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25 年中共热河工委
在承德正式成立后，积极
领导热河地区各族群众开
展反帝反封建斗争，并进
行了建立共产党领导的工
农革命武装的尝试，推动
了承德乃至整个热河地区
国民革命的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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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热河的反帝反封建斗争

1923 年 1 月，在中国共产党主
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的介绍下，韩麟
符、陈镜湖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
为热河最早的中共党员。

中共北方区委成立后，李大钊为
书记，韩麟符为区委委员兼民运和统
战部负责人。韩麟符按照李大钊的指
示，前往热河、察哈尔等地开展工
作。他和当地共产党人密切协作，在
当地相继成立工会、农民协会、学生
会等组织，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先
后在绥远、察哈尔、热河等地建立中
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并以此为基
础，积极开展反豪绅、反捐税的斗
争。

1924年，陈镜湖曾以共产党员
身份出席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
大会。他利用广泛的社会关系与热河
的军界、政界建立了联系，为开展革
命活动创造有利条件。1925 年初，
陈镜湖被中共北方区委指派任中共热
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领导建立发展
热河地区党的组织，积极开展促进国
民会议的群众运动。经过陈镜湖等人
的不懈努力，在李大钊的大力支持
下，经组织上批准，1925年3月，中
共热河特别区工委在承德正式成立，
由陈镜湖任第一任负责人。

中共热河特别区工委公开名义为
中国国民党热河特别区党部，工委
机关设在承德，负责人陈镜湖、杜
真生以国民党党部执行委员身份开
展活动。

1925年5月4日，中共热河工委
在承德“演武厅”广场召开有各中小

学师生和热河师范学校学生近千人参
加的纪念五四运动六周年大会，宣传
国共合作和反帝反封建革命纲领，激
发青年学生的革命热情。会上，陈镜
湖登台演讲，揭露了帝国主义的侵略
以及瓜分中国的罪行，痛斥了北洋军
阀政府勾结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
的勾当。在演讲临近结束时，他大声
疾呼：“猛醒吧，睡狮！觉悟吧，中
国！”全场听众无不动容，纷纷高喊

“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土豪劣绅”
“平均地权”和“实行耕者有其田”
等口号。会后，陈镜湖等还领导了大
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在承德市乃至
整个热河地区都引起了强烈反响。

5月30日，上海发生了“五卅惨
案”。6月初，中共热河工委根据李
大钊和中共北京区委的指示，在承德
迅速掀起了声援上海工人阶级的运
动。承德各校学生、各界人士在共产
党人的领导下纷纷走上街头，参加集
会和游行示威，高唱爱国歌曲，痛斥
帝国主义制造“五卅惨案”，声援上
海工人阶级的运动。

1925 年 6 月，韩麟符凭借多年
组织学生运动的经验，以热河中学
和热河师范为主体，建立了热河学
生 联 合 会 等 进 步 团 体 。 1926 年 ，
为纪念孙中山逝世一周年，中共热
河特别区工委又发动热河省立师范
等学校师生举行了追悼大会和纪念
活动。

创建工农革命武装

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后，李大
钊等共产党人积极争取冯玉祥，促其脱
离北洋军阀阵营，并向冯部输送了大批
共产党员。这批共产党员在冯部担任要
职，利用合法的条件发展党员，建立党
的各级支部。

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冯玉祥发动“北
京政变”，推翻了直系军阀的统治。在此前
后，韩麟符根据李大钊等的指示，制定了
《热河之工作计划》，在热河境内武装农民，
同时改编北洋政府的警察、军队及土匪近3
万人，编为国民自卫军，并在内蒙古克什克
腾旗一带“创设国民自卫军之根据地”。

1925年冬，内蒙古农工兵大同盟
在张家口召开成立大会，李大钊当选为
书记，赵世炎、韩麟符为副书记。为开
展武装斗争，韩麟符提出建立一支由大
同盟掌握（实际上由共产党掌握）的军
队的意见，得到李大钊、中共北方区委
的支持，苏联驻广东国民政府顾问鲍罗
廷答应给予经济、军事上的援助。

中共北方区委在与冯玉祥商量后，
决定先在内蒙古东部地区建立三个骑兵
纵队，命名为“内蒙古特别民军”。第
一纵队招收5000人，由乐景涛任司令
官；第二、三纵队各招收3000人，由
共产党员陈镜湖、郑丕烈任司令官。为
了加强共产党人对这支队伍的领导，李
大钊亲自选派30多名共产党员到其中

