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大革命时期
（1966.5-1976.10）

1966 年 5 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宁夏跟
全国一样，各级党政机关、人民团体遭到了严
重破坏。

1967年 1月 27日，自治区党委被群众“造
反”组织非法夺权，成立了“抓革命促生产指
挥部”，行使各种权力。1967年 12月，成立了
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兰州军区副司令
员康健民为组长。1968年 4月，成立了以康健
民为主任的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实行党政“一
元化”领导，下设政治部、生产指挥部、保卫
部、办公室（即三部一室），党的工作由政治部
负责。1970年 3月，成立了中共宁夏回族自治
区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康健民任组长。1971
年 8月，恢复了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
康健民任第一书记。1973年 7月 11日，自治
区革委会政治部撤销，自治区党委下设办公
室、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四个工作机构，直
至 1976年 10月文化大革命结束。

尽管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林彪、江青
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破坏，但我们党终于取得了
胜利。党、人民政府、人民军队和整个社会的
性质都没有改变。由于全党和广大工人、农
民、解放军指战员、知识分子、知识青年和干
部的共同斗争，“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了
一定程度的限制。从整个国家来说，我国国民

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但仍然取得了进展。
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
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
就，其中包括一些新铁路和南京长江大桥的建
成，一些技术先进的大型企业的投资，两弹一
星的发射成功等。宁夏亦同样，广大党员干
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宗教界
人士等虽然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和迫害，但
绝大多数都能站在正确的立场上，始终没有动
摇热爱祖国和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坚强信
念。在经济建设方面，一批新企业建成投产，
还迁来一批工厂，特别是煤炭、水利、电力事
业得到了较快发展，全区粮食、油料作物丰
收，社会治安明显好转。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1976.10- ）

1976年 10月，党中央粉碎了江青反革命
集团，国家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
期。这个时期，经历了这样几个历史过程：

1976年 10月至 1978年底，各方面的工作
在徘徊中前进。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为了改变宁夏的社
会环境，使之走上有序发展的轨道，1977年1月，
中央任命霍士廉为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主任，
1978年4月兼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一批在“文
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迫害的忠于党的事业的
老同志陆续被“解放”，并进入各级领导班子。

新的自治区党委组织动员广大干部群众
对“四人帮”的罪行进行了彻底批判，平反纠
正冤假错案，并落实了政策；提出了工农业和
科技事业发展计划，学习先进，推动国民经济
的恢复和发展。但由于这一时期，在指导思想
上有“两个凡是”的束缚，全区工业呈现出在
徘徊中前进的局面。

从 1979年 1月到 1982年 10月，全区工作
全面进入了拨乱反正。

1978年 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
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上来，并全面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
前的“左倾”错误，从而开始了具有深远意义
的伟大转折。自治区党委于 1979年 1月召开
党委扩大会议，学习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研
究了工作重点转移的贯彻措施。会议还分析
了“文革”前 17年宁夏的工作，正确处理了“文
革”中自治区几个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

1979 年 2 月，中央任命李学智为自治区
党委第一书记。区党委首先抓了党的教育，
通过多种形式，对党员进行分批分期培训。
以《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 1982
年 9 月党的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章为中心内
容，对广大党员进行了四项基本原则和党的
基本知识、党规、党纪、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教育，使全区党员在思想上、政治上同党中
央保持一致，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起先锋模范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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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北方局派原北平市委领导成员、组织部长杜润滋（杜自生）来宁夏省城开辟工作，恢复和建立党的组织。杜润滋利用
与杜立亭同乡、同学关系，在宁夏中学任教，以此为掩护开展工作。

宁夏中学教师黄执中，回陕北米脂县接家眷，宁夏中学校长徐宗孺请其代为学校聘请教师。中共陕北特委利用这个机会，
派中共党员赵子元、马汉文、高锦尚３人来宁夏中学任教，并协助杜润滋开展党的工作。

马仲英从山东泰安马鸿逵部重返宁夏省城，企图重整旗鼓，东山再起。马鸿宾根据马福祥、马鸿逵电报，委任马仲英为教
导大队队长，以资羁縻。同时，任命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学员、中共党员高锦尚为教导大队参谋长兼教官。

刘伯坚（1895-1935年），原名刘永福，又
名刘永固，后用刘铸、刘铁侠，在国外曾用名
刘大冶、毅伯等。1895年 1月 9日生，四川省
平昌县龙岗寺人。

刘伯坚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家庭。祖上在
龙岗寺小集镇以开栈房为生。

刘伯坚 6岁入学，勤奋好学。曾就读于龙
岗寺刘贵义私塾、文昌宫易子仪国民小学、苟
俊生书馆、岳家寺金山寨高等小学、巴中县立
中学、万县高等师范、成都高等师范学堂。最
终完成大学教育。

