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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区”是指在 1927—1937 年我国土地革
命战争时期（即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
共产党及其军队建立“苏维埃政权”的革命根据
地。开展苏区县认定工作是党和国家为加大扶
持力度，促进苏区建设发展，让广大人民更多地
享受到改革发展成果的一项重大举措。

柳林县位于山西省中部西缘，吕梁山西
麓，黄河东岸。东与离石、中阳交界，南和石楼
为邻，西与陕西省吴堡、绥德、清涧等县隔河相
望，北和临县毗连。境域群山环绕，物产丰富，
扼大河乃中原锁匙，架飞桥为秦晋通衢。位居
军事要冲，向为兵家必争之地。柳林县具有光
荣的革命传统。土地革命时期，柳林是山西重
要的苏区县之一，是晋西游击队的策源地和重
要活动中心。在红军东征、创建红色苏维埃政
权、开展对敌武装斗争过程中，党领导柳林人
民浴血奋战，前仆后继，为夺取中国新民主主
义革命胜利付出了巨大牺牲，作出了重大贡
献。现据历史资料记载，就柳林属于苏区县的
有关问题，作如下考证和综述。

柳林早期革命活动
柳林是山西省早期青年运动、工人运动的

卓越领导人，中共早期高级党务工作者，红军
高级指挥员，曾任中国工农红军第 5军政治委
员、第 3 军团政治部主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
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中共第五、第六届中
央委员贺昌同志的家乡，是晋西建党时间较
早、党员人数较多、革命活动频繁、革命历史悠
久的革命根据地。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
以贺昌为首的革命先驱们，为反帝反封建，点
燃了本土的革命火种。1923年田家沟煤窑工
人难荷重负，在工人联合会领导下举行罢工取
得胜利。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后，本籍青
年刘有刚、高如山、王达成、杨逢昌等组织成立

“沪案后援会”，发动民众声讨帝国主义屠杀中
国人民的滔天罪行。1926年，中国共产主义青
年团柳林特别支部和中国共产党柳林支部成
立，在党的领导下，农民运动风起云涌，一年内
组建农民协会 30 多个，会员发展到 2000 余
名。1933年，柳林镇贫苦农民为反抗阎锡山不
合理负担，组织成立“穷人团”，斗争反动村长
贾如诚。

创建山西省
第一个红色苏维埃政权

1936年 2月，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锋军东
渡黄河，进行了举世闻名的东征。同年 2月 20
日晚 8 时整，东征渡河战役打响，分兵两路进
行。一支由东征主力红一军团红二师五团团长
张振山和政委林龙发带领 25名勇士，首先从陕
西绥德县沟口村下面的华石畔分乘 8只小船，
突破黄河天堑，在对岸山西柳林县三交镇坪上
渡口登陆后直捣三交镇，全歼晋军第七十二师
杨贵有的一个营，继而占领留誉镇，直逼中阳
城。另一支由师参谋长毕士悌亲自带领红十五
军团七十五师二二三团 40余名勇士，从陕西清
涧县河口村分乘 5只小船、2只大船出征，攻克
对岸山西石楼县贺家凹渡口，冲向石楼……

1936 年 2 月 21 日，东征红军的总部和红
81师尾随红一军团在坪上渡口渡过黄河，时任
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的邓小平随红 81
师渡河；彭德怀、林彪、叶剑英、聂荣臻、左权、

罗荣桓、黄克诚、刘亚楼、陈赓、陈光、杨成武、
萧华、彭雪枫、黄永胜、杨得志、耿飚、谭政、舒
同、张爱萍、吴法宪等红军领导人和大军一起
在此地渡过黄河，拉开了东征抗日的序幕。

红军突破黄河天险后，即分兵数路，长驱
东进：一路进占义牒，围攻石楼；一路攻克留
誉，进逼中阳；一路沿河北上，经大成垣、梁子
上、东山、贺家坡、南刘家垣一带进袭柳林。

2 月 21 日，指挥所部第一军团按照第二
师、第四师、第一师的顺序，先后渡过黄河，进
至大成垣、梁子上、东山、贺家坡、南刘家垣一
带。第五团占领三交镇（山西柳林县境内）、贺
家凹地区。

一时，林彪同聂荣臻致电徐海东、程子华：
（一）我五团于昨日二十一时许即占领坪上附
近堡垒，该地守敌系七十一师二零七旅四一四
团之二营六连之一个排。略有缴获，但未捉到
人。（现）刻我第二师已渡完，四师可拂晓时
渡。一师及八十一师（师长贺晋年、政委张明
先、参谋长李寿轩）须在十五时才能渡完。（二）
我五团正向三交镇攻击中。（三 ）二十一分队
随四团行动，十七分队随我行动。

七时，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林彪、聂荣臻、
徐海东、程子华：甲、我两军团主力本日上午均
可渡河完毕，下午可全部渡完。乙、从河口至
三交镇沿河之敌约两团，现在我大包围中。估
计该敌本日有转向石楼撤退之可能。丙、我红
军第一军团应速向小蒜镇，红军第十五军团速
向义牒镇截敌追击，两军团并各以先头师乘胜
向石楼急进，相机占领该地。丁、义牒镇、河口
两点是红一方面军主力后方联络线，红军第十
五军团须酌派小部保护，候抗日游击队明日或
后日接替。

二十时，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林彪、聂荣
臻，你们下决心速进，夺取中阳。

二十一时，聂荣臻致电李天佑（四师十团
长）、罗克桂（四师十一团团长）、李志民（十一
团政委）：（一）敌情为你们所知。（二）估计柳林
镇敌明日有向我攻击可能。（三）你们现在以小
部向薛村游击，如发现敌向我前进时，你们应
在大成垣以北及东北地区抗击敌人，保持大成
垣在我手中，以便主力进入消灭敌人。（四）二
师主力明日可进到白家塔集结，四师在贺家
坡，一师在东山、杨家凹，我们在南刘家垣。

