段。此后，在打破国民党反动派数次“围剿”的斗争中，1935

年 8 月，陕甘边、陕北根据地连成一片，发展成为统一的西北革命根

据地，成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全国仅存的一块革命根据地，

为中共中央和各路红军长征提供了落脚点，为党中央把中国革命的

大本营放在西北战略的实现奠定了基础。1937 年 7 月，抗日战争爆

发后，西北革命根据地定名为陕甘宁边区，陇东革命根据地的主要

区域为陕甘宁边区陇东分区，各级苏维埃政权转变为抗日民主政

权。在党中央、陕甘宁边区政府的领导下，陇东抗日民主根据地党

政军民万众一心，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不断进行抗日民主制度建

设，以及抗日根据地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

等，打破了国民党顽固派的经济封锁和军事进攻，成为模范的抗日

民主根据地，为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贡献。在解放战争

时期，陇东革命根据地的各级党和政府组织带领广大人民群众，积

极开展进行自卫战争和保卫解放区的各项工作，在国民党军队进攻

解放区后所面临的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发动和领导人民坚持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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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游击战争，配合野战部队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多次进攻，收复

失地，进行土地改革，参军参战，踊跃支前，有力地支援了人民解放

军作战，为解放大西北和解放全中国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做出了重

大的贡献。

陇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组成部

分，不仅为我们党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教训，而且为中国人民留下了

宝贵的精神财富。由于陇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在中共党史

和中国革命史上的重要地位，新中国成立以来，对这一领域的研究

始终为一些党史工作者和史学家所重视和关注，进行了一些史料的

整理和理论研究，但由于种种原因，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还不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近十多年来，对这一领域的研究

较为深入广泛地开展起来，在陇东革命根据地创建和发展所涉及的

甘肃、陕西、宁夏等区域的地方党委和政府，对于发生在当地的这段

光辉历史的挖掘整理给予高度重视，设立专门机构，组织人员从事

征集、挖掘、整理和研究，形成了一批内容较全面、史料较为翔实的

资料;曾经在这片热土上战斗和生活过的许多老领导、老同志、老战

士先后写作和出版了回忆文章; 一些党史工作者和史学家对于这段

历史进行了学术研究，形成了许多理论成果，这些为进一步深入研

究这段光辉历史，总结经验教训，发挥资政育人的作用创造了良好

的条件。

本书的编写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以实事求是的态度，

在众多资料的汇集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力求以较全面的内容和翔

实的史料，对陇东革命根据地进行专题研究，在勾画陇东根据地创

建、发展和斗争历史全貌的同时，对其在中国革命的重要贡献及其

历史地位进行研究，着重对其宝贵的历史经验和深刻的历史教训进

行总结，为今天党领导的现代化建设提供借鉴。本书写作的目的在

于，展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陇东革命根据地创建和发展的光辉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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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反映和讴歌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老一辈革命家在艰难困苦

的斗争环境中，以伟大的革命气概和超人的斗争胆略，与人民群众

血肉相连、为人民谋福利、为争取革命胜利所创造的壮丽业绩; 继承

和弘扬革命前辈在艰苦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坚定信念和崇高的革

命理想，继承和弘扬陇东革命根据地创建和发展中所表现出来的老

区精神，不仅是对这段光辉历史的总结和研究，而且是为广大读者，

特别是为青少年提供一本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有益读物，从而了解

和认识这段历史，为建设老区、建设西北、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贡

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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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陇东地区党领导下的早期革命斗争 1

第一章 陇东地区党领导下的早期革命斗争

第一节 大革命时期陇东地区社会经济概况

一、大革命时期陇东的社会经济概况

甘肃省最东端的庆阳地区，以及其所属的华池、合水、正宁、镇

原、宁县、环县等，习惯上被称为“陇东”。陇东地区地处西北黄土高

原子午岭林区，桥山山脉横贯其间，西接宁夏的固原、海原，北邻陕

西定边的吴旗和宁夏的盐池，东连陕西的保安( 今志丹) 、鄜县( 今富

县) 、旬邑，南与陕西的长武、彬县接壤。这里地域宽广，沟壑纵横，

梢林遍布，子午岭贯穿南北，地形十分复杂。

陇东地处我国西北黄土高原腹地的偏僻地区，是一个农业为

主、农牧结合的区域，在漫长的历史中，陇东人民世世代代在这块贫

穷的土地上繁衍生息。这里山大沟深，交通阻塞，资源缺乏，工商业

经济凋敝，教育文化相当落后，既没有产业工人，也少有像南方那样

集中居住的农民。这里农业生产单一，农耕技术落后，自然灾害频

繁，加上封建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人民生活十分艰难。如遇风调

雨顺，百姓尚可勉强糊口，如遇各种灾年，只有在饥寒交迫、流离失

所的困境中苦苦度日，长期在死亡线上苦苦挣扎。

大革命时期，陇东地区由于远离大革命运动开展的中心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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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东革命根据地史

