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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王宁岗 武勇超

《眉县历史文化》丛书经精心编篡，现已告竣，即将付梓出版，这是

值得庆贺的一件大事、喜事。

丛书共分《眉县历史人物传略} {眉县文物稽古》等 8 个分册，近

180 万字。 这是一套旨在总结历史、延续文脉的重要著作，也是全面研究

眉县历史文化资源的珍贵文献，具有较高的史学价值和文化品位。 丛书

的出版，对充分反映眉县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和地域文化， 彰显眉县的

文化魅力，提升眉县的文化软实力，特别是借助历史文化品牌助推县域

发展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O

现在和未来都是历史的延续， 是一个不断传承的链条。 现实是果 ，

历史是因，未来则是历史和现实的必然延续。 要发展好、建设好一个地

方，必须先全面了解它的发展历史。 只有读懂历史这本教科书，才能从

更深层次上认识这个地方。 以史为鉴，才能更好地把握未来的发展方向，

廓清工作的思路。

眉县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 遍及全县的 32 处仰韶及龙山文化遗

址，证实了早在远古时期，眉县人的先祖们就在此繁衍生息。 眉县的

"眉"宇原本为"居~" ，最早见于 《诗经·崽高》中的"申伯信迈，王钱

于嘟说的是周宣玉在"嘟"这个地方为即将赴任南国的申伯钱行的故

事。 "嘟"在秦帝国实行郡县制以后设县，历史上曾更名为"平阳美

阳渭滨眉F城"等。 "嘟"字在《辞海》和《新华词典》中都解释

为眉县地名专用宇。 1964 年 9 月，国务院颁布的 《汉字简化方案》将

"嘟"字简化为"眉 o 嘟"字从象形或是会意角度理解，都是一张五

官端正、眉目清秀、表情丰富的脸庞。 古人为什么造这样一个字来做地

名，尚待学者深究。 后来有一说，眉县因地形似人的眉毛而得名，此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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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元确切考据O

眉县历史源远流长，有着非常丰富的历史文物资源。 1953 年以来，

仅杨家村就有五次重大考古发现，出土均为国宝级青铜重器。 特别是

2003 年春出士的西周贵族单氏家族窑藏 27 件青铜礼器，被考古界誉为我

国 21 世纪重大考古发现之一。 曾在北京中华世纪坛举办了名为《盛世吉

金》的专题展览，轰动国内外。 眉县也因此被誉为"青铜器之乡" 。

眉县人杰地灵，自古至今，英才辈出 O 如西周申伯，古代著名军事

家、秦国大将自起，先秦水利专家、都江堪建造者李冰父子， 二国时蜀

国大臣法正，唐朝宰相王硅，唐代著名医学家王焘，北宋著名思想家、

关学宗师张载，清初著名思想家、诗人、"关中三李"之一的李柏，中国

人民解放军开国上将李达等一批历史名人。 他们胸怀天下，在不同的历

史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眉县人精神形象的光辉代表。

眉县农业生产条件优越。 山水田园，物华天宝，得太自山之恩泽，

承渭河水之浸润，故农产品丰富且特色突出 o 壤虽小而民富庶" 。 历史

上有极具盛名的地方特产，如积谷寺贡米、北崖下九眼莲藕等都曾为朝

廷贡品 。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东边辣椒西边蒜，苹果柿子绕山转"成就

了眉县 10 万亩花果山之名 o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眉县狲猴桃迅速发展，

成为中华狲猴桃的原产地，被农业部命名为"中国狲猴桃之乡" 。 现在，

狲猴桃已不单是一个产品，而是一个产业、 一个品牌、 一种文化现象，

体现了眉县人积极适应自然、适应市场，创新求变的文化特质。 ~gðí猴桃

因眉县山水田园而蓬勃发展，眉县因狲猴桃而走向全国，名扬世界。

眉县人笃实勤劳，胸怀宽阔，思想开放，在经济、社会、文化活动

中， 善于主动接纳新思想、新信息、新技术，使之成为经济发展的不竭

动力 。 这种品性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因为悠

久的移民历史。 从秦始皇"徙六国富豪以实关中"起，历朝都有较大范

围的移民活动，眉县现在仍保留着 "山东庄河南村"等祖籍在外省的

移民村庄。 正是这种不同地域文化的长期交流与融合，形成了多元的人

口结构，多元的文化生态，多元的民风民俗，造就了眉县人开放包容的

心态和乐于接受新事物 ， 善于吃苦创业的品格; 更成就了当今眉县的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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猛发展。

