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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中共汾阳特别支部历史

□ 尹婷婷

善美汾州，历史悠久，钟灵毓
秀，忆往昔峥嵘岁月，一颗颗革命
的火种从这里薪火相传，燃遍了
吕梁大地。1919 年五四运动之
后，地处晋西中心的汾阳，凭借其
千余年州府治所在的政治、文化
传承和“秦晋旱码头”的区位优
势，成为新思想、新文化的传播中
心。

1923年夏，汾阳社会主义青
年团在河汾中学建立。1925 年
夏，吕梁第一个党组织——中共
汾阳特别支部成立。中共汾阳特
别支部建立后，先后领导发动了
一系列重大的革命活动，有力地
推动了周边地区的反帝、反封建
运动的发展，在山西省历史上谱
写了光辉的一页。

1934年 1月，中共山西特委王光甫被捕后叛变，把
汾阳党组织的名单交给阎锡山当局，中共汾阳特别支
部遭到破坏。之后，汾阳党组织与山西党组织失去联
系，这种局面持续了约三年之久。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汾阳县委成立，领
导汾阳人民开展抗日战争，抗战期间，汾阳全城上下，
共赴国难、浴血坚持，抗日英雄蒋三令敌人闻风丧胆，
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1948年 7月 12日，汾阳全
境获得解放。解放战争期间，组织汾阳人民参加孝义
战役、太原战役、67名烈士血染晨曦，1200多位烈士为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献出了宝贵生命。这一时期还
涌现出一批袁德良、史景班、许志奋等革命前辈。

总之，吕梁历史上第一个中国共产党组织——汾
阳特别支部的诞生，经历了发展——遭到破坏——恢
复——再遭破坏——重新建立并发展壮大这样艰难曲
折的道路。

中共汾阳特别支部，在大革命时期，带领广大人民
群众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与
汾阳军校的地下党组织共同掀起抗日反蒋的革命大
潮；抗日战争时期，汾阳党组织领导人民开展英勇顽强
的斗争，胜利度过严重困难时期，迎来抗日战争的伟大
胜利；解放战争时期，粉碎阎军进攻，汾阳获得全境解
放。

中共汾阳特别支部的建立蕴含着百折不屈的革命
精神，铸就了熠熠生辉的红色文化，奏响了催人奋进的
胜利凯歌。

1919 年五四运动之后，为声援五四运动，
河汾中学的学生首先罢课，并联合铭义中学和
城内高小学生上街游行示威，高呼“取消二十一
条”“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拒绝和约签字”等口
号，召开讲演会，印发石印传单，宣传反帝、反封
建、誓死不当亡国奴等思想；开展检查抵制日货
等活动；有组织地深入到学校、工厂、农村进行
演讲，发表宣言和告民众书，号召各界群众一致
奋起，反对“巴黎和约”，维护国家和民族尊严。

当年秋天，郭桐年从北京高师毕业后来到
汾阳河汾中学教国文。在北京上学期间，郭桐
年参加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目睹了北京
学生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情景，深受五四运动新
思想的影响。他来到河汾中学后，向学生们宣
传新文化，提倡白话文，并将自己购买和珍藏的

《新青年》等进步书刊借给学生们传阅，使学生
们有幸接触到了马克思、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
著作，受到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

1923 年，汾阳建立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
团，李舜卿担任第一任团支部书记。1924 年
初，贺昌批准李舜卿由团转党，这是汾阳发展的
第一名党员。

1925 年夏，在反帝爱国运动中，汾阳团特
支的共青团员经受了实际斗争的锻炼与考验，
韩寿萱、刘有刚、李伯生、郭维秀、李旭东等共青
团员相继转为中共党员。根据中共北京区委决
定，在中共太原支部领导人张叔平帮助下，建立
了中共汾阳特别支部。特支书记由武子程担
任，组织委员、宣传委员分别由韩寿萱、李旭东
担任。中共汾阳特支直属中共北京区委领导，
与中共太原支部保持密切联系并就
近接受工作指导。

