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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说明

一、本书收录对象以本籍人物为主，兼顾在本县有影响的客籍人物。

二、人物分类及收录标准:古代人物选取影响较大者，革命烈士、党政人物

(县处级以上)、军事人物(团级以上)、民主人士、经济人物(处级以上)、英模

人物(受省部级表彰奖励)、教育科技人物(县处级或具高级职称)、文艺人物

(县处级、高级职称或受省部级奖励)、县内离休老干部(地师级或资历相同)、北

京来县插队知青(部分处级或高级职称)、优秀企业家(有突出贡献和关心本县公

益事业) ，各类均含已故者。

兰、资料来源:县内者查档，县外者向所在单位组织人事部门函调取得，个

别为亲属或知情者提供，亦有录自已出版的书刊报纸者，均经编辑人员订正过，力

求准确。

四、人物位次排列:革命烈士除立小传者，均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

放战争、建国以来四个时期并以所在乡镇划分，现职人物以部门分类，其他各类

皆以生年为序，同年出生者不分先后。

五、同一人物，在本书分类中有兼俱者，一般以离、退休时的职业划分，也

有的择其重要的或影响较大的职业划分。

六、资料为历年收集，一般截止 1994 年底，个别延至定稿时。



1芋言 l

J事 ‘ ~ --哇，
中国人民政治胁商会议廷川县委员会主席鲁罐最

人，是历史的主体，历史，是人创

造的。一位哲人曾说=历史不过是追求

着自己冒的的人的活动而已。这个论

断实乃精辟至援。

由此推导，各个时期的历史，当然

都是由各种人物的活动持成的，而每

个地域在历史的长河中，必然要产生

一些比较突出的人物。

延 )11 县城，从西魏置文安县起，设

县已逾一千四百多年，历史可谓悠久，

加之地处中 E人民抗 E 战争和解放战

争总后方的陕甘宁边区核心地带，革

命战争中有千余名佳秀儿女贡献出宝

贵的生命，可歌可泣，社会主义建设

中，有上千名同志功勋卓著或有突出

表现，主记应录。如实记载这些人物在

11ft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中的

经历，就从一个重要的角度反映出当

地历史的进程和社会的发展?这对正

确地认识延川，在成败得失中汲取经

验和教训，能起重要的作用。

在我捏任县委和县人大领导职务

的时候，县内外的一些有识之士曾多

次建议编篡本县人物名录。在如下凡

今方 00. 我们有共识 z

其一，旨在志人述史。人物名录记

述对当地历史发展起过或正在起着推

动作用、 f仨出过贡献的人物，从历史主

体这个角度反映各个时期经济社会发

展的特点，以人系事，读者从中知其端

倪，寻其始末，究其原[!J.识其兢律，

丰富着历史的内涵。

其二，地国人百出名。一些名不见

经传的地方，往往西名人在地诞生、生

活、战斗甚至归蓓而声名远播，人们在

研究人物的同时，间接地熟悉%成人

物的环境，地方的知名度理此而提高。

其三，堪作乡土教材。人物名录记

载本籍人在当地或外边的事，也兼录

客籍人在本土生的生绩，总之与本地密

切关联，无论历史人物、革命英烈、英

雄模范、党政军负责干部、专家学者、

能工巧匠等.都是对群众进仔雯罔主

义、爱乡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具有说

服力和感染幸的典型，当地人尤其喜

闻乐见。

其匹，易于激励后人。人类总是宠

爱和悻记成功者的，才子进入名录的

正吾人物的亲属和后代，他们无疑会

古以吉豪，并奉为行动的楷模，对当地

群众来说，优秀人物是他的建克易知

的榜样"善.足以效法"、"彼能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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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延 )11 人物名录》