眉县是片英雄的士地，有较浓厚的红色革命传统。 早期就有共产党

地下组织活动。 20 世纪 30 年代，红二十五军、红七十四师辗转眉县留下

了革命足迹。 1949 年夏天，彭德怀等老一辈元产阶级革命家曾在此部署

指挥了著名的扶眉战役， 一举击溃国民党摘系胡宗南部队，为西北、西

南的最后解放奠定了基础。 这些光辉的历史，时刻激励着眉县人奋发进

取、积极向上。

眉县是块活力四射、激情绽放的土地。 先贤的勤劳智慧创造了可歌

可泣的昨天。 今天，敢想敢干、勇于创新的眉县人民又焕发出新的活力

和干劲，经济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先后荣获中国民营经济最具

活力县、中国十佳旅游度假区、中国果蔬标准化生产基地、国家级休闲

农业示范区及陕西省首家教育强县等荣誉称号。 特别是近年来，坚持以

"跻身全省十强、跨入西部百强"为目标，以转型升级、提质增效为主

题，强力推进园区基地和百亿重点项目建设，持续发扬拼搏精神，连续

五年被评为宝鸡市年度目标责任考核优秀县区。 眉县壮丽的山川， 秀美

的田园，深厚的文化底蕴吸引着全省、全国乃至全球的目光。

历史文化是一个地方的文脉和灵魂，也是一个地方自信的根基和底

气所在。 勤劳智慧的眉县人民在长期的生活生产实践中创造了独特的地

方文化，我们为拥有源远流长而独具特色的历史文化感到自豪，这一切

都充分体现在当今眉县人的文化自觉、文化责任、文化担当 O 在过去的

时间里，眉县的决策者，特别是文化界的一批有识之士对眉县的历史文

化给予了高度关注，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挖掘和研究，终成《眉县历史文

化》丛书，为眉县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文化支撑和精神动力 。

先辈们创造了灿烂夺目的历史文化，作为当代眉县人，要读懂它，

就要用继承、发展的眼光来重新审视、重新理解家乡的历史，全面系统

地汲取优良传统，找准历史方位与坐标，做好本职工作，更加自觉地承

担起引领社会进步、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责任。

《眉县历史文化》丛书的出版为国内外朋友及社会各界人士提供了了

解和研究眉县历史文化的基础资料，有助于眉县对外开放、招商寻|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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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同外界的经济协作、文化交流。 我们向一切热爱关心眉县，愿意为

眉县的发展出力献策的朋友们推荐这套丛书，希望它能给各位的工作、

事业和生活带来帮助，带来启迪。

2015. 12 

(作者分别系中共眉县县委书记、眉县人民政府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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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文远

