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子华（1914-1942 年），原名王绪祥，曾化名王少髯、黄汉、黄君等，宁夏中宁县恩和乡王台庄人人，中共党员。1935 年，任国共两党谈判的秘密使
者。1936 年 11 月，任中共中央统战部联络局副局长。1937 年，奉命以八路军代表身份到银川，同马鸿逵谈判建立统一战线、陕甘宁边区与宁夏省的交
界线、释放红军被俘人员等问题。1939 年9月，因政治嫌疑，被隔离审查。1942 年，因肺病不幸病故，年仅2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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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甘边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硕果仅存”的
根据地，是党中央和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是八路军三大
主力奔赴抗日前线的出发点，是陕甘宁边区形成的基础
和重要组成部分。陕甘边根据地之所以成为“硕果仅
存”的根据地，有区别于其他革命根据地的成功探索和
经验，这些成功探索和经验，对陕甘宁边区的建设巩固
和发展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陕甘边根据地是陕甘宁边区形成的历史基础

20世纪 30年代，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代表的中
国共产党人，坚持工农割据思想，创建陕甘边区工农武
装，先后以甘肃正宁寺村塬、陕西耀县照金和甘肃华池南
梁为中心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和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
1934年 11月，正式建立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1935年
2月，陕甘边和陕北革命根据地在粉碎国民党军的“围剿”
中连成一片，形成陕甘革命根据地。1937年 9月 6日，陕
甘宁边区政府成立，成为党中央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

陕甘人民的无私支援，是巩固发展陕甘宁边区的重
要保证。红 25军初入陕甘边根据地时，陕甘边人民对红
25军无私援助，使其休养生息，重振旗鼓。直罗镇战役前
夕，新成立的陕甘省组织了数百人的运输队、向导队和担
架队，完成了及时运输军需、带路和转运伤员任务，有力
配合中央红军主力部队作战，受到毛泽东高度称赞。西征
战役中，陕甘宁省委、省政府发动群众筹粮筹款，保障了
西征部队供给。环县县委书记习仲勋积极动员群众做好
后勤保障工作，被彭德怀誉为西征红军合格的“催粮官”。

陕甘边根据地为陕甘宁边区提供了优质
干部资源

中央红军到达陕甘根据地后，中共中央对原陕甘边
根据地的干部大量使用，从而打开了工作局面。毛泽东
说：陕甘边“苏维埃政权能够巩固地坚持下来，我相信创
造这块根据地的同志们是党的好干部。”1941年 4月，中
共中央成立西北局。1945年秋，中央调习仲勋主持西北
局工作。西北局的设立，是中共中央、毛泽东放手使用
原陕甘边根据地干部的最好证明。陕甘边根据地在艰苦
卓绝的斗争环境中锤炼培养了大批久经考验的革命干
部，成为抗战时期西北局及陕甘宁边区政府的骨干力
量，为领导边区建设、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
贡献。在党的七大上，陕甘宁边区代表团的 144名代表
中，有 50多人曾在陕甘革命根据地工作过。党的七大代
表中，从陕甘根据地成长起来的党政军干部约占到 8%。

陕甘边根据地土地革命经验对陕甘宁边区
土改纠偏有重要影响

习仲勋、刘景范等原陕甘边根据地的干部，在主持西
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期间，运用陕甘边根据地的土
改经验，在陕甘宁边区的土地改革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
习仲勋在担任关中分区主要领导期间，参照陕甘边根据地
比较成熟的土改经验，成功领导了关中地区的土改运动。
他经过周密调查研究，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思想、观点、
方针、政策，及时纠正了分区土改中的极“左”倾向，保证
了土地改革的顺利进行。1948年 1月，习仲勋致信西北局
并转中共中央，指出土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从实际出发
提出了关于新老区土改的诸多思想观点、工作建议，受到党中央、毛泽东
充分肯定，批转到各抗日根据地。这些土改工作实践为新中国成立后
进行全国大规模土地改革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和指导作用。

陕甘边根据地群众工作的成功经验为党的群众路线的
形成提供了宝贵实践基础

陕甘边根据地是党的群众路线重要发源地之一。刘志丹、谢子长、
习仲勋等陕甘边根据地领导人都是执行党的群众路线的典范。刘志丹
谦虚朴素，顾全大局，舍生忘死，视群众为父母，爱兵如子，深受群众
和战士爱戴。毛泽东为他题词：“群众领袖，民族英雄。”谢子长生前
坚持做革命事，替人民谋利益，被陕北人民誉为“谢青天”。毛泽东为
谢子长题词：“民族英雄”“虽死犹生”。习仲勋平易近人，注意和群众
打成一片，凡是老百姓托付的事情他都会热心认真地办好，从不敷衍
推诿，群众亲热地喊他“仲勋”，毛泽东称赞他是一个“从群众中走出
来的群众领袖。”1943年 1月，西北局召开高级干部会议，毛泽东为工
作成绩显著、受到表彰的党政军领导干部亲笔题词，其中习仲勋、
马文瑞、马锡五等 8位干部是从陕甘边根据地成长起来的。陕甘边根
据地的群众工作对党的群众路线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陕甘边根据地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道路的确立提供了现实启示

