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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谷是一个人文毓秀、英才辈出的地方，唐有麟州刺史折嗣

伦；五代和宋有抗契丹名将折从阮，威震北汉朝野的折德庆，抗

辽名将折御卿，妇孺皆知的巾帼英雄折赛花，抗西夏名将折继

闵、折克行，河东第二将折可存；元代有监察御使程思廉；明代有

农民起义领袖王嘉胤，总兵尤世威、尤世禄、尤世功、戴天宠；清

有提督冯允中，“陕西文豪”王为垣等。当历史进入近现代，特别

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涌现出成千上

万的优秀儿女，有许多名不见经传的英雄豪杰献出了自己的鲜

血和生命，著名的共产主义战士赵博、杨岐山就是其中的杰出代

表。新中国成立后，劳动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府谷也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风流人物更是层出不穷。据1998年不完全统

计，全县有省和中央各部门命名的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三八

红旗手、青年突击手80多人，具有中级以上职称的各类专业技

术干部900多人。此外，还有大批府谷籍人在全国各地工作，其

中有的是党政军高级干部，有的是学有专长的著名学者和专业

技术人才，有的是造诣很深的艺术名流，有的是著名的企业家，

他们都在各自的岗位上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贡献着自己的聪

明才智。近些年来，我县虽然出过一些介绍当代名人的书籍，但

都比较专业和门类化，到目前为止，县内尚无一部真正贯通古

今、包揽广泛、比较全面地介绍涉及各条战线、各个方面的古今

名人及其成就与贡献的书籍问世。鉴于这种现状，我们在县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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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政府及上级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编纂了《府谷人物志》一

书。

《府谷人物志》是以古今府谷名人为主要介绍对象，其收录

基本标准是：一、在全区以至全省、全国有影响的古代军政人物

及学者名流；二、各个时期的革命烈士；三、具有国家有关部门评

定的副高级以上职称的专业技术人员；四、在国家民政部门正式

备案的全国或省市级学术组织成员；五、地厅级以上党政部门树

立的先进模范人物；六、县团级以上领导干部及有关知名人物；

七、对社会有特殊贡献者；八、民间名人，等。除了上述，我们还

参考了有关部门的推荐意见，以其个人成果与贡献的大小来确

定是否收入本书。对一些特殊情况也做了“特殊”处理，比如，对

一些虽已取得高级职称，也加入了省市以上协会组织，但个人成

就平庸者未予编入，而对年龄尚轻，却有研究生以上学历或中级

职称，因在边远地区工作知名度不高但确有实绩者，则从长远和

发展着眼给予破格收编；一些虽不是府谷籍人，但长期在府谷工

作，并做出很大贡献，本书也破格予以收编。

本书古代人物词条摘自旧志和有关历史资料，现代和当代

人物词条是以经各有关部门审查盖章后的入编者填写的登记表

内容为原始材料，由本书编委会编辑按规定体例编写的。其中，

为了尽可能突出重点记载的内容，对原始材料在尊重基本事实

的前提下，做了一些省简。此中难免有不当之举，还希望读者和

入编此书的同志谅解。凡词条内容按体例要求缺项者属于原稿

不详；缺编者，有的是属于我们调查不细而遗漏，有的是属于对

方不愿意提供材料之故。值得一提的是，府谷籍人在全国各地

工作的很多，可供本书收编的名人不少，而本书限于篇幅和编纂

能力只能纳入其一部分，虽非挂一漏万，也不能不说是一种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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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遗憾。同时，还由于工作量大，编写人员有限，经验不足，缺点

错误之处在所难免，尤其是事先对收集资料难度估计不足，对工

程期限估计也不确切，致使出版期限一再拖延，恳请广大入选

者、广大读者原谅和批评。

本书在编辑过程中，得到了县委、县政府、各有关单位及一

批热心人士的大力支持，杨占华、刘子清、王凤琦、石树林、高建

华、王文武、阎永等承担具体责任的同志为此付出了大量心血和

精力，还有热心支持本书出版发行的陕西人民出版社的有关同

志都为此给予了无私的奉献，在此一并致谢。

20世纪即将过去，2l世纪已经向我们走来，我们愿把这份

心血和汗水凝结而成的礼品，献给府谷所有为中华民族繁荣富

强、文明进步做出无私奉献的人们，献给未来!