在《眉县历史文化》丛书中， {扶眉战役纪实》是一本专门为解放战

争中西北战场上一次关键性战役而写的书。 扶眉战役虽然只打了五天

(1949 年 7 月 10 日 7 月 14 日) ，但是，它的战略意义及革命传统教育

意义非常重大。 这次战役是我军解放大西北战略部署中第一次关键大战，

我军歼敌四万四千余人，彻底打垮了国民党王牌军胡宗南部，打乱了蒋

介石令胡宗南、马步芳、马鸿奎联合抵抗解放军 ， 妄图固守西北的计划，

一举解放了关中西部九座县城，为整个西北的解放奠定了基础。 从战略

战术看，这是一次我军打歼灭战的典型案例，是毛泽东战略战术思想的

胜利。 战役结束，眉县随即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政权，掀

开了眉县历史全新的一页。

战役中，我军涌现出大批不怕牺牲、智勇善战的战斗集体和战斗英

雄，表现出广大指战员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高超的军事智慧及才能，

展现了共产主义信仰的强大力量。 对眉县来讲，扶眉战役是先烈留给我

们的一笔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眉县不是革命老区，相对来说解放较晚，

留下来的革命遗址遗物甚少，所以，扶眉战役作为革命传统教育和红色

旅游资源更显珍贵。

扶眉战役烈士陵园是 1953 年建立的。 后于 1972 年建了纪念馆。 六十多

年来，参观烈士陵园和纪念馆，听战斗故事，祭先烈英灵成为眉县一代又

一代青少年思想教育的必修课，在一代又一代人的思想中留下深刻记忆。

改革开放后曾有一段时间，社会上一度出现了对革命烈士、革命历

史、革命文艺作品冷落淡化，甚至否定的错误风气， 一切以金钱财富的

多少来衡量是非美丑，社会道德滑坡，出现了不少令先烈痛心，令人民

群众不满的丑恶现象。 但是，眉县的红色教育主题并没有被金钱物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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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流中断，有良知、有正义感的人士，排除困难和阻力，坚持进行红色

革命传统教育并使之成为制度，且近年来不断得到加强。 扶眉烈士陵园

和纪念馆先后被国家、省、市、 县命名为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基地和红

色旅游重点项 目 。 这种教育所产生的精神力量在今天眉县的经济和社会

发展中继续发挥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六十多年过去了， 当年参加扶眉战役的老革命多已是莹莹老人，不

少人己作古。 如何把扶眉战役的故事讲下去，把他们的革命精神传下去，

就是我们眉县党员干部和文化工作者要认真面对、 研究、思考、解决的

问题，这是我们的职责之所在。 基于这一认识，我们组织编辑 《眉县历

史文化》丛书时，将 《扶眉战役纪实》 作为唯一革命历史题材的书编辑

扶
眉
战
役
纪
实

出版。

作者侯省彦同志是一个对革命先烈和红色文化有浓郁感情的有心人。

他长期在离扶眉烈士陵园很近的烈士陵园小学、常兴镇中心小学和常兴

中学任教，是小学高级语文教师。 在学生思想教育中，他经常组织学生

参观烈士陵园和纪念馆，给学生讲英雄故事。 过去陵园建设相对简陋，

更缺少记述扶眉战役过程和英雄事迹的材料和书籍，给学生讲起故事来

难免空洞，于是侯省彦同志萌发了要搜集资料为烈士写书立传的想法。

1986 年至今，他自费采访全国各地的扶眉战役亲历者和牺牲离世者的子

女共二百余人，收集近 200 万字资料，出版了 《红色记忆þ ~红色故事》

《任家城战斗þ ~丰碑》等 5 本共 160 万字的扶眉战役系列读物，深受社

会各界好评。 特别要提到的是， 当初几年，侯省彦同志不但面对着社会

及家人的不理解，而且要顶着沉重的经济压力坚持写作。 20 世纪 80 -90 

年代，农村教师工资很低，他工资的相当一部分用于采访 、 搜集资料和

出书，先后花了十多万元。 虽然困难和压力很大，但他初心不改，义无

反顾。 令人欣慰的是，他著的扶眉战役系列书籍己得到省市县党政领导

的高度重视、读者的肯定和赞扬，也获得了家人的全力支持。

让我们为侯省彦同志点赞，为红色文化点赞。

2015.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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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战前态势