陕甘边根据地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同陕甘边区革命斗争具体实
践相结合的成果。在创建陕甘边根据地的过程中，刘志丹、谢子长、
习仲勋等共产党人对“左”倾冒险主义进行坚决抵制，坚持了实事求
是开展武装斗争和政权建设的正确道路，确保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
发展壮大。 （据《陇东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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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河地下党支部：山沟里的隐秘堡垒

红河地下党支部旧址。

张子华，1914年 4月 21日出生于当地一富绅
家庭。张子华名字的变换，同他波澜壮阔的一生
一样，富有传奇色彩。尽管名字不断变换，但他对
马克思主义的信念，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意志始终
没有变，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
初心和使命，始终没有变。受五四运动的影响，
张子华所在的恩和高级小学校长张自箴和部分教
师经常传播反帝反封建思想，张子华很早就受到
进步思想的启蒙。1926年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时
期，刘屏先等共产党员到中宁县恩和高级小学发
动进步师生，同当地豪绅和封建势力作斗争。在
这些共产党员的宣传教育下，张子华深刻认识到
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对劳动人民的危害。他的思想
觉悟提高很快，革命的种子也开始生根发芽。自
此，12 岁的张子华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团结一批
进步学生，深入村镇向群众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
命宣传。为了让群众听得更明白，张子华还与同
学一起在老师的指导下，编写了《缠足苦歌》，并唱
给群众听。

1927年，张子华到兰州上学，面对帝国主义的
侵略和国民政府背叛革命的行径，他立志一定要走
革命的道路，拯救国家于危亡，让人民过上幸福生
活。1930年 8月，张子华到北平上学，他在参加各
种进步活动中找到了党组织，并于同年 11月秘密
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了便于从事党的秘密工作，
也为表明自己立志做中华民族优秀儿女、献身革命
事业的决心，入党时，他便改名为张子华。入党后，
张子华被安排到中华全国总工会华北办事处工作，
主要负责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

1931 年，张子华参加了宁夏旅平学生会，组
织宁夏籍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引导他们参加反
帝爱国斗争，培养了一批抗日救亡运动的积极分
子，这对开展抗日救亡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九
一八”事变后，抗日救亡运动更加高涨。在党的领
导下，张子华等人动员和组织宁夏籍学生 20多人
参加北平反帝大同盟。地下党组织在北平东城区
和西城区建立了两个支部，张子华负责这两个支
部的联络工作。宁夏旅平学生会就是由参加这两
个支部的宁夏学生组成的。在参加宁夏旅平学生
会的学习讨论时，张子华常联系自己的家庭和个
人的思想实际，严于剖析自己。一次，他在讨论
《资本论大纲》时说：“我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这
是我无法选择的历史事实。但是，今后走什么样
的道路则完全由我自己来选择。我抛弃了我的父
母为我选择的一条腐朽没落的道路，而选择了一

条站在人民和全民族立场上来的光明之路。”他的
这些激烈言语，被同学们称为“决裂”之言。在讨
论时事时，张子华讲了一段对大家很有启发的话：

“以前我们成立学生会的目的，不外乎争‘生存权、
求学权’，但是日本的侵略，使我们的祖国处于生
死存亡的关头。因此，宣传抗战，要求抗日，才是
摆在我们面前的头等大事。”张子华不仅口头上讲，
还注重实干。每次上街游行时，他都走在队伍的最
前列，带领大家喊口号。每次集合，张子华第一个登
台演讲，慷慨陈词。遇到有风险的事，张子华挺身而
出，一拍胸脯：“我去，我去！”张子华还根据地下党
组织和反帝大同盟的指示，组织带领宁夏学生散发
传单、参加北平各院校学生的集会和游行。

