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汪愚：1926 年出生，现年 95 岁。江苏省
灌云县人，1951年南京金陵大学研究生硕士
毕业，被分配到上海华东军政委员会农林部
工作，1953 年调到北京中央林业部造林司、
计划司工作，1956 年评上了林业工程师，
1957 年被错划为右派。 1958 年下放宁夏，
先后在泾源县、固原地区及林建师搞林业
工作。曾任固原地区林科所所长，1980 年
调中央林业部三北林业局工作，任处长、副
总工程师和总工程师。九三学社宁夏区委
会副主委、主委；五届宁夏政协副主席。七
届全国政协委员、九届全国政协常委、1993
年当选自治区七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全
国人大八届人大代表、常委；现身板尚硬朗，
思路清晰。待人和善、德高望重是人们对他
的评价。

汪愚的幼年正逢国民党统治时期，日寇
侵略我国，连年战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
他的童年也在动荡中度过。5岁时跟随父母
从江苏省灌云县搬迁到上海。

毕业于北京政法学院的父亲对子女的教
育特别重视。汪愚 5岁时就被送到上海市比
德小学读书，开始接触现代教育。1936年，全
家又从上海搬迁到青岛。1937年抗日战争爆
发，青岛沦陷，有着强烈爱国情怀的父亲不愿
在日寇的铁蹄下受辱，带着全家从青岛逃难
到四川成都。

汪愚：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沦陷、南京

沦陷、青岛沦陷，当时的战乱每天都在变化，
父亲带着全家逃难到了成都。我当时正好读
小学六年级，后来中学也在成都县中上的，就
是现在的成都七中，成都七中的前身是西汉
大儒扬雄的墨池书院，很有名，成都七中的教
学风气特别好，也是全国的名校。抗战胜利
那年我高中毕业。考上了金陵大学。毕业时
成绩优秀，被吸收为中国荣誉学会的会员。
之后在金陵大学农学院农经系读研究生，取
得了硕士学位。

1951 年 9 月，汪愚被分配到上海华东军
政委员会农林部工作，在计划处、农政处从事
农业、农村的调查研究工作。新中国成立初
期，全国上下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在你
追我赶的建设热潮中，有知识、懂技术的干部
十分抢手。1953年，汪愚又被调到北京中央
林业部造林司、计划司工作，参加过《林业部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及《黄河总体规划水
土保持》编制工作。由于工作认真扎实，3年
后评上了林业工程师。这个时期的汪愚无论
工作还是生活都是顺风顺水。1956年他在林
业部加入了民主党派九三学社。

这时一场没有想到的事件发生了，在
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他被错划右派，下放宁
夏，从此也扎根在了宁夏。

汪愚：我被错划成右派。原因是给领导
反映了些群众意见，我是 1956 年在林业部
参加的九三学社，九三学社有个规定，必须
是工程师以上职称的人才能参加。我还被
选为九三学社林业部支部委员。1957 年全
国搞大鸣大放，要求给政府和领导提意
见。因为我是林业部九三学社支部委员，
部里领导召开的整风提意见会都叫我参
加，开始我没有发言，到了后期，部里的领
导一再鼓励说：大家要积极发言，提意见是
帮助组织上改正错误，是积极上进的表
现。我听了这样的要求后，就把在群众中
听到的一些意见提了出来，后来成了右派
言论，被错划为右派。

1958年初，宁夏回族自治区正在筹备成
立阶段，各行各业都缺干部，中央政府这时向
各部委发出了支援宁夏干部的要求。宁夏筹
备工委也借这个机会，向国家各部委要人，请
求援助些技术和管理型干部。林业部在贯彻
中央支援宁夏的指示时，抽调了 35名干部下
放到宁夏，就这样，汪愚和 35名同志一起登上
了西行列车，风尘仆仆地来到了宁夏，时间为
1958年 3月。

（拜学英 王旭阳 蔺银生）

赫光（1902-1931 年），原名万锡绂，
字季玺，1902 年 2 月 9 日出生，宁夏固原
县杨朗镇万家堡子人。

赫光兄弟 3人，他最小，父亲万成章
是清朝秀才，由于受家庭熏陶，他自幼就
勤奋好学。8岁入私塾，11岁入固原县高
等小学，16 岁考入甘肃平凉陇东公立中
学堂（现平凉一中）。以著文为善长，他的
一篇优秀作品，至今尚陈列在平凉一中的
成绩展览室里。