任职，并到多伦检阅了这支军队。这三
支纵队配合冯玉祥部在热河战场上向北
洋军阀发起了猛烈进攻，很快攻克了热
河包括赤峰在内的大部分地区，声威大
震。由于这支由共产党人领导的部队军
纪严明，不扰民、不害民，很快得到了
热河民众的拥护。

1926年，北洋军阀在帝国主义的
支持下进行反扑，冯玉祥部战斗失利，
和冯玉祥部密切合作的“内蒙古特别民
军”也随冯部撤退。

北伐战争开始后，冯玉祥接受李大
钊的建议，集合旧部和地方武装，成立
国民军联军，举行了五原誓师，参加北
伐。原“内蒙古特别民军”官兵加入国
民军联军，并参加了国民军联军在陕
西、河南等地的战斗。

开展农牧民运动

1924年3月8日，中共北京区委成
立了领导农民运动机构——农民运动委
员会，该会由李大钊亲自领导。热河早
期中共党员纷纷响应号召，深入各族贫
苦农牧民中访贫问苦，宣传进步思想，
以激发各族群众参加革命斗争的热情，
受到各族群众的欢迎。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内蒙古农工兵
大同盟代表大会后，为推动农牧民运动
的发展，出席大会的热河代表在中共热
河工委的直接指导下，开始在各地组织
建立农民协会。为培养农运骨干力量，
1926年 1月，李大钊在中共北方区委
创办了党校训练班。中共热河工委选派
数十人参加。3月，热河工委又派出马
德元等4人赴广州，参加毛泽东主办的
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六期学习班。在
广州，他们聆听了毛泽东、周恩来、彭湃、
恽代英等人的讲课，并到当时农民运动
蓬勃开展的海陆丰等地参观学习。

两个培训班中的农运骨干返回热河
后，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全特别区内
就办起县农民协会9个，区农会13个，
乡（村）农会56个，共发展农会会员5423
人。热河各地农会建立后，又纷纷办起农
会俱乐部，并以此为阵地，在揭露帝国
主义和军阀的反动统治，组织、宣传群
众，保护农牧民利益上做了大量的工
作，沉重打击了军阀和封建势力，热河
的农民运动很快走向高潮。

（作者单位：中共承德市委党史研
究室）

中共热河工委成立前后
郝洪喜

我父亲刘春1935年在北平读高
中，参加了“一二·九”抗日救亡
运动，后参加中华民族先锋队 （民
先）。七七事变后，日寇占领了北
平，他流亡到济南，经“民先”山
东省队长孙陶林介绍，见到了中共
泰安临时县委书记鲁宝琪。

鲁宝琪的舅舅是山东著名爱国
民主人士范明枢，范老和冯玉祥将
军在泰安共同创办了 15 所武训小
学。经鲁宝琪介绍，范老先生全力
帮助，费尽周折，将刘春和同是流
亡学生的胡寅、蒋平安排到武训小
学任教。

他们在学校中向学生宣传抗日

道理，教唱革命歌曲，在高级班组
织演剧队，到附近村庄进行抗日救
国宣传，演出“放下你的鞭子”。在
武训小学教书期间，刘春加入了中
国共产党，和周明、蒋平一起组成
武训小学党支部，广泛团结爱国进
步师生。刘春入党后还承担了秘密
文件的刻印工作，刻写过毛泽东主
席的 《反对自由主义》 和 《三大纪
律八项注意》《步哨员动作》，为发
动游击队做准备，宣传组织人民成
立抗救自卫团，迎接武装起义的来
临。

1937 年 12 月 27 日，刘春和同
志们接到参加徂徕山起义的通知。

向范明枢老人告别时，范老给予了坚
决的支持，一再说“后会有期”。告
别了范老，刘春和蒋平、胡寅、阎华
等武训小学师生同上徂徕山，加入了
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四支
队。

因为当过老师，有一定文化基
础，刘春担任了中队政治员、政治战
士。在徂徕山抗日武装起义纪念馆里
保存有他担任政治战士时创作的“打
老谭”歌谣：“三月里来天气暖，抗
日联军好几千，会和在淄川，大兵开
到莱芜县，摩拳又擦掌，准备打老谭
（指反共的莱芜县长谭运村）。”这可能
是他从事我军政治工作最早的作品。

从泰安徂徕山起步，刘春在抗战
八年期间一直战斗在山东，始终担任
八路军政工干部，主要职务是政治部
主任。抗战胜利时他以八师政治部主
任的身份向投降日军训话。

刘春长期从事军队政治工作，作
为抗日战争时期参加八路军的政工干
部突出代表之一，1955年在志愿军炮
兵政委任上被授予第一批开国少将军
衔，回国后又担任过军委炮兵政治部
主任。