扶眉战役是解放战争西北战场上具有战略意义的一次关键性的战役。

扶眉战役发生在以扶风、眉县为中心，东起咸阳，西至宝鸡，北涉

西兰公路，南依秦岭北麓这样一个广阔区域内 。 1949 年夏天，中国人民

解放军第一野战军遵照毛泽东主席"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

指示，采取"钳马打胡，先胡后马"的作战方针(钳制驻防陕、甘、宁、

青的由马步芳、马鸿适统领的马家军，打击驻防关中的由国民党西安绥

靖公署主任胡宗南指挥的国民党军队。 后文中简称胡马军集团、 二马、

二马集团或马家军) ，于 7 月 10 日午夜向盘踞在关中西部地区胡宗南部

发起了进攻，至 7 月 14 日结束。 历经 5 昼夜激战， 一举围歼国民党 1 个

兵团部， 3 个军部， 1 个师部， 8 个师， 3 个团，共 44060 人 。 解放了宝鸡

和眉县、扶风、岐山等 9 座县城。

在扶眉战役中，第一野战军指战员伤亡 4701 人，其中壮烈牺牲二千

余人，另有 212 人失踪 。 英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在扶眉战役中

谱写了一曲豪迈的凯歌，描绘了一幅壮丽的画卷。 它的胜利，结束了胡

宗南在西北的统治，加速了蒋家王朝的覆灭。 此次战役对解放大西北，

进军大西南，进而实现全国解放都具有重大深远的历史意义。

历史背景

1945 年 8 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蒋介石为了争取时间， 一于玩

弄和平谈判阴谋， 一手调兵遣将，妄图挑起内战，独吞胜利果实。 1946

年 6 月，蒋介石公开撕毁《双十协定>.指挥国民党军队，向共产党领导

的人民军队和广大解放区发动疯狂进攻， 一场在全国范围内的正义与非

正义的内战由此开始了 。

蒋介石挑起内战后，首先采取的是向解放区发动大规模的全面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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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狂妄叫嚣要在三个月至半年内，摧毁解放区，消灭中国人民解放军。

解放区军民，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在战略上我们要藐视

敌人，在战术上要重视一切敌人"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

的作战方针。 1947 年 3 月至 1948 年 11 月，中央军委副主席、西北野战

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率领的西北野战军，遵循毛主席的指示，采取

"蘑菇战术"积极防御，贯彻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面对

国民党军向陕甘宁边区进攻的局势，先后组织发起了青化眨、羊马河 、

蟠龙镇和沙家店等战役，取得了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的伟大胜利。 同

时，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拉开了人民解放战争由内线向外线反攻

作战的序幕。 1948 年末至 1949 年初，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二大战役，

基本上歼灭了蒋介石的主力，敌总兵力由 373 万人降至 290 万人，中国人

民解放军由 190 万人上升增至 300 余万人。

1949 年 4 月 21 日，第二次国共和谈破裂。 即日，毛泽东主席、朱德

总司令向人民解放军发出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 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

雄师横渡长江， 23 日解放南京， 24 日解放太原，国民党反动统治已呈土

崩瓦解之势。 但败局已定的国民党政府，把最后的希望寄托于盘踞在西

北的胡马集团和退缩到西南的白崇禧集团身上 ， 妄图保住西北、西南地

区，争取时间，重整旗鼓，伺机卷土重来，与人民解放军做最后的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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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态势

