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民俗文化（续） 

渭华起义  

1927年 4 月和 7 月，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

大革命运动惨遭失败。陕西当局追随蒋、汪，组成以石敬亭为首的省政府，进行反共、清党。

中共陕西地方组织遭到很大破坏，大革命时形成的统一战线亦归失败，白色恐怖笼罩三秦大

地。在这种情况下，中共陕西省委根据党的“八七”会议精神，于 9月 26 日召开第一次省

委扩大会议，纠正右倾情绪，确立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方针。 

渭华地区是陕西省建立中共党、团组织最早的地方之一，也是大革命时期全省群众运动

特别是农民运动最活跃的地方之一。在冯玉祥反共清党时，党的组织破坏较小。据中共陕西

省委 1927 年 9 月 26 日召开的第一次扩大会议《党务报告》记载，当时全省有 7 个县委和

ll 个县党支部，其中今渭南市就有 3 个县委和 2个县党支部。即中共渭南县委，领导 3 个

区委、20 个支部、213 名党员；中共华县县委，领导 3 个区委、25 个支部、l84 名党员；中

共五一县委(址在今渭南市临渭区故市镇)，领导 2 个区委、9个支部、l32名党员；中共华

阴县支部，有 l0 名党员；中共临潼县支部，有 12 名党员。省委扩大会后，渭华地区的党组

织又有新的发展，其中华县、渭南各有党员 500 余人，五一县有党员 300 余人，共青团的组

织也有较大的发展。鉴此，中共陕西省委于 1928 年 3 月决定以渭南、华县、五一、华阴、

临潼五县为陕东暴动区，积极策划组织武装起义。省委成立了中共陕东区特派委员会(以下

简称陕东特委)，由中共陕西省委常委刘继曾任书记，中共渭南县委书记肖明为组织委员，

共青团陕西省委宣传部长李昌英(李大章)为宣传委员。并将在西安不便工作的人员，派到渭

华地区加强工作。经过紧张艰苦地动员、组织和武装群众，终于在 1928 年 5 月发动了在中

国现代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渭华起义。 

宣化斗争 

渭南县城西北八里处的槐衙村外，有座庙宇叫宣化观，其庙产属沈西东半里几个村庄农

民所有，附近农民在观内办起了宣化初等小学。l918 年，当地劣坤将其所控制的私立乐育

高级小学从县城西关迁至宣化观内，形成一院两校的对峙局面。 

1927 年春，中共党组织派共产党员刘廷献、刘克俭到乐育高小任教，秘密建立了党团

组织。由于经常引导学生深入附近村庄向农民群众宣传革命思想，组织农民协会，遭到校董

刘铭初和教员薛明璋、田宝丰等人的不满。同年末，刘铭初等假以乐育高小停办为名，解聘

了中共党员教师刘廷献、刘克俭和李彦武三人。针对这种情况，中共渭南县委研究，并取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