几乎没有受到大革命风暴的洗礼和影响，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也未受

到大革命风暴的冲击，因此这里的封建地主阶级丝毫未受打击，在

国民党封建军阀、地主豪绅的统治和压榨下，土地高度集中在仅占

人口不到 10%的地主、富农手中，而占人口 90%以上的农民，却没有

或很少占有土地和牲畜、农具等生产资料。如当时庆阳、华池一带

的土地，绝大部分都被李子良、韩少文等八家大地主所占有。仅大

地主李子良一家，就占地达七万多亩，牲畜一千多头，五百余公里的

悦乐川几乎尽被他家所占有。从甘肃庆阳到陕西定边，沿途几百里

地的农民大都是他家的佃户，每年仅收租就达 4000 ～ 5000 石。① 在

土地高度兼并的条件下，绝大多数农民只有靠租地、租牛、借债、出

卖劳动力来维持生计，他们往往要将收获物的一半以上作为地租交

给地主。遇上荒年，地租颗粒不减，遇上丰年，地租还要增加。贫苦

农民受着沉重的压迫和剥削。

地主阶级在用地租这种手段残酷榨取农民血汗的同时，还用苛

捐杂税、高利贷等多种野蛮的剥削方式对农民进行巧取豪夺。贫苦

农民平常生活就非常艰难，如遇天灾人祸，就更难以度日，不得不向

地主借债，但地主给农民借债时的条件却十分苛刻，他们往往以一

块银元月息三分来计算，有的地主甚至以“大加一”( 即一块银元月

息十分) 来计算，并以债户的土地、房屋当作抵押品，过期如不能偿

还，抵押的土地、房屋就归地主所有，许多农民就是这样被逼得家破

人亡，妻离子散。除此而外，当时的官府、封建军阀还征收各种苛捐

杂税，苛捐杂税的名目多如牛毛，什么“白地税”、“屠宰税”、“军

费”、“壮丁费”、“维持费”、“鞋袜费”、“犒赏费”等等，名目繁多、不

计其数。更有甚者，官吏拷打了百姓，百姓还要缴纳“手棍费”。当

时在陇东一带就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 鬼门关，几道坎，一道更比一

① 丁焕章主编: 《甘肃近现代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 年，第 36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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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难，官府打人常有理，百姓挨打还出钱。①

大革命时期，甘肃陷入了军阀纷争的混乱局面。甘肃原为皖系

军阀张广建任督军，由于政治腐败，横征暴敛，甘肃人民对其痛恨且

强烈反对。1921 年 6 月，北京政府为平息甘肃的“争督风潮”，由陆

洪涛护理甘肃督军，任命马鸿宾为宁夏镇守使，张兆钾代理陇东镇

守使。经过长达 3 年的激烈争斗，1924 年 3 月，甘肃督军陆洪涛又

兼任了甘肃省长，并改省防军为陆军第一师，自兼师长，派李长清、

黄得贵为一、二旅旅长，他独掌甘肃军政大权。1925 年 10 月，冯玉

祥的国民军第一军第二师师长刘郁芬奉命以甘肃军务督办的身份

进驻兰州。此时，李长清已于 9 月击溃黄得贵，并向陆洪涛夺得师长

印信。刘郁芬进兰后，设计于 11 月 16 日将图谋兵变的李长清等秘

密处决，稳住兰州;从 1926 年 6 月开始，全面向甘肃地方军阀势力进

军，于 11 月控制了陇东，并迅速将甘肃全省统一于国民军，为冯玉祥

东出潼关与北伐军会师中原奠定了后方基础。1927 年 9 月，刘郁芬

正式出任甘肃省政府主席。此时，陇东镇守使为陈毓耀，被投靠国

民军并任命为第六旅旅长、陇东民团军司令的谭世麟所把持。②

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南京政府虽然在形式上取得了全国的统

一，但各地军阀之间争权夺利的混战却愈演愈烈。当时的陇东也和

全国其他地区一样，大小各派军阀势力盘踞，其中势力较大的有谭

世麟、陈珪璋、孙蔚如、杨子恒等多股军阀武装，这些大大小小的军

阀各霸一方，操纵陇东地区的地方政权，互相之间明争暗斗，争权夺

利，争夺地盘的军阀混战此起彼伏，给陇东人民带来了更加深重的

灾难。张兆钾镇守陇东期间，以拥戴陆洪涛有功，坐镇平凉，控制了

陇东 17 县，独自任免官吏，截留税收，扩充军备，残酷盘剥，为所欲

①

②

郭文奎主编: 《庆阳史话》，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 71 页。
丁焕章主编: 《甘肃近现代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 年，第 254 ～ 29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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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群众称其为“张狼”。据《甘肃近现代史》载，张兆钾曾一次向 17