1949 年初，盘踞在陕甘地区的国民党摘系部队胡宗南部及宁、青二

马共约 40 万兵力 。 胡部建制完整，装备精良。二马军队以宗教信仰为纽

带， 3号l悍勇猛，且多为骑兵，以快速见长。 加之二马军队未受过我军歼

灭性打击，仍有较强的战斗力 。 而第一野战军约 22 万人，与敌对比仍处

弱势。 4 月 24 日太原解放后，中央军委即令华北第十八兵团、第十九兵

团人陕，加入第一野战军序列，使西北战场我军兵力达 42 万人， 且纪律

严明，士气高涨，作战勇敢。 我军元论从人数上还是士气上都占优势。

我军在西北战场完全转入主动进攻阶段。

1949 年 5 月 4 日，第一野战军发起陕中战役，歼敌二万余人。 胡宗



南慑于被歼，于 5 月 17 日，在西安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主力撤出西安，

做出了收缩战线， 集中兵力与二马配合，以陕中、陇东为防御重点，建

立一个跨泾河、渭河保卫西安的防御地带的部署，并策划在川陕甘地区

建立新的根据地，以图最后挣扎。 依此，胡宗南被迫将部队退缩于凤翔、

宝鸡以及渭河南岸的眉县、五丈原一带进行重点防御。 之后，胡宗南即

带摘系第一军退踞汉中，留西安绥靖公署副主任兼第五兵团司令裴昌会

在宝鸡成立指挥所，负责指挥胡宗南部盘踞在关中西部的第三十八军、

第五十七军一个师、第六十五军、第九十军。

第二军指战员渡渭河歼敌

为了粉碎敌退守防御伺机反扑之企图， 5 月 17 日，我第一野战军在

驻地杨村召开师级以上干部紧急会议。 根据中央军委和彭德怀司令员献

指示，立即调整部署:第一军、第二军、第四军向西截击敌人，第六军

负责解放西安，第二军作为预备队0

5 月 17 日晚，第六军军长罗元发率部从驻地出发，全歼咸阳守敌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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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旅第六团，后主力进攻西安，因敌守城第十七军狼狈撤逃，抵抗稍触

即被击溃。 20 日 18 时，我六军主力全部进入西安，古城遂宣告解放0

5 月 18 日 至 21 日，第一野战军第四军先后攻克礼泉，解放乾县，进

驻麟游，会同第一军在老君岭、铁王沟歼敌八千余人。 第二军 18 日解放

咸阳， 19 日解放兴平、武功， 20 日攻占扶风、岐山和蔡家坡， 21 日攻占

凤翔、强镇。 21 日第二军南渡渭河攻占眉县(即眉县第一次解放) ，并向

盘踞在眉县、高店、斜峪关之敌第三十六军攻击，俘敌八百余人。 29 日

在周至辛口子、马召等地歼敌一千四百余人， 31 日解放周至 。

胡宗南在关中相继遭到挫败南撤之后，盘踞在甘、 青、宁的"马家

军"地盘立刻受到威胁。 马步芳、马鸿造为了保护各自的地盘和取代胡

宗南"西北王"的地位，便电请蒋介石传令胡宗南"协同"他们去夺回

西安。 经过胡马协商，以宁夏马鸿适第十一军、第一二八军加两个骑兵

团和炮兵营约四万余人组成，由卢忠良任司令的援陕兵团;以青海马步

芳第八十二军、第一二九军，加两个骑兵团约四万人组成，由马步芳的

儿子马继援任司令的陇东兵团，分别由西兰公路、 宝天公路东进， 直扑

咸阳。 由裴吕会指挥的第一一九军、第二十八军、第六十五军和第九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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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分别由渭河两岸向武功、周至一线推进0

