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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１　　　　

序　　一

《宜川县军事志》的出版，填补了宜川县军事志书的空白，既是宜川精

神文明建设的一件大事，也是对繁荣宜川先进文化事业历史性的重大贡献。
宜川地处 秦 晋 要 塞，古 为 雍 州 之 域。自 西 魏，历 隋 唐，越 明 清，经 民

国，设县千载有余，可谓源远流长，历史悠久。这里，不仅民风淳朴、土地

广袤、林木茂密，而且旅游资源丰富独特，著名的黄河壶口瀑布誉满天下，
大禹治水 “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典故也源于此。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国共

两党联手合作，据黄河天险，在这里阻止了日寇西进；解放战争时期，宜川

战役的重大胜利，不但扭转了西北战场的严峻局面，也为人民革命战争的全

面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新的历史时期，宜川人民沐浴

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抢抓机遇，加快发 展，全 力 实 施 “城 镇 辐 射、项 目 带

动、果畜富民、旅游强县”的发展战略，做强做精做大旅游、苹果、油煤三

大产业，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可谓政通人和，百业俱兴。
人类不仅要繁衍生息，更要不断地发展创新。历史的乳汁是人类前进不

可或缺的营养。编写志书，是用历史的原料为人类制造精神食粮。军事志作

为地域军事文化的重要载体，是记述军事和与军事密切相关资料的军事 “百

科全书”，随着全民国防观念的不断增强，越来越被人们所认同和重视。我

们编写这部军事志的初衷，就是希望她能够成为宜川军事历史文化的基础，
成为宜川人民了解、认识宜川军事历史的亲密 “朋友”和 “助手”，激励人

们更加热爱宜川这片热土，积极投身和支持宜川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全面进

步的伟大事业，成为对全县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少年进行国防教育的生动教

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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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宜川县军事志》编纂过程中，全体编纂人员始终坚持以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科学发

展观，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科学态度，牢固树立精品意识，突出地域

特色，广征博采，以对历史和对后人负责的精神，在充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

反复论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做到了事实准确，记述有据，观点正确，
结构严谨，真实地反映了宜川有史以来军事活动的历史和现状，是一部集史

料性、知识性、思想性和科学性于一体的好志书，但愿它的出版能得到社会

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同。
此书历时一年多时间，数易其稿，达３０余万字，凝聚了众多人员的心

