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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 年 11 月 ，冯 玉 祥 和 阎
锡山联合讨伐蒋介石的中原大
战结束后，冯玉祥寓居峪道河，
所部西北陆军军官学校与警官
学校合并，由开封撤至汾阳，更
名为汾阳军校，驻汾阳县城文庙
内。同年冬，冯玉祥随员余心清
任铭义中学校长。余心清积极
倡导民主生活，支持学生运动，
多方设法筹集资金，创建铭中图
书馆并购置了大批进步书籍，有

《资本论》《辩证唯物主义》《国家
与革命》《华盖集》《呐喊》等马克
思、恩格斯、列宁、鲁迅的著作。
铭中学子通过大量的阅读，更深
刻地思考社会，思考人生。一些
进步青年从图书馆借读马列主
义书籍解决了长期困扰自己的
思想问题，加之军校中的中共地
下组织积极开展党的活动，先后
派人到汾阳医院、铭义中学、河
汾中学、峪道河小学等地发展党
员。此后不久，中共汾阳地方组
织得到恢复（1927 年中共汾阳地
方组织领导人被捕，党组织曾遭
到破坏）。在此期间，铭中建立
学生会，选举学生干部；开专题
讨论，议论国家大事；办墙报，讨
论人生，宣传抗日。由铭义中学
校学生会成立的“华铭社”，筹办
了《华 墙 报 社 月 刊》和《铭 义 季
刊》，在汾阳传播革命理论。“华
铭社”成立初期，由高中生李承
文任社长，由初中生赵擎寰任总
编辑。第一期华铭墙报为反日
救国专号，主要内容为声讨日本
帝国主义侵略东北，要求国民政
府出兵收复失地，声援全国学生
的请愿活动等。《华铭墙报》受到
学生的热烈欢迎，成为学生开展
反 日 大 讨 论 的 一 个 重 要 阵 地 。
之后，“华铭社”又出版《铭义中
学季刊》，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
略中国的评论文章成为创刊号
的重头文章。1932 年春开学时，
华铭社将刊物赠送全省各中学
及外省有联系的中学，扩大了宣
传面和社会影响。

战火中的战火中的““喉舌喉舌””
——汾阳革命战争年代创办的进步刊物

□ 吕焕春

宣传思想政治工作历来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鲜明特色和突出政治优势，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早在党成立之前，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就创办了《新青年》《工人周
刊》《劳动界》等刊物，普及马克思主义思想。党成立初期，便开始了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探索，创办了《向导》《红旗》《前锋》《中国共产党党报》《解放》等刊物作为中国共
产党的“喉舌”，不断推动中国革命的进步。1925年 2月，中央制定的《宣传部工作之进行计划》规定：对内应利用种种方法给予全体党员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理论的和实
际的教育，对外应利用各种机会使我们的思想能切实深入一切广大的被压迫群众之中。

汾阳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20世纪初，美国基督教会在汾阳创办了铭义中学、神道学校、崇德女校、汾阳医院、广智院等机构，当时汾阳还有公立河汾中学，而晋
西其它各县尚无中等学校，所以汾阳周围各县及陕北部分县的学生多到汾阳求学，汾阳成了晋西文化中心，一批进步知识青年集聚汾阳。因此，在革命战争年代里，汾阳
较早诞生了党团组织，并先后组织创办了《红五月》《闪光》《华墙报社月刊》《铭义季刊》《真实报》《敌区烽火报》《敌情动态》等进步刊物，犹如“黑暗的中国社会的一盏明
灯”，宣传普及马克思主义思想，启发觉悟、动员群众，作为与敌对势力斗争的重要手段，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强大的思想政治基础。

1919年五四运动后，汾阳爱国学生开
始觉醒。以李舜卿、武子程为代表的汾阳
进步知识分子进而追求新文化、新思想，
并开始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

1923年春，河汾中学进步学生李舜卿
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汾阳成
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社
青团汾阳支部。1924年，李舜卿转为中共
党员，汾阳进步知识分子武子程和铭义中
学 学 生 韩 寿 萱 加 入 中 国 社 会 主 义 青 年
团。同年秋，社青团汾阳支部改建为社青
团汾阳特别支部。

1925 年 5 月，上海、青岛的日本纱厂

先后发生工人罢工，要求改善劳动条件和
提高工资。在这场罢工中共产党员、工会
活动分子顾正红被枪杀，激起了中国人民
的愤怒。5月 30日，学生和工人群体发起
了反帝大示威。当天，英国巡捕公然向南
京路上手无寸铁的中国民众开枪，当场打
死十三人，重伤数十人，逮捕一百五十余
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中国人
民的反抗情绪更加高涨，反对帝国主义的
民族运动浪潮迅速席卷全国，在全国形成
了罢工、罢课、罢市的局面。在三罢斗争
中，中国共产党积极创办报刊引导斗争的
方 向 ，打 破 舆 论 封 锁 ，进 行 舆 论 引 导 。
1925年 6月 4日，《热血日报》在上海创刊，
发刊词中宣告：“现在全上海市民的热血，
已被外人的枪弹烧得沸腾到顶点了……
现世界强者占有冷的铁，而我们弱者只有
热的血，然而我们心中果然有热的血，不
愁将来手中没有冷的铁，热的血一旦得着
冷的铁，便是强者之末运。”