6 月初，敌宝鸡指挥所主任裴吕会，命令第十八兵团司令李振率部由凤

翔、宝鸡以及岐山五丈原等地向东推进，占领眉县、周至，进攻户县，以

配合马家军夹击咸阳。 6 月上旬，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根据胡马

联合反扑西安的企图，令我军东撤，暂取守势。 我第一军、第二军撤至周

至、户县，第四军撤至泾阳，第三军撤至三原，第六军撤至石桥、王桥地

区，扼守咸阳，迎接我第十八、十九两兵团主力由晋人陕作战。

咸阳是西安的门户， 6 月 12 日， 青、宁马家军总指挥马继援命令第

一九0师马振武部，骑兵第十四旅第一团沿西兰公路东进，气势汹汹地

向咸阳展开进攻。 担负保卫咸阳的第一野战军第六十一军第一八一师，

面对疯狂的马家军，沉着应战，毫无惧色，给敌以猛烈还击。 在西门外

火车站及城北外围各据点，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

在保卫防守阵地中午台的战斗中，我第五四二团全体指战员英勇顽



强，不怕牺牲，打退了马家军一次又一次疯狂攻击。 连续两昼夜激战，

我军防御阵地自然不动，敌军却伤亡惨重。 此时，马家军得知我华北第

十八兵团、第十九兵团相继从风陵渡、禹门口渡河入陕。 第十八兵团第

六十一军韦杰部已达咸阳城外，并以猛烈的炮火投入战斗 。 马家军见势

不妙，遂之放弃了攻取咸阳、西安，并电令所属第一九O师、第二四八

师和骑兵第八旅撤出咸阳，集结于永寿、彬县和麟游山区布防。 咸阳保

卫战，我军参战部队同仇敌恼，顽强战斗，打得马家军锐气大挫，毙俘

敌第二四八师师长韩有禄以下两千余人。 此时，胡宗南慑于解放军的强

大攻势，再不敢孤军收复西安，于是将他的第三十八军、第六十五军、

第九十军、第五十七军一个师退守在扶风和眉县渭河两岸防御，企图做

最后的挣扎。

6 月 12 日，在渭河南岸的眉县还发生了极其惨烈的金渠镇战斗 。 我

军侦察到敌主力在渭河北岸的岐山、蔡家坡一带，其第二十六军位于渭

河南岸孤境。 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王震司令员抓住战机，即令第二军第

四师、第五师由槐芽镇清揪村西南方向向敌第二十六军正面发起进攻，

第六师由小法仪法牛嘴、金渠镇南原攻击敌第三十六军腹背，断其后路。

当晚我军由东向西分两路迅速包围了敌第三十六军第一六五师。 敌军凭

借金渠镇东南马家山制高点有利地形，疯狂阻击我军前进。 激战中，敌

退缩于金渠镇五个堡子内固守待援。 正当我军以强大炮火压制敌军火力，

打开缺口欲从金渠北边的半个城突人金渠镇时，敌第六十五军由眉县城

东南渡渭河抵近我军阵地，增援其第二十六军，被围困在镇区的敌第二

十六军也伺机反扑。 在我军腹背受敌的危急情况下，王震司令员下令东

撤。 在攻占金渠镇马家山制高点的战斗中，担负攻击任务的我第六师第

十八团独立营，在营长栗政通的带领下，不顾一切地向马家山进攻，经

反复激烈的争夺，我军终于占领了马家山制高点。 不幸的是栗政通营长

身体多处中弹，为祖国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第十一团政委赵

存仁，虽身负重伤，仍率领战士们冲锋陷阵，英勇杀敌。 我军参战将士

受英雄事迹鼓舞，不怕牺牲，连续作战，使敌第三十六军遭到歼灭性打

击，毙俘敌第一六五师师长孙铁英以下二千二百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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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继开展的解放西安、保卫咸阳以及金渠镇战斗等，有力地打击了

胡马军队的嚣张气焰，迫敌改变部署，收缩于武功、扶风、眉县、岐山、

宝鸡一线的渭河两岸防御。

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对西北战场特别是实施扶眉战役高度重视。

早在 1949 年 2 月七届二中全会召

开时，毛泽东就分析指出: 一直

盘踞在西北的胡宗南集团与宁、

青二马集团铁心反共，与人民为

敌，对付他们，只能用"天津方

式即用战斗的方式去解决。 会

议结束时，中央军委决定由彭德

怀接替病中的徐向前指挥太原战

役，毛泽东叮嘱彭德怀太原一

毛泽东主席制定解放西北作战方案 仗打好了，你至少可以带第十八

兵团、第十九兵团 20 万兵力去西北战场。"太原战役后的 4 月 28 日，毛

泽东召见彭德怀进一步商讨西北战事，指出:解决西北问题，必须经过

军事上的决战，聚歼胡马主力，而后进军大西北，横扫残敌，解放大西

战前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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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年 5 ， 6 月间第一野战军发起的一系列进攻，严重打击了胡马集

团的有生力量，迫使胡马集团转入武功、周至以西，秦岭北麓，渭河两

岸的扶风、眉县、岐山、宝鸡的狭长地带和彬县、麟游地区固守防御，

为我军在扶眉地区发起攻击胡宗南集团的围歼战役创造了条件。

1949 年 6 月 20 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不论胡匪采取何种计划，

均给我首先歼灭胡匪的机会。 希望针对先打胡匪的方针，迅速集中玉、

周两兵团(即王震和周士第分别率领的第一兵团、第十八兵团)，以歼灭

敌二十八军、六十五军、九十军为目标。"此时，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指出

"先胡后马"的作战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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