《府谷人物志》编委会

1999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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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府谷人物志》共收录了古今人物2618人，其中入传略

87人，入名录527人，入表2004人。其内容和行业比较广泛地

涉及了各条战线、各个部门和自然与社会科学领域的各个方面，

资料准确可靠。

二、本志由传略、名录、名表三部分组成，每一部分又按类立

目，每类词条按人物出生时间先后排列。

三、本志词条体例编纂中同类人物基本已做到严谨统一，即

每人都有概况介绍。其记述文字的多寡除因类型不同外，主要

取决于已掌握或提供资料的洋略和个人成就的多寡及社会影

响。词文中凡未注明性别者为男性，未注明民族者为汉族。凡

社会兼职过多、不便全部记述者，均择其重要。

四、词条内容一般包括姓名、生卒年、性别、民族、籍贯、职

务、职称、主要人生经历、个人成就、社会影响等。

五、本志资料截止时间为1998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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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军政人物

折继长惟让子，生卒不详，孤山镇人。有勇好战，曾立功。

欧阳修于庆历四年(1044)奉使河东，折继长时为百胜寨(在府谷

县城西20公里)寨主，并被欧阳修举荐为“堪备任使”的二十五

人之一。

折克柔继闵子，生卒不详，孤山镇人。熙宁四年(1071)嗣

知州事。元丰元年(1078)“优与迁官”，领忠州刺史，事迹不详。

‘折可大 克行子，生卒不详，孤山镇人。约在大观年间

(1108或1110)继其父袭知州事。元符二年(1099)，可大为克行

副将，领人马入夏界，抵藏才山，斩获千计。政和五年(1115)奏

乞献马。卒后赠耀州观察使。

折可与继祖孙，生年不详，孤山镇人。曾为河东第一将部

将。宣和七年(1125)冬，金兵围攻代州崞县时，可与为都巡检使

李翼部属将官，可与弟可存及路志行，知县李耸，监押张洪辅同

被重围，誓以死守。城破，可与被俘，不屈牺牲。建炎二年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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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8)，折可求奏于朝廷，给予优抚。

折彦若生卒不详，为继闵28嫡曾孙之一，排行老七，乃可

复、可大、可求诸昆弟的子侄辈。阜昌(是金人扶植的傀儡政权

伪齐刘豫的年号)／k年(1137)，彦若为吴堡寨主兼将军。

蔺广元(?一1643) 黄甫镇人。少精干，有勇力，胆略过

人。初随阳河总督王继谟以兵丁中明崇祯时武举，效力阳河。

后因镇压农民起义有功，补督标守备，屡战奋勇争先，所向皆捷，

历升至江南金陵副总兵。他爱兵如子，军中有挟纩之歌。崇祯

十六年(1643)以病归卒。

刘鸿声生卒不详。字作林，镇羌堡(今新民)人，祖籍延安

临城。明世袭百户指挥，历官至高家堡游击。善抚军士，懋著辑

宁之效，致仕后，好施与，严家训，为乡党矜式，年七十卒。著有

《爱菊园诗集》、《兵燹后遗稿》等。

李国瑾生卒不详。字玉衡，李梦桂之孙，李继志三子，崇

祯己卯(1639)举人，顺治丙戌(1646)会试副迸士。由宁州学正

升国子监典籍。因家贫买不起书，每日取国经史板摩娑读之，手

爪尽黑，久而掩贯为秦中名儒。时，豫中宋牧仲辈皆重之。尝居

佛寺，每天吃一顿饭。冬夜无火，与一老仆共披敝裘而坐，其贫

穷如此，仍不失其操守。著有《石花鱼赋》、《府谷八景》等诗篇。

终大理司务。子日芬，号云根，康熙二十三年(1684)贡生，考授

训导未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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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继谟(?～1644)字显我，号纯穆，好善长子，府谷城内

人。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丁酉拔贡，三十七年(1609)己酉举

人，三十八年(1610)庚戌进士。初授河南南阳知县，历官密云巡

抚、总督，山西宣大、阳和等处军务。一度曾被罢官，后又复职。

秉性刚毅，居官清慎，人称其德。崇祯十六年(1643)率部防守沿

河一带，十七年(1644)与北上的李白成起义军交战于山西宁武，

抵挡不住，便退守京师。不久起义军以锐不可挡之势攻战到北

京，王率部与之再战，兵败被杀。

王继烈生卒不详。好善次子，由邑庠生。以军功敕授榆

林卫、锦衣千户。在任清廉、仁慈，军民感其恩，常赠以“万人衣

伞”。居乡以忠厚待人，喜施济邑人，称为“二活佛”。

杜肇升生卒不详。延安籍，杜文焕之后，康熙六年(1667)