后来刘春转到外交战线工作，担
任首任中国驻老挝大使。一次陪同毛
主席会见老挝国王，毛主席提到我党
高级干部中有两个刘春，一位长期从
事统战和民族工作，在延安时期是有
名的“秀才”，毛主席说他是“文刘
春”，我父亲因长期在军队工作，被毛
主席戏称为“武刘春”。

收留三位北平流亡学生并安排他
们任教的范明枢老人，后来也参加了
山东省抗日政府工作，在1940年 7月
山东全省工、农、青、妇、文化各界
总会成立联合大会上，范老先生光荣
当选为山东临时参议会议长。

重逢时的刘春已经是山东纵队党
代表，范老非常高兴地让他向当年
武训小学老师蒋平、胡寅问好。他
在党的“七大”后被中共中央批准
入党，在 80 高龄之年成为一名共产
党员。

刘春始终深切怀念着当年和他一
起走上徂徕山的武训小学的老师和学
生，其中蒋平 1943 年在“肃托”事
件中遇害，1982 年被追认为革命烈
士；胡寅是青州师范毕业来武训小学
任教，1948 年光荣牺牲。参加“一二·
九”运动的北平大学生李伯秋、刘居
英、孟英等也参加了徂徕山起义；武
训小学的高级班学生阎华是学生联合
会主席，带领学生参加徂徕山起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担任原铁道部
长春客车厂厂长。

李伯秋、孟英、阎华在去世前留
下遗嘱：将骨灰送回泰安徂徕山抗日
武装起义纪念馆后的烈士陵园安葬，
和鲁宝琪、李兆泉烈士一起，伴随着
徂徕山长眠。

从北平流亡学生到“武刘春”
——我的父亲在泰安参加八路军的一段经历

刘红路

陈金合是山东枣庄人，1921年
出生在一个贫农家庭里。1940 年，
陈金合参加了八路军鲁南军区部队。
他参加战斗数十次，每次战斗都是冲
锋在前，不怕牺牲，多次受到部队表
彰，并被任命为机枪班班长，1942
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当
局为抢夺胜利果实，一面命令日伪军
就地“维持地方治安”、不准向人民
军队投降，一面调集军队沿津浦等铁
路线抢占大城市和控制交通要道，并
大举进犯解放区。为保卫解放区，新
四军军长陈毅奉中共中央军委命令，
以新四军北移部队和八路军山东军区
一部组成津浦前线野战军，在津浦路
徐州至济南段对进犯的国民党军实施
阻击。

1945年10月上旬，国民党第九
十七军进驻临城、夏镇，并于临、夏
之间的制高点柏山驻扎了一个营的兵
力，企图掩护后续国民党军北上。

为打乱国民党军的部署，阻击
其北进，同时也为发起战斗赢得条
件，以陈毅为总指挥的津浦路前线
指挥部命令鲁南军区八师迅速拿下
柏山，切断临城和夏镇的联系，控
制津浦铁路，然后再将临城和夏镇
之敌消灭。

11 月 11 日 23 时，夺取柏山的
战斗打响。担任主攻任务的二十三团

一营从敌人背后和侧翼同时向山上据点
发起猛攻。经过四个多小时的激战，柏
山上的敌人大部被歼，残敌躲入柏山西
北角的大碉堡内负隅顽抗，企图等待临
城之敌的增援。

一营指挥员决定派二连负责攻下敌
人这座堡垒。二连受命后，立即组织突
击队对碉堡发起攻击。经过一夜激战，
第二连炸药已经用完，仅剩一枚快速手
雷。机枪班长陈金合挺身而出，把手榴
弹和手雷捆在一起，然后纵身跃起，冒
着密集的弹雨向碉堡冲去，把手雷放在
碉堡唯一的小铁门下面，然后跑回来，
拉动了引爆的绳索。由于碉堡里的敌人
疯狂射击，引爆绳索被打断。这时，天
已放亮，敌人增援部队的炮火已经打到
柏山脚下。陈金合毫不犹豫，在火力掩
护下，再次冲上去，靠近敌堡，用肩膀
把捆在一起的手雷和手榴弹顶在小铁门
上，毅然拉着了引线。随着一声巨响，
敌堡被炸开了一个大缺口。陈金合为中
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时年 24 岁。二连指战员迅速跃出阵
地，消灭了敌人。

陈金合牺牲后，组织上对他的英雄
事迹予以高度评价，追认他为“战斗英
雄”和“津浦前线第一名爆破英雄”。
陈金合生前所在的第二连机枪班被部队
党委命名为“金合班”。临城县人民政
府将柏山改名为“金合”山，将柏山乡
改名为“金合”乡。