（一）组织成立反对基督教同盟汾
阳分会

1925 年冬，为了反对基督教在汾
势力，中共汾阳特别支部成立了反对
基督教同盟汾阳分会。12月 25日，中
共汾阳特支根据上级党组织的统一部
署，领导反基同盟汾阳分会和学生会
利用圣诞节开展反对基督教的活动。
在党的领导下，铭义中学学生会向学
校提出几项要求：1、把《圣经》由必修
课改为自愿选修课。2、将星期日全体
学生必须排队到教会大礼拜堂做礼拜
改为自由自愿参加。3、把只有星期六
下午才准学生自由出入校门的规定改
为学生有事随时可以自由出入校门，
并允许学生示威游行，化装演讲；学生
的爱国自由学校不应限制干涉。

1925 年冬，铭义中学每周一节的
《圣经课》被彻底废除。

1926 年秋，中共汾阳特别支部下
属的 4 个基层党小组改建为 5 个基层
党支部。中共汾阳特别支部在临近的
3 个县分别建立了柳林镇、碛口镇、曲
峪镇、孝义（仁坊）等 4个党支部（党小
组）。革命形式从星星之火，渐成燎原
之势。

（二）组织成立汾阳工人运动小组
并开展工人运动

1926 年 9 月，随着北伐战争的节
节胜利和全国工农运动的高涨，中共
汾阳特支进一步认识到工人运动的重
要性。为了加强对本县工人运动的领
导，在城内八福茶园召开会议，成立汾
阳工人运动小组（简称工运小组），李
伯生兼任工运小组负责人。工运小组
决定在公司、厂、店中成立基层工会组
织。会后，李伯生、李正旺、贺衍庆、杨
毓栋、霍文新、刘兆兴等共产党员与共
青团员利用课余时间和节假日深入到
昆仑火柴公司、织布厂、理发店等工
厂、作坊、商店中进行活动，与工人交
朋友，举办平民夜校，一边组织工人和
店员学习文化知识，一边讲解马克思
主义关于工人阶级历史使命的基本常
识，进行革命理论的启蒙教育。到年
底，全县 50%以上的公司、厂、店成立
了工人小组或工人联合会。

（三）组织河汾中学学生示威，迫
令县政府释放扣押的农民

1926 年夏秋之际，正当大秋作物
急需灌溉之际，肖家庄村地主、劣绅却
独霸文峪河水，不让农民浇地。肖家
庄农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自动组
织起来，成群结队地与地主、劣绅进行

说理斗争。地主、劣绅对群众的反抗
既惧怕又憎恨，他们暗中勾结县政府
官员，以“农民闹事”为借口将几个领
头的农民扣押进城。汾阳党、团组织
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商量对策，安排
李旭东等组织河汾中学学生到县政府
示 威 ，要 求 立 即 无 条 件 释 放 被 押 农
民。县政府迫于学生和社会压力，不
得不将扣押的农民全部释放。

12月 25日，中共汾阳特支改建为
中共汾阳地委。

（四）组织冀村等地成立农民协会
1927 年春，中共汾阳地委派杨毓

栋等人到冀村等村镇开展农运工作，
介绍国民革命的形势，启发引导广大
贫苦农民团结起来与土豪劣绅作斗
争。经过一段时间的宣传、发动和组
织工作后，冀村、三泉、上达等村镇成
立了农民协会。通过农民协会将广大
贫苦农民团结起来，开展了与地主的
斗争，实行减租减息减押，废除苛捐
等。

（五）组织成立汾阳县总工会
1927年 5月 1日，中共汾阳地委在

广智园召开了千余人参加的纪念“五一”
国际劳动节暨汾阳县总工会成立大会。
会上，对阻挠工人参加大会和不允许成
立工会组织的厂老板进行了斗争。大会
选出 7名执行委员，李伯生、李正旺、贺
衍庆等当选为县总工会负责人。县总工
会成立后，基层工会组织得到迅速发展，
工会会员发展到1200余人。

（六）组织县城各界隆重悼念李大
钊烈士

1927 年 4 月 28 日下午，伟大的马
克思主义者李大钊被军阀张作霖绞
杀。5月初，中共太原地委专程来汾阳
传达中共中央紧急指示，要求各地隆重
纪念李大钊同志，尽量公开召开追悼
会，也可以用文艺形式大力宣传革命精
神。国民革命军第三军中地下党员郑
坦连夜赶写出剧本《革命魂》，中共汾阳
地方党员和国民革命军第三军中地下
党员不分昼夜赶排节目，布置会场，组
织动员群众。准备工作就绪后，在狄公
庙（现址在鼓楼西街招待所对面）举行
了有数千人参加的，为期 3天的悼念活
动。话剧《革命魂》由郑坦扮演李大钊，
台参谋扮演反动法官。舞台上，李大钊
大义凛然、义正辞严，法官强词夺理、蛮
横凶残。演出激起广大人民群众对反
动军阀和帝国主义的仇恨，会场上爆发
出一片“打倒军阀”“打倒张作霖”“打倒
帝国主义”的口号声。