1922年，赫光应招到北洋军阀吴佩孚
办的洛阳讲武堂学习军事。由于马列主
义在这里的传播，在进步同学的感染下，
他读了《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
科学的发展》等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还读
了国内的进步刊物《新青年》，这激发了他
追求真理的革命思想。

1924年，赫光从讲武堂毕业，被吴佩孚
任命为直属机枪连连长。接而擢升为迫击
炮营营长。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吴佩孚败
阵，赫光回到家乡，目睹了固原农村经济凋
敝，人民群众穷困潦倒的惨景。正在这时，
他接到了同学的来信，毅然离开了父母与
妻子，踏上了新的征程。

赫光离家之后，与党组织接上了关
系，经过考验，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组
织考虑他上过军事学校，打过仗，中共豫
陕特委决定让他搞兵运工作。

高桂滋是国民党原驻榆林的头目，
后到安徽阜阳，任国民党四十七军军长。
在这支部队里，由于陕北党组织建立的较
早，所以，早已有许多共产党员在那里活
动。赫光受中央军委派遣，以国民党军部
少校参谋的公开身份与苗广义、刘明德等
中共党员一起开展革命活动。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二”反革
命政变后，许多共产党员遭屠戮，轰轰烈
烈的大革命陷入低潮。中共党组织将公
开暴露的党员撤离，尚未暴露的同志仍然

隐蔽起来坚持斗争。赫光因有很好的隐
蔽身份，所以他被留了下来。赫光很快看
准了在军部当通讯员的齐渭川，经过做工
作，讲述革命道理，齐渭川成了重要的秘
密通讯员。为了进一步巩固和扩大组织，
赫光与中共皖北特委书记魏野畴取得了
联系，在特委的帮助下，党在四十七军的
组织得到了恢复，并发展了党员。

1928年，蒋介石进行北伐，高桂滋部奉
命由阜阳向山东开拔。经皖北特委同意，赫
光等准备在金乡县羊山集举行兵变，但未能
成功。从而吸取教训，为了掌握兵权，赫光千
方百计离开了军部而当上了营长。

1929年，蒋冯阎“中原大战”结束后，
高桂滋部到山西平定县驻防。由于党的活
动力量越来越大，到1931年，在高桂滋部已
有五六十名共产党员，而且主要骨干都在
赫光所在团，许多人都担任了下级军官，握
有实权。由于党的思想工作，加上当时几
月不发饷，生活又非常艰难，鉴于此，中共
北方局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于是指示中共
山西特委将高部3个团拉出来，在五台山一
带建立革命政权，经中央军委批准，决定成
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四军。

山西五台山地区，党的力量强，群众
基础好，山大沟深，地势险要，赫光根据中
央决定，制定了兵变的周密计划，并到太
原，向山西特委书记刘天章作了汇报。

正当兵变准备工作紧张进行之际，
1931年 6月末，因叛徒告密，高桂滋突然
将一团二营八连共产党员，排长刘玉珊逮
捕。赫光急报山西省委，刘天章认为必须
先发制人，立即兵变。山西省委进入了紧
张工作，“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四军”十一
个大字由省委委员、共青团山西省委书记
娄凝写成并由其爱人连夜绣在了红旗
上。准备好的红二十四军袖章、布告、传
单也及时送到了平定。经省委请示中央
同意，山西省委第一书记谷雄一协助赫光

领导兵变。赫光得知消息十分高兴。7
月 3日，骑马从阳泉火车站将谷雄一迎到
平定，当即召开会议，传达省委决定，商定
具体行动方案。此时适逢高桂滋同下属
3个团长去北京为其父祝寿，加上次日是
星期六、晚上军官回家，士兵自由活动，戒
备不严，于是决定 4日晚 12时举行兵变。
一切准备就绪，不料师部手枪连一个党员
班长酒醉泄密，于是赫光当机立断，下令
提前半小时行动，攻占了司令部，救出刘
玉珊。经过几次冲锋，虽没攻开城门，但
他们散发和张贴了印有军长赫光名字的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四军布告》和传
单，起到了宣传作用。