在求学期间，刘伯坚善写文章，成绩优
异。同时，也很注意锻炼身体，关心群众疾

苦，曾白天打着灯笼，讽刺当时社会的黑暗。
尽管当时政府准备任命他为巷溪县县长，但他
辞而不坐，毅然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之中。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成都也掀起波
浪，刘伯坚走出学校，奔走于学生士兵之间，
演讲、写文章，积极宣传革命的新思想，并和
志同道合的朋友相约，决定到欧洲去寻找革命
的真理。

1920年 6月，他与朋友们离开家乡，到法
国勤工俭学。先后在比利时沙洛瓦劳动大学
半工半读，又在比利时的霞洛瓦做工。在这
里，他学习了《资本论》《共产党宣言》《法兰西
内战》及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等马列主义经
典著作，从而确立了自己的信仰、坚定了实现
共产主义的决心，并参加了旅欧留学生和华工
的建党工作。

1923年，中共旅欧支部将刘伯坚等同志
送到莫斯科的“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
习。并被推选为旅莫支部干事会负责人，连任
旅莫支部书记达 3年之久。

在东大学习期间，刘伯坚非常努力，生活
也很刻苦。他组织同志们与错误的言论及倾
向作斗争，还与旅莫支部负责青年团工作的曾
涌泉、法文翻译王仁达创办了《前进报》。

1924 年 10 月，冯玉祥发动了北京政变。
将其所率部队改称为国民军。后来，冯玉祥因
军事失败进一步倾向革命。1925年秋末，冯
玉祥委派鹿钟麟等一批国民军高级将领到苏
联参加学习。同时还送来了一批失业失学的
知识青年，组成“学兵团”，也送到苏联学习。
刘伯坚、曾涌泉等组织了东大一大批积极分子

去接待，且向他们宣传革命思想。
1926年春，冯玉祥在国内军事上完全失

败，他随即通电下野，在中共北方区委书记李
大钊的帮助下，携家眷取道外蒙古库伦（今乌
兰巴托）赴苏联“考察”，并寻求外援。共产国
际决定争取冯玉祥，并派刘伯坚参加这一工
作。借此，他与冯玉祥谈了国际国内形势，并
对国内政局的发展进行精辟、透彻的分析，给
冯玉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还介绍苏联十月
革命的经验，分析如何才能彻底解放劳苦大
众，如何才能建立一个富强的新中国，阐述必
须积极推行孙中山先生提出的“联俄、联共、
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经过苏联政府领导人、共产国际负责人
和在莫斯科的刘伯坚等的谈话和争取，冯玉祥
表示要走十月革命的道路，要向苏联共产党学
习，军队要改组，要向苏联红军学习；红军的
政治工作制度好，西北军中也要设立政治部。
冯玉祥很器重刘伯坚，在他回国时，他向共产
国际提出，要求派刘伯坚和他一道回去主持政
治部的工作。

1926年 9月 16日，冯玉祥、刘伯坚以及苏
联顾问乌斯马诺夫等一行，从苏联回到绥远省
的五原县，举行了“五原誓师”，将国民军改为
国民军联军，冯玉祥自任总司令，刘伯坚任政
治部副部长。

刘伯坚在政治部内设立组织处、宣传处、
总务处三大机构。在联军政治部以下又设立
了军、师、旅、团、营各级政治部。这时，一批
优秀共产党员都参与了刘伯坚领导的联军政
治部工作。

刘伯坚:一个无私的共产主义战士

苏雨生部奉冯玉祥令移防甘肃平凉。当部队行至固原时，受到甘肃军阀黄得贵部阻击，损失惨重。苏雨生率部撤回宁夏
宁安堡（今中宁县城）时，又遭到马鸿宾部冶成章旅的包围攻击，处境十分困难，该部石于俊、王子元旅脱离苏雨生，投靠甘肃省
代主席王祯，后被改编为雷中田部第八师第三旅，驻扎靖远。在苏雨生部的中共特别支部及中共党员，亦随军离开宁夏去靖远。

8日，河南开封一中教师、中共党员邬逸民、刘梅村，进步青年何高民（何飞生）等人因当地党组织遭破坏，由北平来到宁夏
省城。何高民通过其亲戚省财政厅厅长扈天魁的关系，在省财政厅谋得一职，并安排邬逸民在宁夏中学任教，刘梅村在宁夏师
范附属小学任教。不久，邬逸民、刘梅村与杜润滋接上组织关系。杜润滋、邬逸民、刘梅村、赵子元、马汉文５名中共党员，以宁
夏中学为活动基地，建立了党的组织，杜润滋为负责人。

