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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共产党建党 90周年的日子里，《吕梁山的儿子》这本

记述马佩勋同志传奇人生的书问世了， 这是我们政治生活中的

一件大喜事。

马佩勋是吕梁山的儿子。 他出生在背靠吕梁山的孝义市碾

头村。 1931年夏，马佩勋参加了诞生在吕梁山的红军晋西游击

队，后在陕甘宁地区转战数年，成长为一位能征善战、功勋卓著

的红军指挥员。 1936年春，红军渡河东征，他回到吕梁山，带领

上千青年走上革命道路。 1937年冬，他再度回到吕梁山，奉命开

辟地方工作， 很快把晋西地区抗日的群众革命烈火烧得轰轰烈

烈。 从吕梁到太岳，由晋西跨晋南，在山西的这片热土上留下了

他光辉的足迹。 新中国成立之后，马佩勋走出大山，先后为新中

国的工运事业、政协工作，为祖国西北边陲宁夏回族自治区的政

法工作和维护回汉人民的团结，整整奋斗了 34个春秋。 马佩勋

的一生，充分展示了吕梁人的性格和情怀，不争名，不图利，不论

职位高低，永远是那么忠厚、忠实、坚定、坚毅，不怕牺牲，勇于进



取。 马佩勋这个熠熠生辉的名字，是吕梁人民的骄傲。

孝义市委党史研究室的同志们几经努力收集有关资料，多

次走访、调查，终于对他的一生有了基本的了解。这本《吕梁山的

儿子》，就是他们工作的结晶，资料虽然不算十分丰富，但却是十

分真实的。从这里可以看出马佩勋同志的高尚情操和美德，看出

一个共产党人的崇高人生。马佩勋同志不愧是我们孝义人、吕梁

山人的杰出代表。

这些年来， 我们市在向广大共产党员和广大青年进行党史

教育和党的传统教育中总离不开讲述马佩勋同志， 马佩勋同志

不愧为我们学习的榜样。 我们相信，这本书的问世，将进一步推

动我们的学习，推动我们的党员教育工作。马佩勋同志的精神将

激励我们加快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和区域性中心城市建设，早

日实现小康社会建设的宏伟目标。

马佩勋同志，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2011年 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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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梁山的儿子

———记马佩勋同志传奇的一生

王春吉

1984年 12月 11日，马佩勋同志在银川病逝，宁夏回族自

治区党政机关为其举行了十分隆重的追悼活动。 党中央、 国务

院、全国政协、全国总工会及党和国家有关领导致电吊唁，银川

回汉人民对马佩勋同志寄予深深的怀念。

“革命不成功，我决不回家！ ”

马佩勋（别名马英），1906年生，山西省孝义市碾头村人。 因

家贫，只读过四年私塾，14岁就外出谋生，当过学徒、店员，最后

进太原兵工厂当了工人。由于饱受资本家的剥削和欺凌，马佩勋

很早就参加了反对资本家的斗争，并接受革命思想的启蒙，逐渐

懂得了“穷人要翻身，只有实行共产主义；工人要有饭吃，必须团

结起来，打倒军阀、资本家。 土地归了农民，工厂归了工人，穷苦

人才有出路”。 于是，1931年夏，当闻悉晋西吕梁山诞生了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时， 他当即就约了数名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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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从太原赶回孝义西宋庄（现归交口县）投奔了晋西游击队。

当时，在中国的南方，毛泽东、朱德等领导的中央红军已在

井冈山会师，开辟了中国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走上了工农武

装割据，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但是，在

中国北方的广大地区，这个形势尚未形成。 陕北的刘志丹、谢子

长领导的清涧起义、渭华暴动失败后，不得不转入农村。 而阎红

彦、杨重远等则转入山西吕梁山区，在中共山西省委的领导下，

经过充分准备，以中央红军为榜样，建立了红军晋西游击队，开

始走上了山西工农武装革命的道路。

晋西游击队初建时，主要成分是陕北的一批青年学生，马佩

勋等工人兄弟的加入， 成了这支部队的中坚力量。 尤其是马佩

勋，回到土生土长的孝义山区，犹如蛟龙入海，猛虎归山。游击队

出发时，他不是自任向导，就是勇当尖兵。在吕梁山里打土豪、分

浮财、逼官府、除恶霸、组织农民协会建立苏维埃政权和建立游

击队武装的斗争中，马佩勋纵横驰骋，大显身手，很快就当上了

尖刀班班长。 有一次，马佩勋给游击队带路，打了孝义碾头村的

大土豪武世恭，武家缴出 3万块白洋，才获释放。这些钱，解决了

游击队的经费，但武家从此更记恨马佩勋。 阎军围攻游击队时，

武世恭扬言说：“抓住马佩勋，要腰断三截。 ”马佩勋真正成了敌

人的眼中钉。

到 1931年秋， 游击队已发展成一支百余人的红军武装，开

辟了面积为 1.5万平方公里的游击区和 2000平方公里的游击

根据地。游击区包括孝义、汾阳、离石、方山、兴县、临县、中阳、石

楼、隰县、介休等县全部或部分地区在内，游击根据地北起离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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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营庄，南至孝义西宋庄、楼底，东达汾阳县城，西到石楼县水头