吾岂不能"，激励他们用实际行动写好

由己的历史，奋发向上，有所作为，争

取名留史册。

其五，利于梧互联络 a 虽籍属一

地，但人物往往散居于全匡各地或寓

居海外，除至亲友好互有往来和互通

音讯外，绝大多数司乡未必相识，豆豆知

概略而不明其详，一册名录在手，为经

济往来和加强联系提供了方便。

其六，可资存史备用。人物名录编

印成册，国其枝录范蜀较广，记述活动

较缔，其它史志涉及不到的人物和事

件，在名录中或可占有一璋之地，从而

得以流传，可为编史修志提供详实的

人物资料。

鉴于人物名录涉及E之广，资料

收集之难，功用之大，读者关心之甚，

我深感心有余百力不足。直至需到县

政协工作之后，通过文史资料的任集

和县委党史办的工作，积累了很多本

县籍-人物情花，更难得的是原县档案

局长刘伟华民志苦心经营，十余年如

-8 地汇集和整理出大量的同类资

料，使得编辑出版一部《廷 )11 人物名

录》成为可能，于是县政协在征得县委

‘二

和政府同意之后，作击决定，组建编篡

机构，抽调编写人员，向各乡〈镇〉村

广泛印发征集对象询查表，这一活动

理府当然地得到本县籍人士的热靖支

持，原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副院长

刘克东同志通函寄来 500 元表示心

愿，使工作人员颇受鼓舞。编辑工作历

时两年之久，经再四甚导酌，五易其稿，

在有关部门和热 I~'\ 公益的本籍人士资

助下，终于付梓出瓶。这本书能与大家

见 W. 是举县上下通力协悖的结果，也

是有关部门和有关人士大力支持所

致，对此，我们将念念不志，深提铭记。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人物的生亮

存灭，职务的升富降免，事鱼的开创发

展，经常处于动态，由于时剖、经费及

工作条件既限，加之我们调查未备，一

些按照既定标准本应录入的人物，尤

其井地出生成长者，可能有所遗漏，个

别人物的籍贯、生丰年月、工作单位及

任职可能不太精礁，凡此，均请知情者

晃谅，如蒙补充和捂正，我官]将十分感

激，并先致诲忱。

一九九五军十月二十八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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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惠达(? ~544) 字怀文，北题文安

〈据著名历史学家王梦樵考证，其地在今陕西

省延)11县西。当为今文安驿)人，容程俊美，

年少志高，知书达礼，处事得体。初为肖宝

董事镣，颇得器重，后归Jr要文帝宇文泰，任

秦州司马、大将军司马。中大通六年 (534) ，

东魏屡次西{雯，文帝出侄华州，留惠达悉理

攻务，遂{暖心尽力，营造兵器，储屯粮草，济

军岳之务， f翠升为安东将军，拜太子少傅

〈二品上) ，中书令。大同四年 (538) 任西镜

尚书右仆射〈从一品中)，提任吏部尚书，复

任尚书右仆射。西魏初，受命主持{在政典章

i日剖，腰j繁就筒，增添新姐。惠达性谦逊，位

量不居功，唯才是举，尤以举荐武功人奇才

苏绰传为美谈，古今称号页，授仪同三司〈一

品1订。莞于大同十年 (544) ，清开皇年前，

文帝追封其为肖国公。名入《中国名人大辞

典》。多种额本的《廷 JII县志》均有记载。

一说周惠达为河北文安县人。

李部字子玄。据《中国历代状元

录》载为延 JII (今陕西廷川〉人，曹文宗大

和元年 (827)了未科状元及第，生卒年月无

考。

《前定录》载本科状元为李锋。清《登科

记考卷二十》说"大有无年，进士三十三人;