宁夏中学因发放助学金不公，引起部分学生强烈不满。在进步教师的支持下，学生杨生连等带头多次质问宁夏县长和校
方，被学校挂牌开除。杨生连不服，砸了牌子。进步学生梁大均等人带领学生前去质问校方，同一些落后学生发生争辩，引起殴
斗。宁夏当局派军警包围了学校，先后有十几名学生被军警抓走，杜立亭、杜润滋、邬逸民等人挺身而出，反对当局抓人，发动
学生张贴标语，散发传单，揭露当局逮捕学生行径，取得社会舆论的支持。当局为了平息学潮，调离校长徐宗孺，任命进步教师
杜立亭为校长。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革命现代京剧
《杜鹃山》曾火遍祖国大江南北，北京电
影制片厂还将中国京剧院演出的《杜鹃
山》拍成电影。在那个文艺作品特别稀
少的年代，街头很多行人都会哼上几句
《杜鹃山》的唱词。但很少有人知道，革命
现代京剧《杜鹃山》最早出自宁夏，最早的
剧作者是宁夏京剧团编剧肖维章。

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从南京移民
来宁的国家一级编剧——肖维章。

肖维章，男，回族，祖籍江苏高邮
市，生于 1916 年。长期在南京居住，由
于受传统文化的影响，青年时期就喜欢
上京剧艺术。据宁夏京剧团第一任团长
石天撰文记载，肖维章 10岁时随家人一
起离开合肥，来到南京。当年的南京汇
聚着全国文化精英、戏曲种类门派繁
多。有一家大型游乐园叫民业公司，有
点类似上海的“大世界”，各类门派都在
此竞相亮场，这既是南北文化汇集之地，
也有各种文化摆场打擂的意思，在集各
种娱乐形式之大成的艺术门类中，最吸
引肖维章的还是京剧。

1933 年肖维章考入中央大学经济
系。尽管学的专业是经济，但他又选修了
文学课中的中国戏曲，聆听过章太炎、胡
适之等文学大师的讲座，田汉也常常来到
学校与学生交流，为他此后步入京剧艺术
之门积累了文学和艺术的厚度。当年誉
满民国的徐悲鸿先生也在中央大学任教，
在这些大师的照耀下，肖维章头脑中潜生
的艺术细胞被激活，又随着时代的进步和
年龄的增长渐凝精华。

1937 年夏天，肖维章大学毕业，在
准备人生选择时，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了
侵华战争，辗转流亡，绕道安徽、江西、湖

南、湖北，最后西上三峡，抵达重庆。直
到抗战胜利才又回到南京。这期间，他
和好友一起办起了票房，举行义演，传递
和平思想。同时在中山陵园管理处兼做
植物种子配置工作。这时的他在艺术上
更趋成熟，不仅写戏、演戏，还涉足剧评，
在南京票友界有了一定影响。

1948年秋，肖维章供职的南京中山陵
园管理处发给他全家去台湾的船票。由于
对前途迷茫，肖维章到了上海却没有去吴
淞口码头，而是与家人一起，暂住在上海闵
行乡下的同事家。直到南京解放后返回。

1958年的夏天，在一次票友聚集中
有人告诉他，宁夏回族自治区准备成立，
宁夏的领导正在南京招人，肖维章本身
是回族，要成立回族自治区吸引了他，于
是肖维章结识了在南京招才纳贤的丁毅
民。丁毅民当时是宁夏工委筹备组领
导，也是资深文化人。开口一聊就品出
了肖维章是个有艺术功底的人，两人一
拍即合，当年 9月，肖维章为了实现自己
的艺术梦想和特有的民族情感，携全家
三代八口人西迁，从扬子江畔移民宁夏，
来到塞上古城银川，并将宁夏视作自己
的第二故乡，从此扎根在这里。被分配
到宁夏京剧团编导室，置身喜爱的京剧
工作，艺术才华得已显露。

刚到银川不久，肖维章因剧本创作原
因去吴忠采风，被天高云淡下的雄浑黄
河、纵横稻田、古朴民风激发灵感，写下了
一首小诗:

我自江南来塞上，方知塞上亦江南。
绿树含烟江南柳，不让江南水如蓝。
从来宁夏的 1958年到 1963年间，肖

维章先后独立完成创作、改编、整理、移
植了 60多个剧本，其中的《红旗谱》《六盘
山》《金积堡》《劈山救母》《陆文龙》等戏
还是根据演员阵容并综合剧团物质条件
专门写成，在宁夏京剧艺术领域开创了因
人设戏、应条件编剧的先河。演出效果也
特别好。不仅观众满意，演员也容易入
戏，可谓人尽其才，物尽其用，演起来也得
心应手。观众满意、剧团满意、领导满意
是大家对这段时间京剧剧本创作的评价。

这期间肖维章还在团长石天、副团
长孙秋田的支持下，与殷元和、蔡宝华
等人合作，创作出了几部京剧现代戏，
比较成功的有《红旗谱》《六盘山》《杜鹃
山》等，尤以现代革命京剧《杜鹃山》为
最佳。 （马君武 王旭阳 蔺银生）