丁未科武进士。初任江南安庆卫守备，以将才调镇羌堡守备，于

是家也迁此。肇升甚抚恤兵丁，间有兵民相争，必委婉劝释，民

亦贴然服教，乐其无私庇，多著善政。操练之暇，喜读书吟咏。

著有《马上吟诗草》。死后，堡人立石以志颂戴。

杨毂字念齐，号学山。傅家塌镇狮子城村人。性敏谨，

勤问学。雍正十三年(1735)乙卯拔贡，乾隆九年(1744)甲子举

人，十年(1745)乙丑科进士。曾任浙江新城知县十二年，以疾告

归卒。著有《学山遗稿》及《学山诗集》等。

韩是今又名韩锋，1907年10月生，木瓜乡木瓜村人，中共

党员，大专文化。幼年时期因家庭贫寒，随父母出外当长工打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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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度日，由于勤快、老实，又爱好书法，很快结识了许多朋友，这

些朋友便推荐一些进步书刊让他阅读，如《洪水》、《共进》、《剩余

价值》等单行本，慢慢地当上了共产党的地下交通员。后来被推

荐上了榆林职业中学，还编在学习小组过生活，耳濡目染，逐步

确立了自己的人生观，并暗暗下决心为解救贫苦人民奋斗终身。

1928年从学校肄业后，回到府谷参加了四区李家沟党支部、木

瓜区委的工作，以后又被选为县委候补委员，多次巡视县辖的七

区委会和基层各支部。1934年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

队第七支队，首任队长兼政委。1937年选择了围剿神府苏区的

敌人大后防，牵制围剿苏区之敌，在桃力民地区开展抗日救亡工

作，组织了抗日自卫军，并任参谋长。1940年受组织派遣到延

安中央党校学习。1941年调延长油厂(军工第五厂)任经理、科

长。1946年调往伊盟三段地任伊西工委书记，期间参加了保卫

延安的战斗。1949年伊盟解放、1950年绥远省和平解放后，调

任乌盟盟委书记、骑兵四师政委。1952年调任内蒙古自治区交

通厅副厅长。1955年参加了中共中央党校学习。1956年调任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工业部副部长。1959年调任内蒙古自治区

交通厅厅长。1977年9月调任内蒙古革委会工交办公室顾问。

1978年3月至1983年4月任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党组书记。期问又被任命为内蒙古政法领导小组副书记，同时

选为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委。曾当选内蒙古自

治区第三届和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共内蒙古自治区第

二届代表大会代表。1983年离休。

高仰先1911年生，高石崖镇高家湾村人。大学文化，1926

年加人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府谷特别支部干事会干事。冯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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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郑州会议后，陕北局势动荡，国共分裂，被迫离开府谷到太原。