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汾阳，6月，共青
团汾阳特支动员各界爱国群众成立了沪案
后援会、五卅反帝运动会等组织，声援上海
人民的反帝斗争。沪案后援会组织进步青
年学生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并先后创办了
刊物《红五月》《闪光》开展宣传活动。社青
团汾阳特支还指派青年团员和进步学生返
回故乡组织、发动了离石、临县、孝义等县
的反帝运动。在这场运动中，汾阳又有一
批进步青年学生入党、入团。1925年初，武
子程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夏，汾阳创
建了吕梁地区第一个党组织——中共汾阳
特别支部。

《红五月》刊物

1925年 6月，共青团汾阳特支以学生
会的名义编印刊物《红五月》，以传单形式
到处散发，声援上海工人阶级反帝爱国斗
争，声讨列强和卖国贼。《红五月》中写道：
英日逞强权，惨杀我青年；弹如雨，血如
泉，人死奋空拳；尸横大道前，此仇不共
天；野蛮大和混，野蛮不列颠；同胞勿忘五
月卅，“民国”十四年。

与此同时，汾阳铭义中学学生会发表
《山西省汾阳铭义中学校学生会罢课援沪
宣告书》和《山西汾阳铭义中学校对英日
残杀同胞第四次宣言》，声援上海人民反
帝爱国运动。

《闪光》杂志

1925年 8月 20日，汾阳沪案后援会创
办《闪光》杂志。创刊词中写道：“闪光之使
命即是打倒帝国主义及媚外军阀，因之工
作便是：一、唤醒沉睡之民众；二、团结散沙
之民众；三、指导能力薄弱之民众”。团组
织通过沪案后援会还编印了大批的传单和

标语口号。这些反帝、反军阀的宣传品
及时地送往离石、临县、柳林、孝义、文
水等地，推动了汾阳临近几个县的反帝
爱国斗争运动，促进了吕梁地区党团组
织的创建和兴起，在吕梁地区早期革命
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25年 6月 4日，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第
一份日报《热血日报》（图为首期）

“五卅”运动期间，汾阳高小以上学生
联合会的抗日告同胞书

《山西省汾阳铭义中学校

学生会罢课援沪宣告书》
全 国 父 老 兄 弟 姐 妹

呵！惨杀的事现在轮到我
们个人头上了。我们还是
洋洋不睬吗，沪上洋人惨
杀学生的事是一块亡国的

“试金石”，英日用来试验
我们中国国民的，看中国
的国民是否到了亡国的地
步没有？假若我们对于此
事不发生十分的“反应”，
或竟不决裂的抗拒，那就代
表我们已经是亡国奴了。
因为沪上的学生是黄帝的
子孙，是中华的国民，大家
若不是黄帝的遗胄，中华男
儿，那就可以不起同情的。
况且英日两国，自与中国有
关系以来，没有一时不想把
中国人一口吞尽，所以在先
英国贩卖鸦片，日本发行金
丹，完全是杀中国人的证
据。盗窃我领土，鱼肉我人
民，重利层剥，吸我膏髓，
文化侵略，丧我精粹，挑剔
内乱，堆积外债，种种事
实，无非(是)趋我国民于死
地的“秘密手段”。我国的
最 好 国 民 因 此 溃 蹶 而 不
振 ，萎 靡 以 死 者 ，不知凡

几。然彼二国的患速度之
不敏，死亡之不尽，今更明
目张胆，在中国领土内，残
杀中国之国民，简直想“一
网打尽”才甘心的！我们
从前是处于“积弱势下”

“隐忍待机”，但是我们的
历程，愈等愈糟。等到现
在，他们拿起枪来，枪毙我
们各人的生命时，我们还
是等待吗？同胞啊！我们
祖先是莫(没)有受过耻辱
的，我们五千年的历史是莫
(没)有污点的。我们不能荣
耀祖宗，已经不算男儿身
手，难道连我们祖宗的遗
产，忍心坐视他人和盘托去
吗？就单单的论我们的五
尺之躯，也是父母生的，岂
可让洋人白白的割去我们
的头和脚吗？哎呀，同胞
们！中国存亡都在个人手
中操持，我们要求“同心合
力”“各尽能事”，那“碧眼黄
发”的贼和“倭寇”，立刻就
要驱走了，我们要是“凡人
为己”，那么，我们只有亡国
就是了！亡国的惨祸，看了
印度的高丽便知。

《山西汾阳铭义中学校对

英日残杀同胞第四次宣言》
同居中国土，同是黄

帝裔，谁无父老？谁无兄
弟？存亡与共谁忍弃？
这便是学生奋起的原因，
为与那伤亡的同胞表同
气。英日“文明帮”，驻足
中国地，不察是与非，乱
枪向我击。弹飞时，血花
乱溅，声响处，人头落地，
可怜伤亡诸同胞，谁非我
家亲兄弟？

英日海陆军，日向沪
岸逼，继续下杀令，继续
捕入狱，一条灿烂的南京
路，从今以后少人迹。那
家有心者，敢伤此天理？

一波尚未平，一波
跟着起，汉口杀同胞，更
非上海比，开的重机枪，
用的水龙器，伤者知多
少，死者以百计，七岁顽
童有何知，毒手杀死毫
不惜，政府几次提议案，
英日完全不在意，开枪
者，宣布无罪，杀人者，
以后不计，惨无人道，蔑
视公理，破坏世界和平，
实行帝国主义。果是爱
国者，从兹当奋起。

“民国”十四年六月
二十四日印于汾阳铭义
中学

大革命时期

（（上上））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