血和汗水，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中共宜川县委、县人民政府和县人民武装部

对志书的编纂工作非常重视，专门成立了编纂委 员 会，精 心 策 划，严 密 组

织，特别是陕西省军区和延安军分区军事志领导小组办公室对 《宜川县军事

志》认真评审，多次提出十分宝贵的修改意见。在此，一并表示亲切的慰问

和崇高的敬意！

我们坚信，《宜川县军事志》必将成为宜川精神文明建设中一朵绚丽多

彩的奇葩，必将为构建和谐宜川、富裕宜川、魅力宜川增添新的光彩。

中 共 宜 川 县 委 书 记　刘小军

宜川县人民政府县长　吴　耀

２００９年７月２日



序　　二 １　　　　

序　　二

《宜川县军事志》即将问世，这是宜川县第一部军事专业志书，此书以

详实的历史史料，全方位记述了宜川军事工作的发展变革历程，是一部具有

参考和教育意义的志书，对繁荣宜川文化、丰富志书资源、进行革命传统教

育和爱国主义教育都具有重要意义。
宜川，古为雍州之域。自西魏、历隋唐、越明清、经民国，设县千载有

余，可谓源远流长，历史悠久。有着深厚的军事文化积淀和较为丰富的军事

历史遗存。
宜川素为秦晋要冲，扼守华北通向西 北 的 战 略 咽 喉，地 理 位 置 十 分 重

要，自古以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早在北周时期，宜川人民就进行多次武装起

义，反抗统治阶级的残暴统治。明朝，李自成曾率领起义军攻克宜川县城。
民国初年，宜川民众自发组织武装抵御兵匪祸患。１９２６年，李象九、谢子

长曾在这里建立了党组织，播下了革命种子，壮大了革命力量，使宜川革命

形势得以迅速发展。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联手，以黄河为天险，阻挡了

日寇西进的道路。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曾将第二战区指挥部移驻

宜川秋林。国共合作，共拒外敌，在中国现代史上留下了可资纪念的一笔。
特别是解放战争时期著名的 “宜川战役”的胜利，扭转了整个西北战场的局

面，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向战略进攻的转折点，为取得人民革命战

争在全国范围的胜利，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宜川人民为民族解放和新中国

的建立作出了不朽贡献，涌现出众多的英雄和革命烈士，他们将永载史册。
新中国建立后，宜川县人民武装部在党的领导下，坚持不懈地 做 好 军 事 工

作，发展壮大民兵力量，不断加强自身建设，使全县 人 民 武 装 工 作 生 机 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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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为宜川的建设事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读史使人明志”。让我们共同阅读这部志书，洞悉宜川军事古今，明鉴

前人的成败得失，不断探索新形势下军事工作的特点和规律，为国防现代化

建设和发展宜川经济作出更大贡献。

宜川县人民武装部部长　张　勇

宜川县人民武装部政委　郭　涵

２００９年７月２日



凡　　例 １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遵循 “详今略古”的原

则，实事求是地记述宜川县军事活动的历史和现状，力求达到思想性、科学

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二、本志记述时间上限为事物发端，下限至公元２００５年。
三、本志为章、节、目结构。以志为主，记、传、表、录、图并用，力

求图文并茂，互相印证。
四、本志记述范围，以２００５年宜川县行政区划内的军事活动为主，重

点记述军事地理、军事活动。
五、本志纪年、地名、官职沿用历史习惯，随文加注。中华民国以前用

帝王年号纪年。中华民国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均用公元纪年。
六、本志部队番号、分队序 号 等，除 土 地 革 命 战 争 时 期 的 红 军 各 方 面

军、抗日战争时期的八路军和新四军、解放战争时期的野战军外，均用阿拉

伯数字；国民党军的战区使用汉字，集团军 （含）以下使用阿拉伯数字。
七、本志军事人物主要辑录副团级以上者及在军事活动中有贡献者。
八、本志资料来源于各类志书，有关历史专著、军事专著、党史资料、

个人回忆录等，以及辖区内人民武装部、当地驻军提供的资料。



概　　述 １　　　　

概　　述

宜川县位于陕西省延安市东南部，地处黄河中游壶口瀑布之滨。东与山

西省吉县隔黄河相望，西以进士庙梁隧道与富县相接，南与韩城市、黄龙县

毗邻，北与宝塔区、延长县接壤，东西长７６３６公里，南北宽７５３２公里，
总面积２９４５平 方 公 里，辖 丹 州、秋 林、云 岩、阁 楼、集 义 五 镇，牛 家 佃、
新市河、壶口、高柏、交里、英旺、寿峰七乡和一个街道办事处，共２１４个

行政村４个 城 镇 社 区，县 人 民 政 府 驻 地 为 丹 州 镇。２００５年，全 县 总 人 口

１１４５９３人。宜川县资源丰富，物产众多，森林资源尤为突出，境内土地面

积达３２７万 亩，属 典 型 农 业 大 县，盛 产 小 麦、玉 米、苹 果、酥 梨、花 椒、
核桃等农产品。主要矿藏有石油、煤、石灰石等。

一

宜川县历史悠久，夏系雍州之域，商为西河国土，春秋属白翟地。战国

属上郡，为定阳邑。秦置 定 阳 县，汉 属 西 河 郡，晋 属 羌 胡 地，东 晋 为 定 阳

邑。西魏置汾州义川郡，大统三年 （５３７）置义川县，废帝三年 （５５４）改汾

州为丹州。唐天宝元年 （７４２）改丹州为咸宁郡，乾元元年 （７５８）改汾州为

丹州。后周广顺元年 （９５１）废咸宁郡入义川县。宋太平兴国元年 （９７６）为

避太宗赵光义名讳，改义川县为宜川县，属丹州辖。元时并丹州入宜川，属

延安路。明、清仍设宜川县，隶属延安府。民国初，属榆林道，废道后，直

属陕西省。１９４８年春宜川县第二次解放，至今仍称宜川县。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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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宜川素为秦晋要冲，是陕北通向关中的门户，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自古