李部，状元，知贡举:礼部{寺~~崔靡。"据

《唐会要》、《册府无龟》、《唐捷言》、《容斋续

笔》等载，李台~f翠进士第一后，叉子次年登

贤良方正能直言报i柬科，被任为河南府参军。

当时参加诸科对策者有百余人，有一位刘萎

切i仑宦宫大横，将每宗柱，言词十分散翌日，考

官不敢录取。李吉~1虫仗义执言，说"刘萎下

第，我辈登科，实厚颜矣! "乃上疏争辩，并

要求以自己所受官职让给刘寞。此事虽未成

功，却受到当时士林的有赞。李部本人仕途

不颊，因得罪了权势很大的宦官，无人再敢

重肃地。后累官至贺外|期j 史，余事不详 3

到祯延 )11 人。元至元十三年

(276) 任歧出令，劝农兴桑养蚕，兴学育才，

卓有政绩。

离怀敬 延)11人。明洪武间中举，以善

举人才，任北平府照蘑(管理督票公文效率

的宫员) ，寻升i胡广接察司副{吏，居官有能名。

永乐元年 04.03) 年老告归故里，劝乡民子

弟为善，把之乡贤。

李表延)11西JII人。明王德年|哥岁贡，

卒业太学。嘉靖五年 (526) 任山东建化县

主.后任山西苛岚知县，二十年(1541)任

沙河知县。历官三任，十有八载，仁以厚民，

勤棋割事，廉以持身，决以断案，勇以德寇，

凡诸善攻，载主i 口碑，祀之名宦，又入乡贤。

辞世后，万历四年 (576) .九月，兵部侍郎

槐兆{延安府人)为其撰有碑文。

张在金 廷}rl人，晓末农琵起义言领，号

;昆天猿。崇祺元年 (628) 陕北大筑荒 ， i更

天接司玉和尚、?昆天王在廷JII揭竿而起，五

年(1 632) 正月， j昆天猿所部农民军， f:为装

米商，攻藏自7豆、宜君，东进山西，攻克蒲

外I (今由西永济) ，流动作战，攻堡扫寨，劫

富济贫。八年(1635) 四月，高迎祥号召农

民军首领在河南亵南大集会，十三路七十二

营，嚣天接为七十二雪中首领之一。后奋勇

作战，中箭阵亡。

李葱世居孝和里李家原(今弱马家

?可乡〉村。幼随~市习筐，应童子试，适遇母

丧，家道中落，遂于县域设铺行医。凡有急

罪者求其出诊，不分寒暑风雨，必亲往诊治，

病愈后不留厚报，惟软取药费以资攒口，数

十年如-8 。乾隆十五年 (790) 遇大饥荒，

在有四子一女，自颗尚且不及，然尽力设法

周济族人，致免于死难者十余户 o 自憾i卖书

未成、殷勤教子，不遗余力，使长子步草草登



贤书，长孙宗试举进士。革为人忠厚质朴，谦

和严谨，名传乡里。卒年八十有三。

曹王树字荫堂，延到|县域人。素慕清

白，不喜荣华，乾隆三十年(1765) 举人。勇

任海外!学正，安徽桂德知县，为宫廉洁，不

苟取一钱。一次县试，有生员欲以八百金蜻

考，他断然B: ，.吾所学何事，岂以区区者负

吾学乎! "考生羞魄，藏然退离。其事迹载于

《陕西廉吏传》等数部专著。

李宗注字蔼 LIJ. 孝和里李家原村〈今

羁马家海乡〉人。雪德李草之孙，举人步壤

之子，幼承家教，聪慧过人，县尹肆无佳、太

守赵海惜其才而鼎力资助，学品大道，嘉庆

十八年 (813) 联捷进士。 20 岁时于商省任

职，自县州撞升知府，居官长沙、成都、重

庆等府，继迂广东，历署督粮道、兵备道、盐

运便。为人歌直，敢于直言切辣，不肯降心

目鼠，在其官署自题:爱一分钱，神人共鉴;

枉三尺法，案影璀安。服官五十载，所至有

错声，享年八十余。有六子z 应敦、在霍、应

畴、应霖、应莘、应析，皆有名声，闺女皆

贤慧，幼女娓娓，尤为出众，是陕立公认的

第一才女，以诗词闻名。其家一门贤孝，数

世绵廷。

曹鹤龄字云菇，号梦怡，文安里三台

村〈今南河乡瓦样泻)人，出身书香之家，幼

时家贫嗜学，县尹用无位知其笃学而家境寒

苦，携入县署供其就i卖，学业大进。嘉庆二

十一年(181的中副榜，道光十四年

(1 834) 中举人，后授西安府鄂县〈今户县)

