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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击队在汾阳、中阳、孝义一带发动组织
群众，在一些村建立了农民协会，实质上成为
游击区的村政权；组织群众斗争地主恶霸，没
收老财的财粮，抗粮抗税；在西宋庄，游击队在
农会协助下开办了列宁小学，儿童入学一律免
费，还办了农民夜校，吸收附近农会干部和贫
苦农民参加学习，讲解穷人团结起来闹翻身的
革命道理。游击队在春耕和农忙的时候，还经
常帮助贫苦农民家干活，要求共产党员吃苦在
前勇于牺牲，联系群众遵守纪律。之后，又成
功策反了敌驻汾阳永安镇一个加强排 40余人
起义。永安起义震动了山西当局，也使游击队
的力量扩大到 90余人，长短枪 80余支。

短短几个月内，晋西游击队在吕梁山区以
隰县、孝义、汾阳、离石、中阳五县交界地区为
中心，将游击活动的区域扩展到周围各县，声
势浩大，威震晋西。

1931年 8月，山西当局调动一个师的兵力
和地方武装近万人，“进剿”吕梁山根据地。在
危急的情况下，中共山西特委召开了紧急会议，
正确分析了形势，为保存这支红色武装力量，做
出了择机西渡黄河决策，并将此通知了中共陕
北特委。晋西游击队领导人按照中共山西特委
部署决定率部突围，向西转移，在粉碎敌人多次

围追堵截后，终于渡过黄河，踏上陕北高原。
从此，晋西游击队在中共陕北特委的领导

下，在安定、清涧、延川、靖边一带开展游击活
动，深入发动群众，打击土豪劣绅，改造武装土
客，创建骑兵，壮大队伍，最多时步、骑兵达到
300多人，声威大震。1931年 9月，以晋西游击
队为基础组成陕北支队，与刘志丹领导的南梁
游击队会合。10月，两部合编为西北反帝同盟
军。1932年 2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
击队，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先后担任总指
挥。这支诞生在山西的红军队伍，为开辟、坚
持陕甘和陕北革命根据地，建立红二十六军和
红二十七军做出了重大贡献。

供稿单位：孝义市委党史研究室（孝义市
地方志研究室）

贺龙中学由贺龙同志亲手创办并亲
自兼任校长，在战争年代培养了大批优
秀的军政干部，其前身是陕甘宁晋绥五
省联防军驻晋随营学校。76 年来，贺龙
中学弦歌不辍、薪火相传……

1945 年 8 月，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
军司令员贺龙率部东渡黄河，向日伪占
据的汾阳、离石、文水等县城发起总攻。
9月 1日凌晨攻克文水县城，9月 2日，贺
龙得知文水中学有几百名学生渴望参加
革命，兴奋地说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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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日下午，
贺龙同志召集随军工作团和县委负责同
志共同筹备建校，并议定校名为“陕甘宁
晋绥五省联防军驻晋随营学校”，吸收了
这批知识青年。

1945年 9月 5日，阎锡山军队反扑文
水，随营学校撤离文水县城，几经辗转，
于 1945 年 10 月 迁 到 方 山 县 大 武 镇 定
址。1946年 7月 1日，由校方提出更名意
见，经全体教职学院讨论，决定随营学校
更名为“贺龙中学”。

当年贺龙中学教学条件异常艰苦，民
房是教室，窑洞是宿舍，上课、自习、开小
组会都挤在一盘土炕上。教材多数是由
教师自行编写，然后油印发给学生。来不
及油印的，教师就在课堂上讲，学生边听
边记。学习用品也很简单，每月发麻纸 15
张，蘸笔尖一个，学生用木棍当笔杆，用破
砖头垒起来放块木板就是课桌，一块石头
就是凳子。若上大课，几个班的同学集中
在大操场上席地而坐。就在如此条件下
大家学习的热情依然高涨。