7月 5日晨，起义军 1100余人在孟县
清城村外交叉路口集中。谷雄一宣布：

“经党中央批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四
军正式成立。”然后，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选
赫光为军长，谷雄一为政治委员。

7月 8日至 11日，红二十四军解决了
一个保安团，又歼灭了一支保安队，把军
队开到五台县的柏兰镇。13日，进入河北
平山的蛟潭庄、柳木园一带。19日到达阜
平县，20日，进至城郊沙河岸停止前进。
群众纷纷出来欢迎红军，并为红军筹粮筹
款。接着，打开监狱，释放了全部在押政
治犯及一般犯人。赫光军长在开狱释囚
大会上发表了充满激情地讲话：“旧衙门
是咱穷人的阎王殿，监狱就是鬼门关。天
下穷人是一家，我们就是为穷人才暴动
的。大家团结起来，打烂阎王殿，砸断铁
索链，愿意闹革命的参加红军，不愿的请
回家去吧！”话音刚落，几名青年“犯人”报
名参加了红军。有的老人跪倒在地，热泪
盈眶地说：“红军是咱穷人的救命恩人。
我是欠了地主的账，被关进监狱的。我老
了，不能从军，就让我儿子参加红军吧！”
赫光和谷雄一连忙扶起老人，不几天，虽
经劝说，老人仍然把儿子送来参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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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宁夏党史概述

宁夏党史大事记（一）

国民军联军冯玉祥部第二师刘郁芬等部队经过宁夏开往兰州时，在该部做政治工作的中共党员宣侠父、钱清泉
等，曾在平罗、银川、宁朔（今青铜峡市）、中卫等地进行了革命宣传。

钱清泉赴陕北与陕北党组织取得联系后，带领李临铭、牛化东、吕振华、王兆卿等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 30余人途经
宁夏赴兰州军事政治学校参加学习。为急需加强宁夏工作，支援部队过境。因而，钱清泉应驻宁国民军联军中党组织
的要求，请李临铭、贺维新、马思然、陶振亚、郭维华 5名中共党员和一些进步青年留在宁夏做工作，很快他们与国民军
联军中的共产党员马云堃、贾一中等共同成立了中共宁夏第一个党的组织——特别支部，李临铭任书记。

国民军联军进驻盐城后，二十四旅政治部主任王恩培和罗成进、王自成等共产党员组建中共盐池县支部，王自成
任支部书记，并发展油漆匠李志恒、皮匠郭秉义和卖柴火的刘孝喜为共产党员。

邓希贤（邓小平）、王涤亚（王成荣）、朱逸尘（朱世衡）3人由苏联回国途经宁夏，住在后方留守处。由后方留守处
王一飞安排，在银川养病的中共党员孔广耀、彭桂林、刘贯一与从苏联归来的邓希贤等 3人同行，他们临时组成一个 6
人小组，经吴忠、中宁、同心、固原、平凉、泾川、彬县、礼泉、咸阳等地于 4月底到达西安。

16日，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部司令冯玉祥和政治部副部长、中共党员刘伯坚率部离宁进驻西安。离宁时，成立了
后方留守处，亦称办事处。中共党员，国民军联军第六路军政治顾问，国民联军国民党最高特别党部执委会常委王一飞
任处长。机关设在银川鼓楼南街，国民军联军驻宁夏的后方留守处实际是我党的后方党委和接待处。

19日，陕西省委决定，将中共宁夏特别支部划归陕西省委领导。特支共有 6人，其中 3人负责工运、国运、青运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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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革命英烈

据陕西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文件记载，中共宁夏特支此时有 6名党员，其中工人 1人，知识分子 5人，正式党员 5
人，候补党员 1人。由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共宁夏特支书记李临铭回陕西定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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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
（1937.7-1945.8）

在抗日战争时期，尽管党的组织曾
几次遭到敌人的严重破坏，但是，革命活
动并未因此而停止。

1937 年 8 月，中共中央统战部派联
络局副局长张子华（即王绪祥，宁夏中
宁县人）以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代表的
身份来宁夏做马鸿逵的统战工作，交涉
在宁夏省城建立八路军办事处，释放红
军长征、西征中被俘人员及边境有关问
题，他利用当年的故旧关系秘密建立了
以袁金章为首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小
组。组织“宁夏抗日少年战地服务团”
从银北到银南利用演讲、演戏、画漫画
等方式进行抗日宣传。