县商会征借白银 2． 7 万两，另向平凉商会征借白银 3000 两，向各县

农民按地丁征借白银 3 万余两，以购买新式枪械。同时开放烟禁，征

收“烟亩罚款”，增征田赋，开征筑路税，肆意坑害农民; 又向陇东各

县派款 60 万元，在平凉设立陇东银号，私铸铜元，滥发纸币，掠夺人

民。为收款出动大批军警，鞭打绳栓，横行乡里，百姓不堪其苦。张

兆钾用勒索来的巨款厚贿北京执政的直系军阀曹锟，从而换得了一

项“厚威将军”头衔，于是在平凉大兴土木，修建私邸，挥霍享受。①

1926 年 8 月，张兆钾败退后，国民军姜宏谟部进驻西峰镇，从宁县太

昌至肖金一带，市镇村庄被抢劫一空。

1927 年，赵文华、陈珪璋在陇东南梁一带聚众为匪，在下马关大

败谭世麟军阀部队。不久，赵文华、陈珪璋将所部组成“甘肃义军混

成团”，由赵文华任团长。谭世麟由于其内部分化，丧失元气，退守

西峰。1928 年，谭世麟派副官携带金银珠宝赴陕西，贿赂宋哲元。

宋哲元委任谭世麟为陇东清乡剿匪司令、陇东民团军司令等职。

1929 年 2 月，赵文华率部进攻合水县城时被炸死，陈珪璋继任团长，

继续与谭世麟抗衡。5 月，陈率部围正宁山河城 40 余日，勒索城内

居民银元数千元、大烟土数千两。7 月 24 日，破宁县县城后大肆掠

夺，8 月在环县抢劫，9 月破镇原县城，抢劫三日，绑“肉票”200 余人。

1930 年，陈珪璋乘蒋、冯、阎中原大战之机，扩充势力。2 月，陈珪璋

驻兵西峰，谭世麟败退据守庆阳。3 月，蒋介石任命陈珪璋为讨逆军

司令。6 月 6 日，陈珪璋进驻平凉，自称陇东绥靖司令、甘肃讨逆军

第一路军司令。11 月 8 日，陈珪璋率部进攻庆阳，围城半月后攻破

庆阳，谭世麟败逃投靠张廷芝部。1931 年 7 月，国民党潼关行营改

编陈珪璋部为新编第十三师，任命陈为师长。8 月 27 日，陈珪璋被

① 丁焕章主编: 《甘肃近现代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 年，第 259 ～ 260 页。



第一章
陇东地区党领导下的早期革命斗争 5

任命为甘肃陆军整编第一师师长。至此，陇东大部分地区成为陈珪

璋的地盘。①

1931 年 11 月，国民党潼关行营主任杨虎城派其参谋长兼十七

师师长孙蔚如入甘肃，驻防平凉的陈珪璋率部随行。12 月，孙、陈各

部进驻兰州。蒋介石看到杨虎城在甘肃势力逐渐强大，便对陈珪璋

进行拉拢，以达到分化陕军力量、控制甘肃的目的。由此，孙蔚如与

陈珪璋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1932 年 2 月，孙蔚如、杨子恒诱杀陈

珪璋于兰州，驻兰州的陈部被缴械，驻守陇东的陈部也被陕军击溃，

陈部残余力量退至镇原、庆阳一带。3 月，杨子恒任陇东绥靖司令部

司令，收编陈珪璋残部等。4 月，蒋介石以“军民分治”为由，遏制陕

军势力，派邵力子为甘肃省政府主席。② 1933 年，又令嫡系中央军第

一师师长胡宗南率部进入甘肃。1934 年蒋军嫡系六十一师三六一

团驻防西峰，自此，蒋介石的势力也进入了陇东。

陇东人民在封建军阀的残酷统治下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农村

土地集中和阶级分化的情况日益严重，大量土地集中在地主富豪手

中，除此而外，在陇东高利贷盘剥也非常严重，大批自耕农因此而破

产。在军阀混战、社会混乱不堪之际，陇东各地土匪也蜂拥而起，为害

愈烈，匪患的严重存在，使陇东人民的生活更为悲惨。蒋介石叛变革

命后，土豪劣绅得到支持，纷纷建立地方武装和保甲制度，对人民群众

横征暴敛，巧取豪夺，血腥镇压，地处偏僻的陇东更深受其害。大饥荒

的年代，国民党军阀、官吏对陇东人民的疾苦丝毫不关心，他们对陇东

人民的各种苛捐杂税毫厘不减，照旧摊派粮款，任意勒索。谭世麟不

但侵吞了甘肃省府拨来的赈灾款，而且还以清乡灭匪为名，对百姓敲

诈勒索。加之地震、大旱等自然灾害频繁袭击，疫病肆虐，陇东树皮草

①

②

李仲立、曲涛: 《陇东老区政权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4 年，第 6 页。
丁焕章主编: 《甘肃近现代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 年，第 34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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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被争食殆尽，百姓死亡枕藉，村庄十室九空，遍地凄凉。沉重的封建