以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北周武帝时期，丹州人民曾多次组织武装起义，反抗

统治阶级的残暴统治。后晋天福十二年 （９４７），丹州指挥使高彦询拘杀辽国

委任的刺史。明 崇 祯 元 年 （１６２８），清 涧 人 王 左 桂 在 宜 川 起 兵。崇 祯 二 年

（１６２９），李自成率起义军与宜川人民攻陷宜川县城。农民起义军首领罗汝才

（今集义镇南坡村人）率部七八千人占领八郎山，招兵买马，囤粮聚草，与

明军周旋，使方圆数十里粮草不能进 京，威 震 明 廷。清 光 绪 五 年 （１８７９），
宜川饥民手持锄头等包围县城，要求开仓济贫，最终迫使知县孙尔炽引咎辞

职。

三

民国初年，宜川人民饱受兵匪祸患，被迫修建堡寨４６处，并自发组织

民众武装，各自为战，彼此救援，待机歼寇。１９２５年，国民革命军第２集

团军石谦部驻防宜川、集义等地期间，绥德党组织于１９２６年初，先后派李

致熙、杜振庭 （后叛变）和杨璞等人赴石谦部，与李象九、谢子长等人组建

了中共宜川 （军队）第一、第二特别支部，与此同时组建了中共一高 （县立

第一高级小学）党、团支部。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 下，宜 川 党 组 织 开 展 抗

粮、抗捐、抗税的革命斗争，组 织 和 发 动 劳 苦 大 众 同 土 豪 劣 绅 斗 争。１９３２
年，共产党员刘丰功带领３０００余民众进 行 抗 粮 款 斗 争，并 两 次 围 攻 县 城，
取得胜利。１９３５年，宜川四所高等小学在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领导下，抗

议军饷重摊和官兵欺压百姓，举行了八次游行和罢课斗争，迫使当局将县长

史秉贞撤职，并交出赃款银圆５００块。

１９３０年，共产党员赵正化、范世昌等人组织群众在云岩智夺民团枪支

３０余条，开始建立革命武装。从１９３２年５月起，红军主力部队多次转战宜

川，宜川的革命形势得到迅速发展。１９３４年６月，刘志丹率领陕甘游击队

２００余人，占领宜川第五、第六区，开辟云岩河以北、安河镇一带为苏区。

１９３５年２月，杨森率领红２６军第４２师骑兵团两次来宜川开辟苏区，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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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谷堆坪和屯石与国民党军队及反动民团作战，给宜川的反动势力以沉重打

击。并帮助宜川建立了赤卫游击队，宜川第１支队，新编抗日义勇军，宜川

第１０、１１、１３支 队 等 大 批 地 方 武 装。１９３５年７月，宜 川 第 一 个 红 色 政 权

———赤川县革命委员会在门山村 （今延长县境内）成立，机关驻地北赤 （今

新市河乡境内）镇。１９３５年１１月赤川县改称宜川县，成立中共宜川县委和

宜川苏维埃政府，领导宜川人民群众打击和消灭国民党武装力量，摧毁国民

党的地方联保组织。在仕望河以北地 区，迅 速 建 立 党 的 区、乡 政 权，发 展

党、团组织，建立地方赤卫军，动员、组织群众参军、参战，发展生产，支

援红军，保卫革命胜利果实，巩固革命政权。

１９３６年１２月，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结束了长达十年之久的国内革命

战争，国共两党合作成为不可抗拒的趋势。１９３７年３月，宜川县抗日救国

会成立，国民党县长淮健民任主任，共产党员黑志德、靳兆烈任副主任。４
月，抗日救国会利用逢集在县城北关召开了万人大会，红２７军政治部主任

李志民在会上 宣 讲 了 抗 日 民 族 统 一 战 线 政 策。６月，在 红２７军 的 协 助 下，
先后在交里、集义、云岩等地建立了抗日救国分会。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卢

沟桥事变爆发，抗日战争开始，９月以国共合作为主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正式建立。１９３８年夏，在宜川县先后建立了中共宜川城区区委、集义区委、
交里区委、云岩区委等四个中共地下党组织，主要任务是在国民党统治区贯