我是 10万浙江支宁人中的一员。
1960年 5月，我放弃老家民办教师

身份参加到支宁队伍中来。那时候才十
六七岁，怀着对大西北的好奇和新生活
的憧憬，响应党和政府支援边疆建设的
号召，和浙江第二批支宁人员一同来到
宁夏，来到西大滩前进农场八队，从此迈
开建设农场的第一步。

当时的条件艰苦，南方人对西北的
生活很不习惯。我们来到农场之前，队
上的老军工都搬到牛圈、马圈或者羊圈里
住。而把建场初期一砖到顶的窑洞房腾
出来给我们住，并打扫得干干净净、盘好
了炕。炕上还铺着新芦席，这在当时已经
是最好的待遇了。我们队部周围，只有窑
洞房前长着几棵沙枣树，据说是老军工换
土栽活的。一个窑洞住三四家，通常拉个
帘子，这边住一家，那边住一家。

队上有一口水井，也是老军工在建
队时人工挖出来的，有 3米多深。收工
回来，大家端着盆子到井边排队打水洗
脸、洗衣服。由于是地表水，井里的水是
碱水，衣服洗了晒干后，上面凝着层“白
霜”，汗渍留在衣服上，一圈一圈地发
硬。冬天水井见底了，只能留给食堂做
饭用。到休息时才允许大家洗衣服。由
于不服水土，加上干燥，很多人嘴唇裂开
了口子，嗓子总是干干的，说话的声音哑
哑的，鼻子天天出血。最讨厌的是蚊子，
个头比老家的大，一叮一个包，特别的
痒，脸和身上都感染了，又痛又痒。搞得
人浑身难受，坐立不安，无法入睡。刚来
时，我们年轻人光着身子躺在炕上，翻来

覆去无法入睡，思念家乡和亲人，一人忍
不住一哭，全屋的人都哭开了。

全队有一个大食堂，炊事员就有 20
来人，分8个窗口打饭。那时职工打上饭，
就地一蹲，三下五除二地吃完，再用水冲
一下，把吃剩下的饭渣连水一骨碌倒进了
肚子里。刚来农场时，我们职工每月的口
粮定量 40斤，食油半斤，按正常的饭量是
吃不完的。可是一日三餐，就是馒头、稀
饭或米和面，副食没有，蔬菜很少，肉就更
少了。一个月能吃上一顿肉炖白菜、炖土
豆，改善一下生活就不错了。

为了准备冬菜，7月底在当年收割完
麦子的地里，抢茬种了100多亩白菜，60多
亩黄萝卜。那年秋天雨多，出苗齐，经过
精心管理，喜获丰收。临冬职工把这些菜
拉回，整整齐齐的垛在菜窑里。下班后，
大家都提着铁锹在收完白菜的地里挖白
菜根，在黄萝卜地里翻土找黄萝卜。拿回
来用脸盆放在支着三块土坯的灶上煮着
吃。清水煮白菜根、黄萝卜吃起来真香，
那白菜根的香味至今想起来还回味无穷。

为了解决住房拥挤，队上决定在 3公
里外的农场东建一个新点。当时选派了
50名强壮劳动力，由一名副队长带队去
搞基建盖房子，我也被选上了。大家听说
是盖新房，中午还补助一个 2两的白面馒
头都很高兴。每天早上吃完饭，就拿着工
具步行到新点开始挖土脱土坯。先把土
挖上拍碎，掺上麦壳拌均匀，浇上适量的
水后，一边光着脚在里面来回踩，一边用
铁耙上下反复耙着。泥和好后要闷上几
个小时，这时趁空我们把头天脱好已晒的
半干的土坯立起来，把干的土坯一排一排
垛起来，再盖上麦草防雨淋。中午，队上
食堂送来了饭，每人半斤米饭，补助一个
馒头，还有一大碗菜汤。大家赶忙吃完，
顾不上休息就开始脱土坯。两人一组，每
组脱 1000块，哪个组先脱完都主动帮助没
有脱完的，大家一起脱完了，才一块步行回
家。几天下来，双手打起了血泡。第二天照
常上班脱坯。几天后血泡磨成的老茧一个
连一个。两个月后土坯脱够了也晒干了。
（林国进 口述 吴金遨 马晓虎 整理）

（口述人简介：林国进，汉族，1944
年5月出生，1960年5月由浙江支宁来到
前进农场，在前进农场八队任班长、会计，
后在场部任办公室副主任、计财科科长，
农场副场长，最后任西湖农场场长兼党委
副书记等职。2004年退休。）

从票友到编剧——戏痴肖维章

在西大滩落地生根的浙江支宁人

林国进。（图片由本人提供）

肖维章。（图片由本人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