地租和高利贷盘剥，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大小军阀的连年混战，土匪

武装的横行霸道，连年的严重灾害使陇东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他

们已经走投无路，再也无法生活下去了。

二、陇东人民早期反抗封建军阀统治的斗争

对于封建军阀的黑暗统治，陇东人民进行了英勇的反抗。早在

1915 年 9 月，宁县民众曾聚集 3000 多人包围县城，抗交张广建的苛

税。随后，庆阳、平凉 16 县民众纷纷响应，形成声势浩大的抗捐运

动。其中，环县农民张九才所领导的抗捐斗争最有影响，起义军达

到了 3000 余人，张九才被公推为总司令，抗交捐税，进剿官府，一度

威震陇东。后在攻打庆阳县城的战斗中，为张兆钾所败。1924 年 4

月，合水县爆发了以当地农民何永玺为首的 3000 多农民所进行的抗

税斗争，他们手持农具、刀矛等武器，包围了合水县城，在庆阳、宁县

广大农民的支持下，围城长达一月之久，迫使县知事陈国钧谈判，答

应摊派农民的地丁税由原来每亩白洋 8 元减为 1 元，并减税一年。

农民要求免去历年所欠税款，在陈国钧未答应的情况下，何永玺说

服农民撤围。陈国钧见农民撤围，即扣押谈判代表何永玺，严刑拷

打后杀害。消息传出，四乡农民十分愤慨，又组织起来攻打县城，终

因缺乏统一领导而失败。

1925 年，受陕西农民反抗军阀的秘密结社组织“红枪会”的影

响，正宁县最先秘密建立了“红枪会”。1925 年 7 月 12 日，在“红枪

会”统领邵三纲的带领下，宁县农民围攻县城，城内警察拼命抵抗，

县知事谢干年急调东区“保卫团”团总杨学治率地主武装来解围，围

城农民终因力不能支而撤散。邵三纲攻城失败后，与次年起事的宁

县新庄人王瑞珊合为一处，借“哥老会”势力打富济贫，抗粮抗税。

邵于 1928 年 6 月被宁县县长效维国捕杀; 王先被收编，后于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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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日在新庄遇害。1926 年麦收后，张兆钾派提款委员桑某带领宁县

警兵，勾结地方绅士贾永兴在宁县南区催款，不仅对无力交款的乡

民捆绑吊打，而且要地方酒肉招待，强迫民女作陪，激起民愤。当他

们到达宁县平子镇时，先灵村的刘振乾、刘八义、贾廷忍、雷暖心等

率人巧妙地捉了桑某及其随从，并于宁县南桥处死，然后聚众数千

人围攻县城。县知事谢干年又调杨学治来当保镖。缺乏斗争经验

的农民在其威逼利诱、分化离间下，受到突袭离散，谢、杨配合前来

清乡的张子良捕杀群众 20 名，雷暖心、贾廷忍的头颅被悬于平子街

头示众，刘八义和先灵等地群众外逃 40 余天。

正宁县“红枪会”也于 1926 年进攻县城，一度打败军阀武装。

镇原县“红枪会”首领陈彦明、张宗英、魏耀邦等联合泾川县李清芬

等人于 1927 年 3 月暴动，活动于太平、王寨原、方山一带，与国民党

当局分庭抗礼。但是由于“红枪会”组织涣散，活动迷信色彩浓厚，

一味盲目地进攻，最后也遭到失败。另外，华池南梁、乔河一带的
“哥老会”、“扇子会”，葫芦河两岸的“镢头队”、“口袋队”，也四处活

动，虽然未成气候，但这些斗争活动打击了当地的封建军阀势力和

恶霸地主统治。① 这些斗争，也显示了陇东人民敢于反抗、英勇不屈

的精神，为中国共产党在这里点燃革命之火、创建革命根据地创造

了社会条件和群众基础。

第二节 陇东地区党领导下的早期革命斗争

一、中共太昌临时区委的建立
1925 年 10 月，冯玉祥的国民军第二师进入甘肃时，中共北方区

① 马西林、王钊林: 《陇东革命斗争史》，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 4 ～ 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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