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促使实行 减 租 减 息，取 消 苛 捐 杂

税，动员一切力量支援抗日前线，组织青年应征上 前 线，动 员 群 众 为 国 募

捐。由于日军的进攻，１９３８年１月１９日，阎锡山率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

官部及国民党山西省政府西渡黄河，退驻宜川县秋林一带。蒋介石的嫡系胡

宗南部第６１师亦接踵而来。阎锡山退守秋林后，党中央为了团结抗日，加

强对阎锡山部队的统战工作，决定在秋林镇卓家庄村设立八路军驻国民党第

二战区办事处。１９３９年，蒋介石集团在日本帝国主义政治诱降面前，消极

抗战，积极反共。１９４０年冬，胡宗南部第６１师大肆逮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

士，使宜川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宜川党组织适时改变斗争策略，先后派遣

许多党员秘密打入敌人内部，进行地下斗争。

１９４５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借口 “收复失地”，企图篡夺抗战胜利

果实，蓄谋发动内战。宜川工委在中共中央西北局的领导下，派遣共产党员

打入国民党军政部门，利用担任各种职务，进行合法斗争。同时，宜川工委

组织３０余 人 组 成 宜 川 支 队，秘 密 训 练 游 击 队 骨 干，积 极 开 展 游 击 战 争。

１９４７年３月，蒋介石纠集嫡系胡宗南集团２０个旅以及青海马步芳、宁夏马



４　　　　 宜川县军事志

鸿奎部共２３万兵力，从南、西、北三个方向陕甘宁边区发动重点进攻，宜

川成为胡宗南进攻延安的前哨阵地。之后，西北野战军在青化砭、羊马河、
蟠龙地区予胡宗南集团以重创，扭转了陕北战场的战局，并转入外线作战。

１９４７年１０月２１日，西北野战军第２、第４纵队攻占宜川，第一次解放了宜

川县城，由于胡宗南迅即增兵驰援，在敌众我寡的 情 况 下，西 北 野 战 军 第

２、第４纵队主动撤离。１９４８年２月２２日～３月３日，西北野战军在彭德怀

司令员的指挥下，采用围城打援的战术，进行了著名的宜 （川）瓦 （子街）
战役，歼灭胡宗南部主力３万余人，宜川获得彻底解放。在长期的革命战争

中，宜川人民从人力、物力等方面给人民军队以巨大的支持，许多青年自愿

参加红军、八路军和解放军，还组织了人数众多的支前队伍，为打败日本帝

国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建立新中国作出了巨大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十分重视地方武装工作。根据不同历

史时期的中心任务，制定出一系列人民武装工作的方针和政策，不断加强对

人民武装工作的领导，促进了地方人民武装工作的开展。为了认真贯彻全国

人民武装干部工作会议精神，全面执行建立人民武装领导机构的决定，１９５０
年１１月，宜川县武装科改称为宜川县人民武装部，隶属延安军分区直接领

导，内设军事、政工两个股，各区相继设 立 了 武 装 部，配 备 了 专 职 武 装 干

部，各乡建立起民兵组织。根据中央军委 《关于加强民兵建设的指示》，宜

川县人民武装部在整顿民兵组织的同时，积极动员群众投入土地改革，发展

生产，号召青年民兵踊跃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１９６３
年，宜川县人民武装部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民兵工作要做到 “组织落实、政

治落实、军事落实”的指示，对原来组建的普通民兵、基干民兵和武装民兵

进行整顿，全县调整为１个师、１７个团、６个营、２１５个连、６４９个排，共

有民兵１８３７０名，其中基干民兵８９６６名。宜川县人民武装部带领民兵坚决

执行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维护社会治

安，加快工农业生产。
在 “文化大革命”时期，宜川县人民武装部奉命执行 “三支两军”（支

工、支农、支左，军管、军训）任务，主持全县工作。并成立了宜川县抓革

命、促生产指挥 部，对 全 县 工 农 业 生 产 实 行 统 一 领 导。１９６７年７月 以 后，
由于武斗的不断升级，县公检法等机关接连受到冲击，县人民武装部对县公

检法机关实行军管。同时，部分 “支左”人员作为军队代表被结合进县革命

委员会班子，领导宜川县革命工作。宜川县人民武装部在奉命执行 “三支两

军”任务期间，为维护社会、生产、学习和生活秩序，减少工农业生产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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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命财产的损失，做了大量有益工作。１９６９年后，县人民武装部继续按