镇，人口 10万余人。

游击队的发展壮大，成了对反动政府的“严重威胁”。当权者

调集重兵对游击队进行“围剿”。游击队在吕梁山区孤军作战，无

法继续坚持斗争。于是，为了保存革命力量，根据山西省委（这时

已遭破坏）的预先指示，决定缩减兵员，西渡黄河。领导征求马佩

勋的意见，他当即坚定地表示：“革命不成功，我决不回家！”马佩

勋就这样成了晋西游击队这支北方最早的红军武装 30名西渡

黄河的队员之一。也就在这次行军中，马佩勋光荣地加入了中国

共产党。从此，马佩勋由尖刀班班长先后升任分队长、中队长、团

政委，成了一名在创建晋、陕、甘革命根据地战火中叱咤风云的

英雄。

“我离不开党组织！ ”

晋西游击队过河后，很快找到了中共陕北特委，队伍也很快

得到了发展。在陕北特委和广大群众的支持下，晋西游击队经过

寨儿山、玉家湾和瓦窑堡、雁门关、野鸡岔等地的一系列战斗，

1931年秋终于到达陕甘边的南梁，找到了刘志丹同志。12月初，

陕西省委派谢子长来领导这支部队。 1932年，先后改编为西北

抗日反帝同盟军、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年底，正式改编为

中国工农红军 26军。 陕甘游击队和红 26军在陕甘地区开展了

轰轰烈烈的游击战争，震撼了西北地区的反动统治，唤醒了广大

的劳苦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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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期间，马佩勋在战火中纵横驰骋，立下了赫赫战功。 曾

独自打入敌军车奉夫部队， 徒手解决了车奉夫司令部和南梁堡

民团，并组建了广阳游击队。他奉命带一个分队坚守大部队存放

粮食、战利品和驻扎修械所的薛家寨，使敌不敢轻举妄动。 他还

曾带着仅有两支土造枪的数名游击队员深入佳县地区， 组织了

木头峪暴动，抓捕了民团团长，缴获枪支、钱财。成立了陕北游击

四支队，创建了吴堡、佳县、绥德交界的革命根据地。

在战火中，马佩勋练就了一手好枪法。 一次，特委派马佩勋

等 3人化装成商贩给活动在神木河一带的陕北游击 3支队送枪

支等武器。临到游击区边沿的张家沟时，遭到了冒充税务人员的

恶霸地主张宗昌的检查，马佩勋等再三解释说：我们刚从山西过

黄河，什么东西也没买到，这次检查就免了吧！争执中，前来围观

的群众越来越多，张宗昌执迷不悟，一把抓住藏有枪支子弹的行

李袋不放。在这千钧一发的情况下，马佩勋敏捷地掏枪对准了张

宗昌，大喊一声：“不准动，不老实就要你的命！ ”张宗昌撒腿就

跑，马佩勋一扣扳机，正好打中张宗昌的脑袋，结束了他的狗命，

为群众除了一大害。从此，游击区及周围地区再也没有人敢于盘

查出入人员了。

其实，早在攻打燕子窝的战斗中，马佩勋的枪法就出了名。

那次战斗打响后，马佩勋带 20多名战士冲进“城”去，把住“城

门”洞，敌人一进“城”，就被他们堵在洞里缴了枪。 这时，副大队

长刘明德被敌人打中，临死前把枪交给了马佩勋。马佩勋持双枪

左右开弓，冲进城门东面的大庙，不料被藏在庙里的敌人打中了

手臂，马佩勋顾不得包扎，一下蹿到墙边，从窗口扔下去几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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榴弹。 随着一阵烟雾，躲藏在庙里的敌人纷纷缴了枪。

由于马佩勋枪法好，又沉着冷静，因此，1934年 7月，陕北

特委组建特务队时，马佩勋奉调担任了特务队政委，负责保卫特

委机关的安全和完成筹粮筹款的任务。

马佩勋坚定的革命信念， 是与他不断提高的政治觉悟分不

开的。

初到部队，马佩勋是靠着他朴素的阶级感情和对地主、资本

家的刻骨仇恨冲锋陷阵的，缺乏高度自觉的政治觉悟。 因此，一

度当战斗失利、部队士气低落时，他怀疑部队的前途，曾离开部

队去独闯天下。 但他很快发现，离开党的组织，靠个人英雄主义

是无法坚持革命的。 所以时间不长，就主动返回部队，承认了错

误，并要求处分。 后来，在刘志丹、谢子长等首长的热情帮助下，

他的政治觉悟迅速得到了提高。很快成长为一名平易近人、关心

同志、团结群众的好干部。他很会做战士的思想政治工作，因此，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马佩勋不仅先后担任游击队队长、中队长、