1932年，“左联”组织北平各高等院校请鲁迅、
施复亮、侯外庐等人讲演。张子华等人通过宁夏旅
平学生会组织宁夏青年参加。同年秋，国民党反动
派在北平进行文化“围剿”，宁夏国民党反动当局指
控宁夏旅平学生会是“共产党组织”，国民党特务便
按黑名单缉捕宁夏籍学生，形势险恶。同学们有的
回家，有的转移，张子华仍在北平坚持斗争，并想方
设法和转移到郊外的学生保持联系。他有时穿长
袍，装扮成富商，出没于街市；有时西装革履似学
者，乘黄包车，来往于院校；有时穿学生装，在宁夏
同学公寓留宿。有一段时间，他在西城水月庵 7号
设联络点，和孙殿才、李天才等人接头。白天他们
写传单、稿件，夜里出去散发传单，刷写标语，并发
动和组织了天桥、前门、晓市等群众突击会。有一
次，反动军警逮捕爱国学生，殴打群众，他腿部受
伤，却仍不顾个人安危掩护群众撤退。这些都充分
彰显了共产党人无私无畏、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
1932年，由于革命工作需要，张子华放弃了学业，
在党组织的领导下，身负重任，不避艰险，深入工厂
车间，通过多种途径开展工人运动。

1933 年，抗日同盟军失败后，中共北平地下
组织遭到破坏，张子华以商人身份做掩护，在开滦
煤矿继续从事工人运动，组织罢工斗争。1934年
5 月，在召开积极分子会议时，不幸被敌人逮捕。
入狱后，张子华从审讯中分析，敌人并未掌握他的
真实身份，便利用父亲在天津惠源长货栈经营枸
杞生意的有利条件，说自己是宁夏来的枸杞商，出
去看热闹时被抓。警察局不相信张子华，便对他
严刑逼供，但张子华自始至终不改口，没有暴露任
何信息。后几经周折，张子华被保释出狱。出狱
后，张子华被调往中共中央驻北方党组织工作。

1934 年 10 月，张子华（化名黄汉）到达清涧
的河口，听取特委负责人的汇报。当时陕北的形
势是：当地并存着两个边区，即陕北边区和陕甘
边区。陕北边区的主要负责人是谢子长，陕甘边
区的主要负责人是刘志丹。陕北边区的面积比
较大，武装力量也比较强。陕甘边区财力、军力
都比较弱。当时，敌人正准备对两个边区发动第
二次“围剿”，而谢子长因身负重伤不能指挥战
斗，只有将两个根据地的红军集中起来，才能战
胜敌人。于是，张子华以巡视员身份给刘志丹写
信，分析斗争形势，希望两个特委召开联席会议，由
刘志丹指挥两支红军队伍并肩作战。同时，张子华
表示支持陕北特委为粉碎敌人的“围剿”，实行

“坚壁清野”和“平分土地”的政策。经过积极有
效的工作，两支红军队伍并肩作战，消灭了大批
敌军，成功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同时，
扩大了根据地，使陕甘和陕北两个根据地连成一
片，为后来经过长征北上抗日的红军落脚陕北奠定
了坚实的基础。从此，张子华的名字也被载入陕甘
宁革命根据地的革命史册。1935年年初，张子华
调任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组织部秘书，兼任联系

中共河北省委的政治交通员。不久，地下党组
织遭到破坏，他调任鄂豫陕边区特派员，以国民
革命军四十四师一三二旅旅部参谋的身份为掩
护开展工作。中共上海局被破坏后，他与还在
上海坚持斗争的情报系统接上关系，开始新的
斗争。

1935年 12月，一项特殊的使命落到了张子华
肩上。上海中央局特科委派他以“长江局”代表的
身份，同南京政府交通部劳工科科长谌小岑接触，
谈判国共两党联合抗日的问题。张子华成了国共
秘密谈判的尖兵。

1936年 1月到 11月，张子华谨慎携带周恩来
等人的信件，在短短 10个月中，数次来往于上海、
南京、广州、西安、陕北、山西之间，行程数万公里，
历尽艰辛。在这期间，张子华赴东征前线向毛泽东
汇报在上海与南京政府接触、谈判的情况以及上海
地下党的情况时，得到毛泽东的好评。毛泽东郑重
地说：“你做了一件很了不起的大事，第一次国共合
作，我们取得了北伐战争的胜利。如果能实现第二
次国共合作，我们定能打败日本侵略者。”听了毛泽东
的夸奖，张子华谦虚地说：“我只是在党的领导下，
做了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的具体工作。”毛泽东笑
着说：“每个党员都做好自己的具体工作，我们党的
伟大历史任务就胜利完成了。”张子华谨记党和人
民的嘱托，继续努力地工作。当时国共两党之间尚
处于交战状态，张子华每次去陕北都要经过国民党
统治区，稍有不慎即有危险，加上交通不便，其艰难
程度可想而知。但是，张子华怀着对党的忠诚，凭
着自己的机智、勇敢，克服了重重困难，传递国共两
党的信息，很好地完成了各项任务，为推动第二次
国共合作作出了重要贡献。后来，中共中央充分肯
定了张子华的工作，任命他为中共中央统战部联络
局副局长。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侵略者进攻绥
西，宁夏面临日寇侵略的危险，中共中央决定加强
宁夏工作。

