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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梁故事

随营学校迁到大武镇头一年随营学校迁到大武镇头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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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温元元 搜集整理

春节就要到了，如何过好第一个春节，活跃学
校的文化生活呢？根据校部的布置，一定要想办
法 让 同 学 们 过 得 丰 富 多 彩，又 具 有 政 治 意 义。
1946 年 1 月初，杨忠信同志从抗大七分校调来贺
龙学校三队当指导员，他做思想工作细心，办事不
慌不忙，态度稳重和蔼。他来时，正好赶上快要过
春节，校部通知各队排练文艺节目，参加文艺比
赛。于是，由他负责排练节目。幸好元月底有几
个好天气，就动员大家把衣服、鞋袜和被子洗干
净。女生们虽然对缝缝补补还不熟练，但比男生
好得多。

每个窗户的纸都换上新的，房间和院子都扫
得干干净净。2月 1日是大年三十，除夕晚上炊事
班剁好肉馅，发到各班，大家便围坐在炕上包饺
子，欢欢喜喜迎接春节。离石籍的同学，根据当地
风俗，在院内堆起引柴火，上面盖上柏叶树枝。学
生们说说笑笑，互相介绍自己家乡过春节的风俗，
直到午夜不肯休息。大家说，这是在革命大家庭
中过的第一个春节，很有意义，我们要“熬年”。当
驻地老乡的爆竹声划破晨幕时，学生们把院中的
柴火点燃，熊熊火焰在劈劈啪啪响声中腾空而
起。这时，炊事班的两口大锅已经烧开，各班在旺
火的光亮中轮流煮着喷香的饺子，人人脸上露出
了欢庆的微笑。

红艳艳的太阳升上了对面的山峦，照耀着新
春大地。全校由金仲华教育长主持召开了团拜
会，彭副校长笑容满面地祝贺同学们春节好！鼓
励同学们在新的一年中要学好各项课程，有新的
进步。接着举行了春节文艺演出，“陈胡子”是春
节活动的总指挥，他同刘星火、肖世俊等几个文艺
人才大显身手，节目搞得精彩而活泼。大清早在
戏台上就挂起了幕布，周围墙贴满了红绿标语，使
节日气氛显得更浓。文艺比赛的节目，除了集体
跳群众喜闻乐见的大秧歌外，还演了《小两口一条
心》《参军》《王德明拥军》等小戏剧。学校的文艺
表演，引得周围几个村庄的男女老幼前来观看，场
面热闹非凡。

正月初三晚上，战斗剧社特地来放映幻灯，学
生们第一次观看了这一新鲜的文艺形式。放映的
幻灯片有毛主席的故事，《刘小眼翻身记》等，使同
学们受了一次革命教育。春节放假三天，各种活
动和节目安排得满满的。学生们吃得好，玩得痛
快，欢天喜地度过了参加革命后的第一个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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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司令员在指挥部队作战中，还在考虑着随营学校的校址定在哪里合
适，怎样才能培养出有真才实学的人才。随着离石城的解放，解放新区的扩
大，大武镇这个拥有极好地理位置、环境清幽的地方，也就成为了理想的办
学场所。经过一系列的准备，学校成立。面对缺少教员和学校硬件差的状
况，教员和学生们尽量想办法克服。转眼春节到了，这是大家参加革命后的
第一个春节，为过好这个春节，大家精心准备了大量文艺节目，吃得好，玩得
好，大家欢天喜地度过了这个春节。

1945 年 9 月 9 日，我军解放了
离石县城，开创了一块连接老解放
区的、纵横八十余里的新区。城北
四十华里的大武镇，依山傍水，清
秀幽静，有三百多户人家，街市繁
荣，背靠老根据地，面向晋中平川，
学生来源广泛，居住条件好，交通
供给方便，是一个办学校的好地
方。贺司令员考虑了大武的良好
条件，便责成 358 旅在这里筹备建
校。

张宗逊旅长和余秋里政委派
金仲华同志来学校任教育长、秦德
远同志来学校任教育科长。他们
会同离石县四区区委和大武镇的
领导，在当地人民的大力支援下，
腾出八所地主庭院和一所小学校
址，供随营学校使用。

