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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县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古属雍州之
地，秦始建县，名曰好畤，北魏称漠西县，唐
建奉天县，唐昭宗乾宁二年 ( 895) 改称乾州，

辛亥革命后，始改为乾县。乾县人民历来有着
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

1840 年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帝国主义列强
的入侵，中国进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从
此，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在帝国主义、封建主
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下，陷入苦
难的深渊之中。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在一
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的解体和中国资本主义
的产生，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社
会; 但是，从另一方面，他们又残酷地统治了
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
和殖民地的中国。多少仁人志士，为改变中国
的命运，前赴后继，进行了无数次斗争，都未
取得成功。直至 1911 年辛亥革命爆发，敲响了
清政府的丧钟。1919 年，五四运动爆发，揭开
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1921 年 7 月，

在马列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基础上，
2



在俄国十月革命和我国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在
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的帮助下，诞生了中国共
产党。从此，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反官僚
资本主义的斗争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
1923 年 6 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
国代表大会，对国共两党合作的方针和方法作
出了正式规定，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

为即将到来的大革命风暴做了思想上和组织上
的准备。1926 年 8 月，中国共产党乾县特别支
部成立。在大革命的洪流中，中共乾县组织领
导广大人民群众，在乾县大地上掀起了大革命
的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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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在乾县的传播

受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乾县一批进步青年

学习新文化，接受新思想，创办各类书刊，宣传马克思

主义，组织学生运动，唤起了广大民众的觉悟和革命热

情，开展了 “交农”围城斗争和反教会奴役、抵制洋

货等爱国运动。

第一节 五四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一、辛亥革命前后的乾县社会状况

1911 年 10 月 10 日，辛亥革命爆发，陕西革命党

人即起响应，于 10 月 22 日发动了西安起义，10 月 27

日成立了 “秦陇复汉军政府”。当时，乾县在西安的同

盟会员吴希真、陈安礼、王锡庚、栾宏书、刘昌卿等人
4



接受 “秦陇复汉军政府”的指示，组成宣传队，戴着

红袖章，高举红旗从西安徒步回到乾县。他们沿途张贴

标语，宣传革命，受到了人民群众的欢迎。

吴希真等人回到乾县后，立即向官吏和绅士讲述了

省城起义的过程和革命宗旨，晓谕他们放弃其亲清立

场，响应革命，迅速组织地方民团维护地方治安。由于

宣传队的影响，乾县工人、农民、市民、工商业者、在

校师生纷纷组成宣传队伍，分赴各乡 ( 镇) 大力宣传，

一时革命烽火遍及乾县，广大群众的斗争热情空前

高涨。

“西安起义”爆发后，原陕甘总督升允只身逃往兰

州，后又被清政府委任为陕西巡抚，督办军务，带领清

军 20 万人，挥师南下，妄图重占西安。为了保卫革命

政权，“秦陇复汉军政府”兵马大都督张云山率领新军

2 万余人，于 11 月 18 日进驻乾县。张云山来乾县后囚

禁了清政府乾州知州许宝荃，委任随军的范紫东①为乾

州知州，从此结束了清政府在乾州 ( 今乾县) 的统治。

张云山驻扎乾县后，负责西路战役，当闻知长武、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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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乾县灵源镇人，1910 年春，在西安任健本学堂国文教员时，由井
勿幕、焦子敬介绍加入了同盟会，和张云山等早有往来，他于 1911 年秋
受命回乾县发展同盟会组织，时任乾县高等小学校长。



彬县失陷，便一面调兵遣将，发兵彬县、长武，收复失

地; 一面督促地方绅士办理军需、粮草，征集车辆，建

立粮台 ( 支前粮食机构) 。12 月 7 日，革命军进至长武

冉店桥，与清军进行争夺冉店桥战斗，相持多日，革命

军失利，遂于 12 月 18 日退回乾县。

彬县、长武失守后，乾县已成为保卫西安的最后一

道屏障，张云山决心死守乾县城，一面增调兵力，修筑

城墙，一面在乾县招募兵士，以壮其军。

乾县农村青年及城内居民，激于革命热情，纷纷报

名参军。因革命军武器不足，即执刀矛、铡刀，士气十

分高涨，青年学生也积极参军，其中许多任军内参谋。

乾县同盟会员王宝珊任教练官，加紧对新募兵士的训

练。这种激于反清的群众队伍，使乾县城如铜墙铁壁一

样。尤其是张云山注重纪律，严于治军，常常深入下

层，要官兵爱护百姓，并亲自查街，每到大街小巷，百

姓夹道欢迎，馈送食物，爱戴无比。在战斗期间，兵不

扰民，民不畏兵，军民合作，共同对付反动势力。

12 月底，清军以 20 万兵力南下越过永寿直逼乾县

境内，驻扎乾陵北十八里铺、田家坳、铁佛寺一带，其

粮饷、弹药囤积永寿，清军指挥部移至十八里铺，两军

隔山布阵，相距约 15 华里，自东而西，战线绵延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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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里。

12 月 30 日开始，革命军以大刀、长矛、梭镖与清

军激战数月，特别是在乾县城保卫战中，乾县革命党人

吴希真、王宝珊、刘文伯等，组织学生、店员、青年勇

敢参战，军民一心，众志成城，同仇敌忾，屡败清军于

城下，终以两万之兵御敌 20 万之众。

1912 年 3 月 6 日，双方以国民革命政府成立、清

帝逊位为由进行议和，清军返回甘肃。

乾县县城攻守战是陕西省在辛亥革命中西路战役最

壮烈、最艰苦，也是最辉煌的一次战斗，它阻击了清

军，捍卫了西安，在陕西近代史上写下了厚重的一笔。

袁世凯登上了临时大总统的宝座后，立即打出

“军事统一”和 “行政统一”的旗号，阴谋实现其封建

专制复辟的野心。遂于 1913 年 3 月 20 日在上海刺杀了

同盟会中央领导人宋教仁。为此，孙中山、黄兴揭起了

反袁旗帜，“二次革命”爆发。

在陕西以张凤翙为首的政府当局，积极支援袁世

凯，领衔通电全国，声讨孙中山、黄兴发动的 “二次

革命”。当时，陕西的革命党人邹子良、马文明 ( 马开

臣) 、吴希真等积极响应 “二次革命”，开展倒袁运动。

吴希真和王宝珊在乾县五峰山创办 “五峰畜牧场”，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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