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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梁故事

新中国建立后，方山县在原贺龙中学的
基础上创办了大武中学，后更名为方山县第
二中学。1985 年 9 月，在原方山县委书记刘
泽民和贺龙中学部分老校友的倡导下，分布
在全国各地的老校友代表 370余人聚会于贺
龙中学故地——方山县大武镇，举行了贺龙
中学建校四十周年纪念大会并恢复了贺龙中
学 的 校 名 。 扩 建 后 的 贺 龙 中 学 占 地 面 积
18000平方米，建筑面积 8000平方米，其中包
括：3000平方米的教学大楼，560平方米的办
公楼，500平方米的学生宿舍楼及厨房等附属
设施，操场约 500平方米。

步入校门，最引人注目的便是教学大楼
前贺龙的塑像，是为了永远缅怀贺龙兴学育
人的丰功伟绩，广大老校友和社会各界集资
塑起的。贺龙铜像由美术专家设计并承担塑
造任务。铜像铸造验收合格后,于 1991年 8月
30日安装在石质台上。铜像设计为 1.4米高，
身着元帅服装（军呢大衣），半身免冠像，重
130 公斤。石质座台为 1.6 米高，座台四周大
理石镜面上，正面为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廖
汉生题词，即“办好贺龙中学，培育四有人
才”；左面为原中顾委常委余秋里题词，即“学
习贺龙同志，尊重知识，爱才育人的远见卓
识”；右面为原中顾委委员、贺龙中学名誉校
长罗贵波题词，即“继承发扬革命优良传统”；
后面为原贺龙中学副校长彭德和李长路合
撰，彭德亲笔书写的碑文。座台前为石质半
圆形平面站台，两面后侧与后面为石质方形
低栏墙。整个铜像面向校门，背衬新建的教
学大楼，显得更加雄伟、壮观。1991 年 9 月 2
日，贺龙中学举行了贺龙元帅铜像揭幕仪式，
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廖汉生和山西省委副
书记卢功勋为铜像揭幕并敬献花篮。省党政

军负责同志和特邀来宾李立功、王庭栋、吴达
才、陈德贵、张法、彭德、聂占新、孙叔杨、王作
义等出席揭幕仪式。原国家副主席王震同志
为贺龙中学题写了校名。

学校还成立了革命传统纪念馆，是为继
承和发扬贺龙元帅兴学育人、重才重教的不
朽功绩而创办。馆内设有贺龙生平事迹、贺
龙中学校史，国内名人书法和绘画三个展厅，
共珍藏各种图片 172 张，名人书法、绘画 100
余幅。自 1991年以来，贺龙元帅塑像及贺龙
中学革命传统纪念馆先后被方山县委县政
府、吕梁地委行署、省教育委员会分别命名为

“青少年德育基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山西省德育基地”，又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
单位”。国家、省、市领导，各新闻团体记者，
贺龙元帅的女儿贺晓明同志等先后来基地参
观，并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指导意见。广大新
老校友、本县和本校的学生纷纷来基地参观
学习、接受教育。每年接待人数多达 3200余
人次，使基地真正成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
义教育的摇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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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温元元 搜集整理

贺龙中学是在解放战争时期，由当时陕甘宁晋绥联
防军司令员贺龙同志创建，并兼任校长的一所新型学
校。目的是培养战时部队和地方所需要的干部，培养全
国胜利后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人才。学校始建于
1945年 9月，校址设在晋绥解放区，也就是现在的方山
县大武镇。当时的校名是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军驻晋随
营学校，是贺龙元帅亲手创办的一所培养军政干部的中
等学校。1948年夏,学校迁往临汾，之后，与陕甘宁晋绥
五省联防军步兵学校合并，后又扩编为西北军政大学。
办学历时三年多，共培养学生3000余人。这所学校创建
和发展的历史，反映了贺龙同志重视教育、重视知识分
子、重视人才培养的光辉事迹。