同年 10月，中央决定建立中共宁夏
工作委员会，开辟对宁夏省国民党统战工
作，书记先后为杨一木、李仰南。正当宁
夏工委积极组织抗日救亡活动时，被曾混
入定边活动的特务马自成发现，为了保存
革命力量，经中共宁夏工委决定，将大部
分党员于 1939 年春撤回边区，留在宁夏
的只有白玉光、杜琳、马云泽等。

1939 年底，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派
崔景岳、王博来宁夏与白玉光等在青铜峡
小坝学校组建了中共宁夏工作委员会，书
记崔景岳，组织部长白玉光，宣传部长王博。
正当宁夏工委领导其下辖的五个支部 36
名党员深入开展革命活动时，由于杜琳同
志言行不慎，警惕性不高，被国民党宁夏
军警联合督察处所派特务李郁华跟踪监
视，1940年 4月 13日晚，崔景岳等 34名同
志先后遭敌逮捕。在狱中，崔景岳虽然一
次又一次被上大刑，受了皮肉之苦，但他
毫不屈服，继续说服和领导同志们进行坚
决斗争。

在敌人软硬兼施无可奈何的情况
下，1941 年 4 月 17 日，崔景岳、孟长友及
在盐池回六庄被敌人骑兵抓捕的陕甘宁
边区回民工作团团长马文良 3人惨遭活
埋，英勇就义。

不久，党组织又从不同渠道派来的
回族青年何自成等党员和革命青年，正当
他们进一步深入革命之时，又遭敌特机关
破获。何自成受尽酷刑，敌人用竹签刺透
十指，但他仍然谈笑风生，鼓舞战友斗
争。1943 年 4 月 17 日，何自成、毛达（毛
英华）陈硕甫、刘斐 4名同志在崔景岳等

同志就义的地方再遭敌人活埋。
这两次事件，使我党遭到在宁夏建

立组织以来最惨重的损失，充分暴露了国
民党反动派的残酷无情，也唤醒我党吸取
沉痛的教训，在敌人严密封锁切实防范的
情况下，为今后的胜利要采取更有策略的
手段，进一步提高革命斗争艺术。

1942年 9月 4日，中共三边分区委员
会研究决定，成立中共金灵工作委员会，
书记何广宽，组织部长徐宗岳，宣传部长
江云。鉴于以往的教训，机关驻在陕甘宁
边区的盐池县曾家畔，主要任务是对宁夏
国民党统治区中层人物进行统战，在基层
建党，进行社会调查。后因地方工作由三
边分区委员会改为三边地区委员会承担
且调走了一些同志，中共金灵工委于
1943年 3月 1日撤销。

这时，党在宁夏各县的工作便由新
建的余庄子、红井子、三段地 3个据点来
领导。

1945年 3月，中共三边地委决定成立
河东工作组，组长赵文献，副组长梁大均，
进一步加强了党对宁夏工作的领导，明确
提出了发展党员的主要对象是工人和农
村贫苦农民，年底共发展党员 60余人。

为革命事业不懈奋斗——赫光 崔正陵：男，1935 年出生于江苏盐城。
1950年随家迁居上海。1957年从上海第二师
范毕业，即分配到长宁区天山一小任老师。
1958 年随上海文教大队支宁，历任小学、初
中、高中语文教师，中学教导主任、副校长、校
长兼书记等职务。中学高级教师。业余喜爱
诗词创作，系中华诗词学会会员。曾任宁夏
诗词学会副会长、顾问、《中华诗词文库·宁夏
诗词卷》副主编、《当代诗词集成·宁夏卷》主
编。已出版《百步斋诗文集》《平仄人生》《感
事抒怀》等诗集。

崔正陵的人生有起有落、有悲有喜，正
所谓《平仄人生》。青年时期的诗作多天宽
地阔、信马由缰，中年后的作品更多感悟与
忧思，50岁后的创作有礼赞、有企盼、有轻风
细语柔情似水的抒怀、还有策马扬鞭的奔腾
激奋。