贺龙中学特别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紧
密结合，从各班抽调学生，编组分赴大武
镇及周边村参加土地革命，接受反封建
斗争的洗礼 。“同学们，加油赶，不远就
到榆林山！同学们，再加劲，榆林山上逞
英豪！”这是当年贺龙中学师生经常传唱
的号子。

当时为了生产自救，节约度荒，支持
前线，学校组织师生开荒种地、手工纺
线、编草鞋、缝军衣，开展轰轰烈烈的大
生产运动。学校还组织成立“贺龙中学

战地服务团”，先后抽调 200余名学生参
加战地救护、押运和教育俘虏等支前工
作，让学生们从战争中学习打仗，得到锻
炼。贺龙中学的学生们在战地机智勇
敢、吃苦耐劳、不怕牺牲，出色地完成了
组织交给的任务，受到上级嘉奖，《晋绥
日报》头版报道了《贺龙中学师生积极服
务前线》的事迹。

贺龙中学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有志青
年，他们穿着朴素却胸怀天下，满腔热忱
奔赴战场，为彻底消灭反动派，保卫延
安，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晋绥边区英勇
作战，有的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我是在贺龙同志亲自教导下成长
起来的，我的人和心早已交给了贺龙中
学，逝世后请把我的骨灰撒到贺龙中学
的北山坡，我愿为贺龙铜像、贺龙中学站
岗放哨，了却心愿。”这是当时贺龙中学
的指导员，恢复贺龙中学的倡导者王建
国同志的临终遗言。

1957 年，王建国毕业于南京军事学
院军政系，曾在贺龙中学西北军大担任
过大队长、事务主任等职务，因屡建战功
被授予“人民功臣”称号。去世后，王建
国的后人遵照他的遗愿，将其骨灰撒在
了贺龙中学周边的大山里。

1948 年，贺龙中学与陕甘宁晋绥联
防军步兵学校合并，成立西北军政大学，
南迁临汾。1949年 7月，贺龙中学停办，
在历时三年多的时间里，贺龙中学累计
培养学生 3000 多名，他们之中，省军级
干部 17名，地师级干部 50余名。

贺龙中学南迁临汾后，吕梁军区接
管原贺龙中学，开办地方干部培训班。
1971 年方山县恢复县制，学校扩大为完
全中学，1982年撤销高中部，成为一所初
级中学。1985 年 9 月，分布在全国各地
的老校友代表 370余人，重聚贺龙中学，
并恢复了“贺龙中学”的校名。

供稿单位：方山县委党史研究室（方
山县地方志研究室）

图①为贺龙中学学校旧貌
图②为随营学校教材用书
图③为泛黄的毕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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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 5月上旬的一天，游击队
在孝义五区的辛庄村（今属交口县温
泉乡）举行了成立大会。会场上插着
缀有镰刀斧头和五角星的队旗。指
战员个个颈系红领带（表示勇于为革
命流血牺牲，所以又名“牺牲带”）。
成立大会由拓克宽主持，他宣布了

“中国工农红军西北游击大队晋西游
击队第一大队”正式成立，公布了经
山西特委批准的领导人员名单：大队
长拓克宽，副大队长阎红彦、吴岱峰，
政委黄子文，党总支书记杨重远，财
经员白树梅。大队辖两个中队：第一
中队长由阎红彦兼任，辖胡廷俊、李
成兰等三个班；第二中队长白锡林，

辖陈玉清、周维仁等三个班。
杨重远在会上率领全体队员举

手宣誓：“吕梁山上红旗飘，红军诞
生在今朝。马恩列斯为导师，共产
主义是目标。队前宣誓决心表，革
命到底不动摇。”宣誓后，由阎红彦
讲解了成立工农武装进行武装斗争
的意义，以及红军的性质、任务、纪
律和毛泽东同志制定的游击战十六
字诀等。从此，山西诞生了第一支
由党直接领导的工农革命武装。

游击队成立后没几天，队部就
转 移 到 孝 义 县 西 宋 庄（今 属 交 口
县），以这里为根据地，在吕梁山开
展游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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