照上级的部署要求，加紧组建了武装基干民兵团和民兵专业技术分队，经过

勘察研究分析，拟制了县辖区域军事行动作战预案，组织民兵进行了较大规

模的实战训练，并落实了人民防空和各项战备工作，加强战备，应付局部突

发事件，增强民兵军事技术素质和作战能力。１９７８年１２月，在中共十一届

三中全会后，国防后备力量建设，在指导思想上实行了战略性转移，着重抓

了民兵 “组织落实、政治落实、军事落实”的工作 ，在全县范围内树立了

一批 “三落实”单位。１９８１年，根据中央有关精神，取消了武装基干民兵

编制，调整和精简了民兵组织。１９８８年后，宜川县人民武装部和武警宜川

县中队以党的十三大精神为指导，坚持以 “政治合格，军事过 硬”作 为 标

准，扎实搞好机关的组织建设、正规化建设。同时，坚持党的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的基本路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积极组织和动员广大民兵和复退军人，参加两个文明建设，高标准地完成了

民兵、专武干部的军事训练工作和支援地方经济建设工作，在 担 负 抢 险 救

灾、处置突发事件等急难险重任务中作出了重大贡献。
进入新世纪，宜川县人民武装部和武警县中队以毛泽东军事思想、邓小

平新时期军队建设理论以及江泽民关于军队建设 “五句话”总要求为指导，
认真贯彻 “质量建军、科技强军”的方针，立足打赢未来高科技局部战争和

新军事变革，深入开展军事理论研究和科技练兵活动；积极响应中央军委号

召，广泛开展军民共建活动，使 “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优良传统得到充

分发扬；进行维护社会稳定、科技练兵、抢险救灾及探索与研究市场经济条

件下民兵工作的新思路和新方法。通过这些活动的积极开展，进一步提高了

宜川县人民武装部、武警县中队和广大民兵的素质，增强了战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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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唐尧七十六年 （前２２８６）
舜使禹治水。据记载是从壶口开始。 《水经注》中说： “禹治水，壶口

始”。宜川系雍州之域，在夏之前为西河国地。

夏　　商

夏后启 （前２１９７～前２１８９）
征西河国地。
商帝乙十七年 （前１１７５）
西伯伐翟。

周

周平王元年 （前７７０）
县境属白翟地。
周襄王十六年 （前６３６）
翟入周，周襄王出逃居于郑。
周襄王十七年 （前６３５）
晋文公攘戎翟，居于河西綢、洛之间 （属宜川境内），号曰赤翟、白翟。
周襄王二十五年 （前６２７）
翟伐晋，败于箕，白翟子为 缺所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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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定王六年 （前６０１）
白翟与晋师伐秦。
周安王二十六年 （前３７６）
韩、赵、魏三国分晋。县地域属魏上郡，为定阳邑。
周显王四十一年 （前３２８）
魏将河西地被迫献于秦国，本境归秦。

东　　汉

中平六年 （１８９）
匈奴占据定阳 （今宜川）郡，县俱废。

北　　魏

太安二年 （４５６）
匈奴侵占临戎县 （今内蒙古自治区杭锦旗境内）。临戎人流亡至定阳城

（今宜川）西北３０里处 （今丹州镇境内），设立临戎县。西魏遣撤。
太和八年 （４８４）
置安平县，治薛河川，属乐川郡 （皆在县境）。
太和十八年 （４９４）
于白水川置永宁县 （今寿峰乡境内）。
永熙三年 （５３４）
北魏以黄河为界，分为东西两魏，东魏齐恳王高欢在壶口一带消灭胡人

起义军。

西　　魏

大统三年 （５３７）
置义 川 县 （今 牛 家 佃 乡），属 汾 州 义 川 郡。又 置 汾 州，治 河 西 三 堡 镇

（故城在县东八十里康平乡）。
大统四年 （５３８）
西魏军从壶口攻入东魏，占领汾 （今吉县）、绛 （今绛县）二州。
大统十三年 （５４７）
置云岩县 （故城在今云岩镇），改白水川之永宁县为太平县。
大统十七年 （５５１）
改安平县为汾川县 （故城在今县东北４５公里阁楼镇），属义川郡。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