崔正陵喜欢诗词有祖父和外祖父的熏
陶。祖父是清末民初淮安府名振一时的大律
师，据《崔氏宗谱》记载，祖父为人耿直，作为
律师，他拒贿秉公、扶正压邪，深得民望，50岁
时，当地民众筹做了一块“保障人权”的金字
大匾浩浩荡荡抬游四乡八镇，赠送给他。祖
父喜欢写诗，外祖父北京法政大学毕业，也喜
欢写诗。属诗香之家。这对崔正陵后来成为
诗人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幼时的崔正陵所受教育较为完整，诗作
以记述生活场景为多。

扑鼻清香稻上场，儿童翻滚正颠狂。
牛拉石磙悠悠转，吆喝声声送夕阳。
1952年，崔正陵在一旧书摊上购得一本

《唐诗三百首》，爱不释手，熟读于腹，这也对
他后来诗作中多是七言绝律有了影响。尽管
出身书香门第，但他的童年是在战乱中度过，
枪炮声中留下了父亲当兵抗日的故事，也留
下了不愿打内战，退出兵役教书湖口的记
忆。可叹的是还背上了地主家庭出身、及历
史反革命两个沉重的包袱。

崔正陵：初中毕业时，就因为地主家庭出
身和历史反革命父亲这两个沉重的包袱，虽
然入了团，却未能直升本校高中（华东师大附
中），我赌气报考了师范。毕业后在上海市当
了一名小学老师，后来也是因为这两个原因
来到宁夏。

1957年崔正陵从上海第二师范毕业后，
被分配到当地一所小学当老师，当年就赶上

了反右斗争，他也积极投身到运动中，还被
学校评为反右积极分子。这时候的他一心
向上，总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让人忘记他的
出身，当时流行的说法是：出身不由己，选择
在个人。

1958年夏天，受左倾思潮影响较大的上
海市搞了个纯洁城市人口工作，正考虑将上
海市在反右运动中划定的右派、有历史问题
的、家庭成分高的几类人群清理出上海。同
一时期，宁夏回族自治区也进入了紧张的筹
备成立阶段，需要大批有知识、有文化的干
部，最缺的是教师，向上海市提出请求，希望
选派一批优秀教师支援宁夏。于是上海的
500多名被打成右派的、有历史问题的、家庭
成分高的人成批被派往宁夏。崔正陵没了选
择，在校领导的动员下，报名支宁。

崔正陵：学校接到通知，要动员这些人
报名来宁夏。动员时说是自愿，但没人敢不
报名。我母亲当时有严重的肺病，姐姐远
嫁，家中还有个不懂事的弟弟，给母亲说了
报名情况后，母亲从床上爬起来，想去学校
找领导，说明家里的情况，被我阻挡了。无
奈中只能把年幼的弟弟带上，让母亲一人
留在家。学校的书记动员我来宁夏时还
说：去支援宁夏 10 年，就可以重回上海。
上了火车后知道，很多学校都对支宁的老
师有过这样的承诺，有的说 5 年，有的说 10
年，还有说 15 年的，最后这些承诺全没兑
现，都留在了宁夏。

从上海开往宁夏的西行专列是 1958年 9
月 19日出发，车站送行的场面多是分离的伤
感和悲泣，还有默默无声的隐忍和对前途的
忧惑。火车上他遇到了熟人张德甫，是上海
一所中学的老师，崔正陵参加过批斗张德甫
的大会，罪名是变质的共产党员。

旅途中气氛极为沉闷，整个专列除了带
队的几个人外，全是有问题的人。没人敢交
流，也没人愿交流。都在默默的想着家人、想
着前途，也在想着未知的宁夏。崔正陵说：来
前对宁夏的了解就是唐诗中的“大漠孤烟直，
长河落日圆”，唐朝诗人王昌龄所作的：“秦时
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
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的诗句也让他猜出，宁
夏是个边陲之地，他查了地图，知道宁夏在地
理上属塞外，生产力较为落后。

（蔺银生 王旭阳）

六盘山林业恢复的踏路人——汪愚

用诗记录人生的优秀校长——崔正陵（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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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愚。（图片由本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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