该校贺龙元帅铜像

1945 年 8 月，陕甘宁晋绥五省联
防军司令员贺龙同志，奉毛主席、朱总
司令命令，率晋绥军区主力部队东渡
黄河，直奔吕梁，向日伪占据的汾阳、
离石、文水等县城发起总攻。8 月 31
日，贺龙司令员亲临文水前线指挥作
战，冒雨攻城。次日，解放了文水县
城。9月 2日，贺司令员召见了文水县
县长李奎年、汾阳武工队副政委李凤
年同志，并听取了他们的情况汇报。
当汇报到文水城内有一所中学，有学
生几百人，其中许多学生受革命影响
倾向进步时，贺龙兴奋地说：“这是宝
贝疙瘩！青年学生、军队和地方都需
要，建设新中国，更需要有文化的人
才。”当天下午贺龙同志来到文水中
学，对广大师生作了动员讲话，从抗战
胜利后的时局，讲到中国的两种命运
和前途。他希望广大师生参加革命，
继续读书深造，做建设新中国的栋梁
之材。贺司令员的演说，大大激发了

在场广大青少年的革命热情，一部分
渴望革命的青年，更加坚定了他们走
革命之路的决心。随后贺龙又召集随
军工作团和县委负责同志，研究了吸
收这批知识青年办学的问题。他提议
学校定名为“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军
驻晋随营学校”，自己兼任校长，由他
的秘书彭德同志任副校长。

根据贺龙同志的指示，工作组深
入学校进行思想发动工作，其中有李
凤年、董那、刘星火、刘振华等同志。9
月 5日，在文水县男子高小礼堂召开了
大会，有文水中学、男子高小、女子高
小的师生近一千余人参加。大会召开
期间，工作组同志匆忙跑进会场报告，
敌军已来到离文水县只有二、三十公
里的地方。为了保护这些学生不再陷
入敌人的统治之下，决定立即撤离转
移。下午五时半，三百余名学生在彭
德副校长率领下，出文水城西门，沿太
汾公路北上，大队转向西山……

1945年 9月 9日，已回到人民手中
的文水县城，又被晋军抢占。而贺龙
同志亲自创办的这所新型学校——陕
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军驻晋随营学校就

以文水中学的这部分同学为基础，在
硝烟弥漫的战火中诞生了。彭德同志
率领 300余名青年学生，奔上革命的征
途。队伍转移到汾阳冯郝沟，这里依
山傍水，离文水和汾阳城较远，学校活
动也比较安全。在这里稍加整顿后，
便 开 展 了 宣 传 和 招 生 工 作 。 9 月 23
日，学校又转移到汾阳桑家沟。

1945 年 9 月 9 日，离石县城解放，
城北 16 公里的大武镇地处交通要道，
北靠晋绥边区根据地。镇上有张家大
院、白家大院，分别有一门、二门、三门
等十几处庭院，共计数百间房舍，加上
正北的水图庙，正好用来办学校。在
离石县四区区委和大武镇人民的大力
支持下，358旅的同志们迅速完成了随
营学校的建校任务。10 月下旬，学校
正式迁到大武镇。经过必要的整编
后，11月 7日，学校正式开课。校长仍
由贺龙司令员兼任，副校长 1名，教育
长 1 名，校部设组织科、教育科、管理
科。学生生活待遇和部队一样享受供
给制。

贺龙中学前身为随营学校

学校选址大武镇

抗日战争胜利后，毛主席赴重庆谈判，与
国民党签订了“双十协定”，全国人民强烈要
求建立独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国。贺龙再次
来到学校为师生作了形势报告。

全校师生建议：一是更改校名，把“随营
学校”改为“贺龙中学”；二是扩大招生，调整
学习内容，增加文化课比重，培养更多的人
才；三是充实师资力量；四是成立图书馆，创

办校刊。
这些都得到了贺司令员的同意。 1948

年，学校奉贺龙司令员命令由大武镇迁往临
汾市，同陕甘宁步兵学校合并，成立西北人民
军政大学。贺龙中学在大武镇办学三年，培
养学生达 3000余名。据初步统计他们之中任
军级以上职务的有 7名、地师级以上的 74名、
县团级以上的 100多名。

随营学校更名贺龙中学

贺龙中学复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