副支队长这些军事职务，而且先后担任了陕北特委特务队政委、

游击四支队政委、陕北红一团政委等政工职务，真正成了红军队

伍中一名军事艺术精、政治工作强、能征善战的优秀指挥员。

但是谁能想到，1935年的一天， 就把刚刚带队消灭东北军

一个师，胜利打完崂山战斗，风尘仆仆从战场上下来的马佩勋给

扣了起来，逼其承认是右派叛变，关了 3个多月的禁闭。

大难不死，马佩勋恨透了当时党内“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做法，但对党的组织却始终忠贞不贰。 一放出来，立即接受组织

分配，到中央西北局任干事，投入了紧张的革命工作。 他说：“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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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的救星，我离不开党组织！ ”

1936年，红军渡河东征时，马佩勋奉调参加中央地方工作

委员会，任组织干事，又回到了久别的故乡———吕梁山。 短短几

个月，马佩勋在灵石、隰县之间的双池镇一带发动群众，筹粮筹

款，帮助地方建党建政，并前后组建 4支游击队，为部队扩军千

余人，有力地支援了前方作战部队，完成了党组织交给的任务，

用卓越的工作成绩证实了自己对党的耿耿忠心。

“干革命，就要坚持不断学习！ ”

1937年抗战爆发后，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 红军改编为

八路军，开赴山西抗日前线，马佩勋又奉调第二次回到吕梁山任

中共晋西特委书记，担负起了开辟晋西地方抗日工作的重担。

当时的晋西特委，实际上就那么七八个人。但在马佩勋的领

导下，每个人都像一把火炬，走到哪里就把抗日的烈火点燃到哪

里，当地的群众就很快被发动起来，组织起来，支前、参战的热潮

也就高涨起来。时间不长，他们帮助八路军一一五师陈支队扩建

了一团、二团，还在汾孝一带组建了八路军晋西游击支队，由他

自任政委。 1938年 5月，中共晋西南省委建立（后改为区党委），

晋西特委撤销，晋西游击支队合并到了陈支队，马佩勋又担任了

陈支队二团的政委。 1939年 12月，晋西事变爆发，部队向晋西

北转移， 马佩勋奉命率决死二纵队一个营护送六专署千余后方

人员转移太岳区， 任务完成后奉命将所带部队和二纵队零散人

员、六专署警卫部队整编为太岳区一纵队四十二团，马佩勋任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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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委。 1940年夏，新军二一二旅的干部战士受流行性疾病感染，

生活艰难，医药短缺，加之敌人暗中破坏，疾病不断蔓延，患病人

数达半数以上，情况相当严重。 这时，太岳区党委又派马佩勋前

去二一二旅任政委，整顿部队，纯洁组织，克服疾病，搞好生活、

生产，增强部队战斗力，配合百团大战。马佩勋同志不辱使命，一

到二一二旅，立即以改善生活、医治疾病、与破坏分子作斗争为

中心，进行了全旅总动员，不仅很快解决了部队急需的药品和粮

食问题，而且有理、有利、有节地开展了与中央军刘崎所部、阎锡

山赵石岭军、六十一军的斗争，配合八路军三八六旅取得了对日

作战的胜利，开辟了岳南根据地，相继建立了太岳四分区、三分

区，马佩勋又兼任了三分区司令员，后调任二地委担任书记。

调动频，工作忙，更加促使马佩勋抓紧学习。他说：“干革命，

就要坚持不断学习！”除了平时坚持调查研究，向群众学、向战争

学、向工作实践学习外，1940年，他先后在北方局接受了 4个月

的政治训练，在党校学习了 4个月政治理论；1943年 8月，作为

“七大”代表去延安出席“七大”后，又进延安党校参加了一年半

的整风学习，使他的理论修养、政策水平等各方面都有了长足的

进步。 正因为此，马佩勋在这样一个抗战即将胜利，解放战争迅

速展开的时候，担负了一个比一个更重的担子，开辟了一个又一

个的新区。

1945年 6月，马佩勋奉调到吕梁军区任副司令员，开辟晋

西南工作。不久成立七分区，他担任分区司令员、政委、七地委书

记；1947年 7月，成立九分区，他又奉调任分区政委，九地委书

记；1949年 2月，改任临汾军区司令员，后成立晋南中心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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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又任中心分区司令员。