1937年 9月，张子华以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代表
身份，到宁夏城（今银川）与马鸿逵谈判。党中央交
给他的任务是：交涉宁夏城设立八路军办事处；释
放我方被俘人员；解决边界有关问题；开展统战工
作。张子华到银川后，多次与马鸿逵谈判，而马鸿逵
均采取敷衍应付态度，不解决实质问题，谈判没有
取得成功，张子华只得以回中宁老家探亲为名离开
银川。在宁期间，张子华虽然没有完成党中央交给
他的全部任务，但他利用自己是宁夏人和其叔父
王含章（国民党中央派驻宁夏省党部的特派员）的
身份，利用宁夏旅平学生会的关系，宣传抗日救亡
和我党的主张，促成了以袁金章为首的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小组的秘密建立。1937年 12月，中共宁夏
工委成立时，工委书记李仰南等人持张子华的信件
找到袁金章等人。袁金章等人帮助了他们，革命工
作得以开展。张子华还动员王振刚（王茜）、王栋、
孟长有等一批进步青年奔赴延安，参加革命。可以
说，张子华来宁夏，为恢复和建立宁夏地下党组织
创造了一定的条件，为日后党的组织在宁夏开展工
作起到了铺路搭桥的作用。

1939年 9月，在肃反运动中，张子华因涉嫌通
敌案被隔离审查。在隔离期间，张子华始终相信党
组织，他给党中央主要负责人写信申诉，希望尽快
做出审查结论。但在隔离不久，他就患上了肺病，
不幸于 1942年去世，年仅 28岁。

1983年 9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对张子华的历史
问题做出正确结论，恢复了他无产阶级革命者的身
份。1985年 5月，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召开
会议，为张子华恢复名誉，并在八里桥革命公墓安
放了他的遗像。（据自治区党史学习教育网）

赤胆忠心铸党魂的革命先驱——张子华

在彭阳的山川间，红河像一条银丝带环绕着一
个又一个秀美的村庄。

沿着水泥路盘山而上，经过一段砂石路，就来到
了红河地下党支部旧址，这是一个隐秘在山沟梁峁间
的地方。当地人说，这里叫作羊尾沟，过去交通闭
塞，是个极适合隐蔽的地方，也因此成了红河地下党
支部开展革命活动的主要聚集地点。

旧址所在院落坐北向南，共有 9 孔窑洞，正面
5 孔，西侧 4 孔。其中西侧有一孔为高窑子，要借
助梯架等辅助工具才能顺利进入，这孔窑洞也是
红河地下党支部经常议事的地方。走进院落正面
的一孔窑洞可以清楚地看到，正对着窑洞门口的
墙面上，挂着一面党旗，右手边是一个土炕，土炕
上放着一张小方桌，炕边的土台上摆放着简易油
灯、煮茶罐等工具，眼前仿佛浮现，为了革命、为
了胜利，红河地下党支部的同志们挑灯夜战、秘密
工作的场景。

1935年 10月，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长征过境，
对贫苦的老百姓秋毫无犯，严明的军纪、亲民的态
度，让老百姓从心里认定这就是咱老百姓自己的子
弟兵。半年多后，西征红军来到了这里，有了之前的
基础，老百姓欢天喜地迎接红军、慰劳红军，军民情
同手足。1936 年年底，在红军的帮助下，红河抗日
救国委员会成立，当地人王兆璜担任主任。之后，随
着党员人数的增加，党的活动逐渐活跃起来。1939
年 7 月，红河抗日救国委员会辖区内已经有中共正
式党员 15人。为此，中共固原县委决定正式成立红
河地下党支部，王兆璜担任党支部书记。并相应成
立了野王沟道、杏树湾、野王 3个党小组。组长分别

为杨武魁、王永清、李耀庭，每组 5人。党支部采取
分头活动、单线联系的方式，白天不能活动，夜间开
展工作，在对敌斗争中取得的成绩卓有成效。红河
地下党支部经常议事的地方在党小组组长杨武魁家
里，也就是现在的旧址所在地。由于地处偏僻、隐蔽
性好，加上他和儿子杨生春思想进步，诚实厚道，能
够保守秘密，他家就成了红河地下党支部活动的主
要地点。后来很多地下革命者到红河后，都安排在
杨武魁家隐藏，杨武魁不仅免费提供食宿，还为支部
活动安全提供保障。