1927年初冬，因叛徒出卖，不幸被捕。后经家庭、进步人士等做

保释放。1928年3月回府谷后在乎民小学任教。1932年任北

平红色护救会区委主任，后又被河北省委任命为南区主任，主要

检查日货兼搞军事工作。同年9月因检查日货被捕，释放后任

北平市委组织部长，后词河北省军事委员会工作，并担任中央巡

视员。1933年8月，又因叛徒出卖，被北平公安局逮捕，判刑3

年。1936年5月释放后回到苏区保安县搞部队工作。1937年

在中央党校学习，后调任中山图书馆馆长。1938年调陕西省委

组织部、省委机关、社会部工作，历任组织部干部科科长兼西安

市委宣传部部长、省交通厅交通科长、关中地委统战部副部长、

晋绥分局生活部、社会部部长、神府调查科科长、晋绥分局公安

总局审讯科科长等职。1945年后历任内蒙古公安厅代理厅长、

绥东公安分局局长、绥南保安处处长、永和县委书记、绥远社会

部部长、陕坝地委副书记、吉宁地委书记。1952年后历任天津

市工业部副部长、天津市委副秘书长等职。1983年离休。

王子平又名王军吾，1911年9月生，傅家嫣镇傅家嫣前

村人。初师文化。7岁开始上学，17岁考入府谷县立义务师范，

毕业后到孤山、哈拉寨小学任教。1931年经刘天民介绍到山西

平定陆军第十一师(张学良部)当兵，因发生兵变，回到府谷。

1932年又经同学介绍到内蒙古准格尔旗参加了新军，在第四营

任营部书记长，后因兵变，随营长韩宇春到绥包一带，认识了中

共绥西地委组织部部长吉合(解放后任军事科学院院长)。受绥

西地委重托，曾先后两次给狱中的王若飞同志传递书信。时隔

不久被敌发现，为躲避包头警备司令部追捕，于1934年到百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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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参加了蒙旗保安队。1936年激于民族大义，参加了震动全国

的“百灵庙暴动”。暴动失败后，又到归绥参加了韩宇春的准旗

驻绥办事处，组建起“准格尔旗护路保商团”并任上尉参谋。归

绥沦陷后，与韩宇春率部杀了2名日本兵后，又返回府谷哈拉

寨，投归东北挺进军马占山将军。部队被暂编为骑兵第三旅，建

制归属傅作义将军领导。1940年春，韩宇春被迫害致死。他经

人担保，回到府谷参加了工作。此问，历任平粜委员会委员，孙

翠镇、荣贵镇镇长等职。因受韩静山、边子俊的迫害，于1947年

到内蒙古包头参加了奇景峰的鄂旗驻包头办事处并任业务部主

任。1949年参加了绥远“九一九”起义。先后任乌伊两盟造纸

原料公司副经理、伊盟建设处畜牧科副科长、东胜县农牧科副科

长。1958年因极左路线的影响，被错定为历史反革命。1980年

拨乱反正，政治上获得平反，组织上又安排在东胜市水利局工作

：并按副县级离休干部待遇。1982年被选为东胜市第一届政协

委员。从1984年开始，先后在内蒙古伊盟、东胜、包头、萨拉齐、

准旗、鄂旗、达茂旗、山西省平定等地党史、交史资料上发表了

20多万字的回忆录。同时在书法上颇有造诣，先后在全市、全

盟、全区书展中展出作品，并荣获东胜市第一、二届硬笔书法展

二等奖。1994年又荣获内蒙古自治区老年“松鹤杯”书画大赛

三等奖。

贾培荣 又名郝明珠，1917年2月生，碛塄乡郝家大寨村

人。中共党员，小学文化。1933年上小学时加入少年先锋队并

任小队长，1936年7月参加工作，历任神府县七、八、九区团委

书记，一、三区区委书记。1937年10月调一二。师东渡抗日，后

组织派遣返回神府县哈拉寨改编伪团长李功如组织的游击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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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并宣布任支队政治部民运科长兼二中队指导员。接着组织

上又派往山西省河曲县开展地下工作，担任河曲县一、二、五区

区委书记。1939年冬河曲县委组织了第二游击大队后，任第一

大队队长并参加了晋绥事变、反顽固斗争。河曲解放后，曾任县

委常委、社会部长、武装部长、公安局长兼自卫总队队长，后任二

专区公安处长。1954年调西安任建工部西北工程管理总局处

长、经理，陕西省建工厅建材局局长。1964年调任建工部西北

给排水设计院党委书记兼院长。1970年调陕西省建委后勤组

任副组长。1973年调任陕西省建材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

1983年离休。

杨忠 又名沛济，1917年12月生，碛塄乡杨家庄村人。

初中文化。1935年1月加人中国共产党，3月参加中国工农红

军神府红三团(1936年改编为红军独立二师)。1937年8月东

渡黄河，北上抗日，归一二。师(后改编为警备六团)。1938年5

月在山西雁北马鞍山与日军作战中身负重伤(后定为三等甲级

残废军人)，年底伤愈归队后任青年二}二事、副指导员等职。1939

年6月参加延安学习并从事无线电报务工作，先后任无线电报

务员，主任，通信参谋、科长。抗美援朝时赴朝鲜，在三十七军任

通信科长。回国后历任河北省军区通信处副处长，邢台军分区

副部长等职。1965年提前离职休养。离休后曾担任河北省军

区保定军分区第四干体所支部书记和党委委员。曾于1950年

获华北解放纪念章，1951年获抗美援朝纪念章，1954年获全国

人民慰问解放军纪念章，1957年获三级八一勋章、三级独立自

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1988年获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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