这个时期，在建军、建政、土改等方面，马佩勋都作出了出色

的成绩。特别是当他奉调九分区时，正是晋绥“三查”整党和开展

“土改”运动的时期，一些地方犯了斗争“扩大化”、打击一大片和

尾巴主义的错误，而九分区在地委书记马佩勋的领导下，却自始

自始至终坚持按党的政策办事，“三查” 整党坚持了批评与自我

批评，坚持了对干部重在教育的方针，对犯错误的干部给予改正

错误的机会；农村“土改”则坚定地加强了党的领导，严格了各级

审批制度，坚持了有错必纠的原则，打击面很小。因此，这个时期

九分区的工作各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发展。

“干革命，不是为了当官”

1949年 10月 1日，新中国建立。 但是，马佩勋没有回家，他

也顾不得回家。 他担任了中共山西省委、省政府委员、省劳动局

局长，不久又调任山西省总工会主席。 他说：“新中国成立了，劳

苦大众翻身解放了,但是，要建立幸福美满的新生活，建设独立

富强的新中国，都是十分艰难的。”他觉得：搞工业建设不同于带

兵打仗，自己没有经验，加上自己理论文化水平低，前进的道路

困难重重。 但他不肯退缩，他要继续奋斗，果断地向组织提出了

要求学习的申请。不久，他进了全总干校，一学就是一年时间。抓

住了这个难得的机会， 一个只读过 4年私塾的学生，刻苦地钻

进了文化、理论知识的海洋，对于一个已年近半百的人，实属不

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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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学，越感到不足；越钻，越觉得知识海洋的浩瀚。1954年 7

月，他调到全总第一机械工会任副主席期间，不仅经常深入到工

厂，到实践中学习，而且在难得的休养期间，率领了一个工人休

养团赴苏考察、参观，学习苏联老大哥工业建设和工会工作的经

验。 马佩勋的勤奋、刻苦和虚心好学的精神，深深地使代表团的

成员为之感动。 马佩勋先后被选为全国总工会八大、九大执委，

全国政协委员，参与协商国家大事，为新中国的工业事业呕心沥

血，付出了艰辛的劳动。

1958年 12月，马佩勋同志奉调宁夏回族自治区，先后担任

自治区监委副书记， 高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文革” 后期出了

“牛棚”，又任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先后从事了 17年司

法领导工作。

17年的司法领导工作中，充分体现了他高度的原则性和坚

定的政策观念。

1959年，马佩勋在宁夏工作时，认真学习党的民族政策和

有关法律，对一些“左”的做法给予了坚决的抵制。 一次，“上面”

整的一个反党案子让他审查，他怎么看也不像是反党，而是一个

简单的三角恋爱。 于是按党的民族政策进行了处理。 结果，由于

他不按“上面”的指示办，他的专案组组长很快就被撤掉了。

马佩勋就这样用自己对党、 对人民负责的勇气和胆略与歪

风邪气斗、与错误领导争，维护法律的尊严，保护人民的利益，因

而得到了人民群众的尊敬。

马佩勋这样一位受人民尊敬和爱戴的高级干部， 从来不摆

官架子。组织给他配的专车他很少坐，而且从来不因为私事坐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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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就是去医院看病，他也坚持坐公共汽车。他坚持下乡，而且总

是在老乡家里吃派饭，交粮票，从来不搞特殊。他的子女就业，都

是由劳动部门招工的。一次爱人埋怨说：“你这么大的干部，为什

么都让孩子们当工人？ ”他说：“我就是当工人出身，孩子们为什

么就不能当工人？ ”在马佩勋的心目中，自己只是一个普通老百

姓。在银川，也很少有人对马佩勋称官道职，总是亲切地喊他“马

老”。 这个“老”不是因为他年老、资格老、职务高，而是因为他平

易近人，德高望重。 在银川那么多老干部中，也只有马佩勋独享

此殊荣。

“我还有未做完的工作！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马佩勋对党和国家的欣欣向荣景

象由衷地感到高兴， 自觉地在思想上、 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一

致，在党中央提出机构改革和实现干部“四化”的战略决策后，他

胸怀全局，放眼未来，为了革命事业的兴旺发达、后继有人，主动

要求退下来，让年富力强的同志担负领导工作。

他离休后，仍然关心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关心人民

政协工作，关心党的文史工作。 他不顾年高、体弱、多病，亲自动

手撰写革命回忆录。就是在他患病住院期间，仍然为抢救党的革

命史料呕心沥血，先后阅改了 10万多字的文史资料，人们劝他

好好休息，保重身体，他却说：“时间对于我已经不多了，我还有

未完的工作要做啊！ ”

马佩勋同志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勤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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