1927 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
革命政变，汪精卫发动“七一五”反革
命 政 变 ，山 西 阎 锡 山 当 局 加 紧“ 清
党”。在白色恐怖下，汾阳革命斗争形
势日益恶化，部分党员开始动摇或持
观望态度，党组织被迫转为隐蔽活动，
各工厂的工会组织遭到老板的压制和
打击，原来蓬勃发展的工会和学生会
被查禁或解散，汾阳地方党组织领导
的各项革命运动难以开展。在此情况
下，中共汾阳县委坚持秘密活动，在着

力于巩固党的队伍
的 同 时 ，在 学 生 和

工人中进行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1927 年 7 月，中共汾阳地委改建为汾
阳县委。1927年 12月 25日，中共汾阳
县委组织部分党团员利用圣诞节之机
进行反基督教宣传时，县委领导人王
森等被抓捕，县委遭到破坏，党的组织
活动陷入低潮。

1927年 12月 28日，汾阳县学联主
席解学智到狱中探望王森。王森暗示
解学智销毁党内秘密文件。根据王森
暗示，解学智找到秘密文件，将其全部
销毁。与此同时，县委保存在汾阳医院
地下室中的秘密文件也进行了销毁。

1930 年 11 月，冯玉祥、阎锡山联合倒
蒋的中原大战失败后，冯玉祥带领残部及
开封军校学员千余人撤到汾阳。开封军校
易名为汾阳军校。不久，军校中的中共地
下组织与山西特委取得组织联系，同时，将
军校内党支部改建为中共汾阳军事工作委
员会。1932 年 2 月，中共汾阳军工委改为
中共汾阳县临时委员会。同年 5 月，又改
为中共汾阳区工作委员会。汾阳军校党组
织在地方发展党员、扩大组织，再次组建了
中共汾阳特别支部，使地方党组织得到恢
复。党组织恢复后开展了以下几方面的重
点工作：

（一）党组织在汾阳医院设立地下交通
站

1931年夏，中共汾阳特支在汾阳医院
设秘密交通站。交通站负责接应来往的地
下工作人员，传递党内文件，转运枪支弹药
及各种物资用品。陕北和山西各地党组织
派来汾阳的人员常以“病人”身份住在医院
里，在医院党组织的协助下进行工作。一年后，上级党
组织派郑推先（冯玉祥儿媳，地下党员）住到医院，专门
负责此项工作。此外，在交通站掩护下，一些红军、游
击队伤员也送到医院治疗。

（二）召开抗日救国群众大会
1931 年，日本关东军蓄意制造“九一八”事变，侵

占我国东三省。一时间，抗日反蒋怒潮风起云涌。12
月 22 日，在汾阳地下党组织的倡导和推动下，汾阳县
城内召开抗日救国群众大会，并约请爱国将领冯玉祥
出席。会上，冯玉祥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他说：日
本帝国主义 9月 18日侵占了我国领土东北三省，那里
的同胞遭到了猪狗都不如的欺侮，真是亡国之民不如
丧家之犬。我们大家要团结起来，打掉一切阻止抗日
工作的障碍。国民党汾阳县党部失于职守，不支援抗
日，国难当头，袖手旁观，真不如鸡犬。养鸡能司晨，养
犬能看门，这些鸡犬不如的东西应该打倒。他的讲话
切中时弊，博得一片掌声。最后，他领着大家高呼：“打
倒日本帝国主义狗强盗！”

（三）中共汾阳特别支部发动学生参军抗日
1933年 3月，山西省教育厅宣布全省中学应届毕业

生于夏季举行会考计划遭到许多学生的反对。中共汾阳
特支借此机会发动铭义、河汾两所中学的进步分子联合
广大青年学生抵制会考，动员学生参加冯玉祥军队，随军
北上抗日。最后，有近百名学生参加了抗日同盟军。

中共汾阳特别支部的创建

中共汾阳特别支部的重要贡献

在白色恐怖下坚持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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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汾阳特别支部再次遭到
破坏和中共汾阳县委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