教渝，执教数年，育才有方，倍受称道。后

于延安和呜书院出讲十余年，使郡中文风大

变。又受聘主讲于揄阳书院，萤声四起，绥

德争聘，旋出讲于署在阴书院三十载，后授{彦

职郎，封赠中宪大夫。秉性谈泊.不求仕进，

勤于学i司，笃于师道，毕生献身教学。晚年

古代人物 3 

家境稽艳，白居茅舍，教子弟替i卖，至老不

辍。享年七十有余。

据 台文安里立原村〈今属黑龙关

乡)人。清道先八年(1828) 科武举人，九

年中武进士。尚义好勇，普力超群。同治元

年 (862) 在横出守备署搜罗营参府，出征

甘肃，力战拜亡。

李应敦字子纯，宗流长子。道光五年

(825) 拔贡、举人，宫盐大使。性接洁，不

喜功名，酷爱读书，手不释卷，工诗能文，请

弟妹能诗文者皆其所敦。族居省城西安多年，

结交诗友，以课学佳，社中诗作，皆由其评

审润色。同治年间，隐居不仕，以读书写诗

终其身。

李应枢 又名涅均，宗流7J(子。道先廿

西年(1 844) 举人。历署山东幸巨野、齐?可等

县，后升知拥，软切知府衔。秉性豪爽，腥

路过人，齐呵任主只伊始，有响马头附生郭结

唐专横跋崖，历任知县慑于其淫威，任其妄

为，应枢访得其恶迹，惯不能平，然知其案

有歹捷，不可轻举，一面密访，一面禀报括

台，提台密奏，得旨允准，应枢奉旨查5年，抚

台遣兵助蝠，智杀郭贼及其徒众。事芋，黎

民群E子，应枢遂名闻齐鲁大地。

李应莘字穰汀，宗洗五子。或丰五年

(855) 联捷进士。历任内囱中书、河南候补

知婿，以军功赏戴在细。幼时聪颖过人，十

岁言自成文，且能藏诗，年壮酶父赴外，岁

科旱而服官迟，后器、居不佳，习文著诗，同

治末至光绪裙，主讲关中书院数年，孰教育

人。著有《双桶轩诗集》行世。

李钟英字千之，柏树垠村(今属廷水

关镇〉人噜宗2克侄.同撞十二年(1873) 拨

贡。七岁入学，勤奋好学，品学兼址。曾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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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地以避兵乱瘟在.战事平息归故里。光绪

三年 (877) 受聘主讲县书院，对遇奇荒，学

生锐减，仍忍凯授课，一丝不苟，主持书院

廿余载。钟英知诗善文，文意清薪，词句典

哇，文如其人。终年七十有二。

李娓娓字告兰，孝和里李家原村(今

嚣马家河乡〉人，生于道光年间，击身书香

之家。其父宗流，嘉庆十八年联捷进士，兄

应敦，诗坛健将，心兰自幼聪慧过人，知书

达理，工于诗词，与兄弟姑嫂对相唱和，其

诗词或清顶风雅，或自号健雄厚，颜有唐诗宋

词凤膏，比过中每每夺冠。夫君曹震方亦有

文才，夫妇情感其笃，拈毫横笛，吟诗弄墨，

和谐美满。不幸震方中年旱逝，二子皆钩，家

境渐趋凄凉。同治六年 (867)战乱灾荒 • J台

兰携子流亡省会西安，靠笔墨维持生计，备

尝珉宰。晚年两子先逝，极端悲痛中拇郁而

终，约 80 岁。遗有诗稿《咏月轩吟草》、《幽

香馆存稿》、《绿窜i可草 }}01986 年廷 JI/县政协

文史资料委员会主编《李娓娓诗词专辑》铅

印面世。《延安报》、《陕西日报》等均刊发评

分文章，文艺界公认其为棋北第一女才子。

李崇j克字竣臣，应畴之子，宗抗之主1\ 0 

少丧父，叔父应莘怜嫂孀连颈，弹力哺育。同

治之乱，移居省垣，入籍长安。光绪二年

(1 876) 中举人，三年联捷进士，授内 i蜀中书，

后历任山西轩翔和霍少Ii知州、满安知府，广

东连分i、湖州等j弩知府，道台帘，在粤颇有

政声。晚年妇故里祭担，属济亲族，提返山

西济南寓所，终年六旬余。

;马克i民按名，生于清朝后期，辛安里

槐树坪(今属杨家吃台乡)人。其祖父为贡

生，本人坚贞勤劳.果断勇毅。嫁于冯世福，

冯懒惰嗜烟，致家罢才挥霍殆尽，她守余产教

养五子成立，勤俭渔家，终达丰福。民国五

年(1916) 闻有噩珉，遂，率长子及众村如先

登崖寨，村内男了未及赶到时噩首曹老九等

己追屋下，其子捍侮寨窑对中弹身亡，众妇

皆惊慌失措，她镇定自若动员大家说"寨子

一失，谁都活不成，你们运石块，我自在前

抵挡 l" 妇女们在其指挥下，踊跃投入抵抗，

匡徒攀登，她用石块击垫崖下，如是者再。从

午至晚，曹噩终未能破寨，悻棒然后撤。一

寨妇女鞍其得以保全，多年在廷邑传为美谈。

曹金链字镜判，延JI!基域人。性耿直，

品端方，寡言笑，不结权贵。设塾授捷，颇。

有古风，宇蜜jl哥商秀逸，介于欧赵之酶，自

成一体，小槽尤佳，延榆文士以得其字为荣。

王崇本 字子端，青平里王家沟〈今属

关庄乡)人，光绪中岁贡。性玩静.寡言笑，

行谨慎，鲜有过失。幼时家寒，靠叔父培植，

学品俱优。中年肆盘子三原宏道书院，研究

科学，不遗余力. I吕学薪学皆通。先后执教

子县立高等学校租廷安府中学堂，循循善诱，

讲授得法，所教学生，多有作为.廷榆绥等

处争梧聘请，名罔陕北。民国五年 (916) 避

乱清润，城陷为匿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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