“你看，对面河湾里有一个堡子，那是用来放哨
的，一旦有什么敌情，就可以第一时间传递到这里。”
站在旧址门口，红河镇红河村纪检委员王靖指着远处
一座形状奇特的建筑说，“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还
是个孩子，当时王兆璜老人还在世，学校里、村里经
常请老人家为我们讲历史，如何秘密开展工作，如何

打仗的故事，我至今记忆犹新。”
因为所辖范围在敌占区，红河地下党支部一直

在开展秘密斗争，到解放战争开始后，发展进入了新
的阶段。为了粉碎敌人的疯狂进攻，党支部采取了
更加积极、灵活、有效的斗争方式，不断吸收思想进
步人员，扩大革命阵营，及时准确掌握敌人动向，挫
败了敌人很多次有预谋的破坏活动。到 1948年后，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上级党组织要求红河地下党
支部积极发动群众，壮大队伍力量。到 1949 年，党
支部组建起一支 60多人的游击队，由此对敌斗争逐
步从地下转为半公开，与当地国民党的政权基本处
于对峙状态。

1949年 8月，红河党支部走上了崭新的革命和建
设历程，这时党支部已有中共正式党员 50多人。此
后，这一批久经考验的同志都积极参与和负责当地政
治和经济建设。

红河地下党支部的成立，从秘密开展工作到队
伍不断壮大，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历时 11年
之久。这是一支宁夏农村唯一坚持开展革命活动直
到全国解放的中共地下党支部，为陕甘宁边区革命斗
争史谱写了一曲壮丽的乐章。

如今，红河流域成了彭阳县经济社会发展的排
头兵，设施农业、林果经济、生态建设、流域治理等各
项事业蒸蒸日上，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这里也成为广大干部群众感受红色历
史，回首峥嵘岁月的精神高地，每年建党节或者开展
主题党日活动，县上、镇上、村上都会组织党员到这
里听历史，重温入党誓词，传承红色精神。

（据固原党史网）

常言道，奴才一旦得势即成阎王，原宁夏省高等法院院长苏连元
就是这样一个被宁夏百姓称为“苏阎王”的人。

1933年马鸿逵任宁夏省主席后，找了一个最忠于他的人出任宁夏省高
等法院院长，这个人就是在1930年曾任马鸿逵十五路军军法处长的苏连元。

苏连元审理案子，使用的刑法和刑具，什么拔筋床、钉竹签……残
忍之极，无所不有，与阎王一样。除此之外，他还很会捞钱，其名目之
多，举不胜举，今略述一二。

苏连元所管辖的有法院、监狱、看守所等，在各单位的编制中，每
10人中至少有苏的两个空额编制饷。他的伙夫、马夫、车夫乃至管家
都占用法院的编制。为了花钱方便，他的姨太太董某掌管着省法院的
印信公章。所以他经常派其法院亲信，用法院的公款到外省去做生
意，而职员们的每月工资却以种种理由扣押数月不发。

他剥夺犯人的办法也很多。按规定，犯人每日口粮一斤四两（系
16两一斤的旧秤），苏连元克扣不全发，迫使犯人只能依靠其家属送
饭。但门卫遇有犯人家属送好饭时，常扣下自己吃。苏家开了一个磨
坊，好面归己，余下的黑面和麦麸子则卖给监狱的犯人们吃。

马鸿逵公馆盖房，还有军政要员们盖房，多由苏派犯人们充当小
工。苏在银川小南门外和宗睦巷的几所房子当然也是犯人们所盖，而
且所用木料全取于法院。有一次，国民党政府拨给宁夏高等法院 500
万元的建馆费，苏连元为讨好马鸿逵，便全数送给马使用。

苏连元以审案为名而行敲诈勒索之实，也是费尽心机的。有一
次，平罗县某大富户高某因兄弟们分家而吵架，其中一人到省法院告
状。苏连元闻讯便带着卫兵到平罗县的高家，不分青红皂白，将高家
成人分别用手铐、脚镣扣押起来。高家人急忙请县上名人出面说情，
最后给了苏 2万块银元才放人。

苏连元非常忠实于马鸿逵，他审案定罪，是死是活，完全是惟马
首是瞻。一次，金积县政府一科长韩文溥犯了贪污罪，马大笔一勾定
死罪。但韩给了苏“好处”费，于是苏向马求情，条件是韩答应将自己
的亲生女儿送到马家公馆里当丫头。马答应后，立即将死罪改为无罪
释放，这就是马鸿逵的“法律”! （据《宁夏文史》第二十六辑）

宁夏“苏阎王”轶事
刘柏石

张子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