2 月 23 日，红军第一方面军全部渡过黄
河，进入山西省境内。

指挥部队攻占留誉镇（柳林境内），俘虏一百
余人。随即在留誉镇、普善庄、暖泉镇、土门一带
发动群众，扩大红军。【摘自《林彪军事生涯》一九
三六年（年初至东征战役结束）——阎峻】

在红军占领三交镇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即
派罗荣桓（红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和毛泽民
同志率红一军团政治部先遣人员和宣传队组

成抗日先锋军地方工作团过河到达三交镇。
第三天，黄石山同志带领清涧县东区的地方干
部，阎红彦同志率领新编三十军亦齐聚三交
镇。在罗荣桓和毛泽民同志的领导下，首先建
立了中共中阳县工作委员会，由贺天云负责党
的工作，黄石山负责政府工作，贺建山负责青
年工作。

境域三交一带虽属贫困山区，但却具有光
荣的革命传统。早在 30 年代初，沿河一带就
有了党的地下活动。比如 1931 年阎红彦、马
佩勋等同志率领的“晋西游击队”就经常在这
里活动。此次红军渡河东征，广大人民群众欢
欣鼓舞，喜迎亲人，革命热情高涨。因此，罗荣
桓和毛泽民对在此开展工作充满了必胜的信
心。由于工作进展迅速，群众得到了充分发
动，广大贫苦农民翻身求解放的革命热情十分
高涨。面对大好形势，中共中阳县工委积极筹
备创建苏维埃政权。2月 26日，县工委在三交
镇老爷庙戏台院召开了 1000多名群众参加的

“中阳县苏维埃革命委员会成立庆祝大会”，宣
告“中阳县苏维埃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选举
享有声望，群众拥护的石滩则村李文才担任苏
维埃主席，选举在沿河一带有影响的黄石山同
志担任副主席，选举高立山、李文信、李凤呜同
志分别担任军事、财政和保卫委员。

庆祝大会召开后，及时建立了中阳县工
会、妇联、青年团等群众组织。发动群众打土
豪、拆碉堡，狠斗了李成满、白玉光等几十户反
动地主。并根据群众检举，召开公审大会，镇
压了一个平时为非作歹的地痞流氓刘某，大大
激发了广大群众的革命热情。接着又把没收
地主的部分财物和粮食分给了贫苦农民；很快
恢复和发展了张更新、薛万才等 10多名党员；
毛泽民亲自领导，建起了红军贸易局（后勤
部），贸易局设在三交镇永兴恒粮店；阎红彦军
长带领红三十军长时间驻扎三交，大批青壮年
踊跃参军，迅速为新编三十军补充了百余
名战士；先后建起了杨家坡、刘家洼、冀家
垣、上庄等 4 个区苏维埃政府和三交、坪
上、宋家垣等 16个村党支部、农民协会。

数日后，周恩来从陕西马灰坪过黄

河，来三交镇检查指导山西省第一个红色苏维
埃政权的工作，在三交停留了三天三夜。周副
主席再三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敌情，及时掌
握敌人的动向。并指导大家：打土豪，斗地主
要充分依靠群众，不要动富农和工商业者的财
产，注意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动员青壮年
积极参加红军。

后来，接周恩来副主席“为留守陕北红军
筹措一部分粮食”的来信指示，中阳县苏维埃
革命委员会以组织名义，向商人借小麦 200
石，派船送到西辛关。

3月中旬，阎锡山派陈长捷旅向三交进犯，
4 月初，三交镇再次被敌军占领。期间，红 28
军奉中央军委命令，在兴县罗峪口渡过黄河，
进至晋西北地区，与红 15 军在临县白文镇会
师。为配合南线红军的战略行动，把晋军主力
牵制在晋西北地区，红 15 军团和红 28 军采用
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在临县、方山、离石、中
阳一带的吕梁山区与晋军兜开了圈子，先后在
曹家坡、白文镇、峪口、圪洞、金罗等地重创尾
追之敌，并于中阳县大石头村战斗中俘获晋军
392团团长郭登赢及其以下官兵四百余人。4
月 12日，红 28军奉总部命令，自金罗镇分兵向
离石以南黄河沿岸挺进，相机夺占黄河渡口，
打通与陕北苏区的联系，保证东征主力背靠苏
区。4月 13日，红 28军进占中阳留誉以东的党
家寨等地，向晋军重兵把守的三交镇发起攻
击。由于三交镇紧扼秦、晋两省的交通要道，
为黄河天险的重要渡口，故两军争夺十分激
烈。军长刘志丹冒着枪林弹雨，进至距敌军阵
地不足 300米的党家寨鏊子疙瘩直接指挥，不
幸被敌军枪弹击中，壮烈牺牲。刘志丹是东征
中牺牲的红军最高将领，他牺牲后，由红 28军
政委宋任穷继续指挥战斗……

鉴于国民党军大举进攻，毛泽东、彭德怀
决定西渡黄河，回师陕北。中阳县党政机关除
部分干部转入地下斗争外，其余都随军队撤回
陕北，毛泽民、阎红彦、黄石山、李文才等同志
也回到了陕西，中阳县地方游击队也转战到河
西活动，到此，中阳县苏维埃革命委员会便告
一段落。

综上所述，柳林县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党的组织健全，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开展了分
田运动，地方武装健全，并积极展开了武装斗
争，在晋西苏区斗争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作出
了巨大的贡献，是晋西苏区重要苏区县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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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阳县苏维埃革命委员会旧址

周恩来路居地

党史天地
市委党史研究室
（市地方志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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