随营学校在桑沟和南堡招收
的学生同陈穆等同志来到离石，又
招收了五十多名新生。至此，学生
扩展到四百余人。于当年 10 月底
迁进了大武镇。学校迁到大武镇
时，张干臣同志调走，金仲华同志
任教育长。学校校部设三个科：组
织科，由李凤年同志任科长；教育

科，由秦德远同志担任科长；管理
科，由郭永鉴同志任科长。学生按
入学考试成绩编为五个队。

11 月 7 日这天，虽是寒冬，但
阳光灿烂，随营学校召开动员大
会 ，报 告 当 前 形 势 ，布 置 学 习 任
务。校前的大操场打扫得一干二
净，周围墙壁上贴满了标语。临时
搭起的主席台上挂着“开课动员大
会”的横幅，两旁挂着大对联，上联
是“进贺龙学校前途远大”，下联是

“跟共产党走无限光明”。开会时，
各队学生排着整齐的队伍，高唱着

《东方红》《万丈高楼平地起》《解放
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等歌曲，迈着
整齐的步伐进入会场。

会后，每人发了十五张麻纸，
让装订笔记本用；每人发了一个蘸
笔尖，让自己找根细木棍，将笔尖
绑上写字。又给各班发了几包蓝
色颜料，用水调成墨水，有的拣个
破碗盏，有的找个小瓶子装墨水
用。上课没课桌与凳子，同学们便
找几块砖头，搁块木板当座位，伏
在腿上写笔记。从此，偏僻的大武
镇不时传来琅琅读书声。

1937 年 7 月，毛主席在
抗大讲话时指出：“学校一切
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
想。”《社会科学概论》是马列
主义的基础课，针对当时革
命形势的需要和同学们初入
校的水平，学校确定政治课
首先讲授这本书，以使学生
们树立科学的世界观，确立
革命的人生观，奠定革命的
思想基础。当时由于缺少教
员，这门课程只能全校集中，
请秦德远科长上大课。秦科
长是武汉大学毕业生，抗战
初到了延安，又在马列学院
学习深造。他熟悉马列主义

理论，学识又渊博，干部和学
生都钦佩他。

说起教学效果来，学生
们也很敬佩和羡慕陈德兹老
师。当时他只有 28 岁，细高
身材，红光满面，却留着长胡
子 。 他 是 北 京 师 范 大 学 学
生，国文、数学、历史、英文都
能讲。他原是 358 旅“战斗
剧社”的社长，编排戏剧教唱
歌更内行。因他多才多艺，
学生们称他为“一号教员”。
因为几个队都有他的课，讲
课讲得好，接触同学多，同学
们称他为“陈老师”，也亲切
地称他为“陈胡子”。

全校当时只有一个党支
部，胡敏同志是女生班的班
长，她是全校女生中唯一的
女 党 员 。 党 组 织 是 不 公 开
的，学生们也不知道她是党
员。她积极认真，做了不少
工作。她出生于富农家庭，
但父亲是个民族感强的人，
死 也 不 愿 给 日 本 人 当 亡 国
奴。她家地处我军游击区，
一直有我们的武装活动。于
是她家成了我方人员来往活
动的一个暗点。她从小就经
常听地下党和武工队的同志
讲的革命故事，也常看他们
带 来 的 晋 绥 解 放 区 出 版 的

《抗战日报》。为了工作的需
要，她 14岁时被吸收入党。

女生们突然过起严格的
军事生活，一天上八个小时
的课，还要早出操、晚点名，
大小便都得请假。起床号一
响，马上起床，接着吹哨出早
操，女生们还得梳头，但只有
两把小梳子，两个小镜子，慢
了就赶不上出操，她们觉得
很紧张，很犯愁。有个 16 岁
的女生，为这种情况愁得哭
起来，越愁越想家，想给妈妈
写封信。可是家在敌占区，
哪敢通信呀！怎么解决这个
问题呢？女生们一研究，把
发的卫生纸费凑起来，又买
了两把梳子、两面镜子，作为
全班公用，才解决了梳头的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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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贺龙中学学生演出《兄妹开荒》
贺 龙 中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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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后的第一个春节

大武镇传来读书声

教员不多学生辛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