陈金合舍身炸碉堡
孟纬

黄乃裳是福建省闽清县人，生于
1847年。早年他追随康有为，参与
公车上书。“百日维新”失败后，受
到清廷追捕，远赴新加坡避难。

1900 年初，黄乃裳任 《星报》
总编辑时，孙中山到新加坡进行革命
活动。黄乃裳因“心向往孙君已
久”，于是连连造访。经多次恳谈，
黄乃裳深感孙中山“谦冲镇静，学
问渊博，荡怀悲悯”，自此立志追随
孙中山革命。1905年秋，黄乃裳在
新加坡参加同盟会新加坡分会的组
建工作，并成为南洋最早的同盟会
会员之一。

为宣传救国思想，黄乃裳先后6
次办报。自追随孙中山后，他办的报
纸立刻由呼吁“变法图强”转为宣传
革命，抨击康梁的保皇说。1904
年，黄乃裳冒险携带邹容的 《革命
军》 (易名为 《图存篇》)500册回国
宣传革命道理，并到潮州和漳州一带
十多个县活动，联络各地革命志士准
备起义。

1907年，黄乃裳回到故乡闽清，
创办教育和实业，其间继续从事革命
活动，参与策划了潮州黄冈起义。

广州起义失败后，黄乃裳并没有
气馁，继续组织进步青年成立学生
军，为推翻封建统治积极准备。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
黄乃裳立即赶回福建，并于11月 9
日清晨率领学生军举行起义，会同

革命党人迅速光复了福建，被推举为
福建临时政府交通部部长。接着，他
又兼任筹饷局总办，以个人名义向南
洋华侨和闽省各地殷商募款 170 多万
元，解决了革命政权建立后面临的财
政困难。

福建革命党人响应孙中山号召举行
北伐时，黄乃裳立即筹措3万元作为军
饷。革命党人到达上海后，他又汇数千
元全力支持。其时，他已届古稀之年，
本来相貌鹤发童颜，由于为革命操劳，
两个月内其头发竟全部变白。同志们劝
他休息，他却十分高兴地说：“裳生平
最得意之事，则十九日（指农历九月十
九日，即黄参加起义的11月9日） 以
后迄今，为最踌躇满志之时，虽死无憾
矣!”

中华民国成立不久，黄乃裳不满袁
世凯的倒行逆施，愤然辞职回家乡兴办
公益事业，后遭袁世凯爪牙诬陷，被判
无期徒刑。在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下，袁
世凯不得不下令将黄乃裳释放。

此后，黄乃裳一面继续高举教育救
国、实业救国的旗帜，在家乡办学校、
经营企业，一面继续和孙中山为首的革
命党人联络。孙中山在广州领导护法运
动反对北洋军阀的统治，黄乃裳立即表
示赞成，并尽其所能予以支持。1920
年，受孙中山之邀，黄乃裳不顾73岁
高龄，奔赴广州辅佐孙中山，准备“为
辛亥未竟事业而鞠躬尽瘁”。1924年 9
月，黄乃裳病逝，享年77岁。

黄乃裳：“为辛亥未竟事业而鞠躬尽瘁”
王淼

从1944年初开始，八路军晋冀
鲁豫军区各部队连续向日伪军发动了
攻势作战，进一步摧毁敌人的分割封
锁，缩小了敌占区，扩大了根据地。
6月，八路军发起第一次豫北战役，
向盘踞在河南济源等地的日伪军连续
进攻，拔除了大批据点。而日军苦于
兵力捉襟见肘，急调山东的伪军到豫
北增援。

7月1日，伪军“东进剿共副司
令”李英率部下 2000余人，由山东
东明县奉命窜往河南济源，沿途遭到
鲁西南抗日军民的打击。这股伪军行
至小井村时，被中共东垣县委获知，
并将情况及时向八路军冀鲁豫军区十
分区十八团进行了汇报。十八团立即
和中共东垣县委商议，很快制定了作
战方案：在小井村以南做好截击准
备，同时把县基干大队部署小井以北
东明集一带，切断敌归路，并阻击县
城敌人的增援；派内线同志劝李英起
义投诚，若其不从，则迅速将该部伪
军歼灭。

据此方案，中共东垣县委首先派
人到小井村，以“通风报信”为名见
到李英，并告诉他：八路军冀鲁豫军
区十分区十八团与东垣县县大队已经
包围了小井村，希望李英以民族大义
为重，率部起义投诚。李英立即召开
军官会议，商议对策。到会的大部分
人员表示无力抵抗八路军的进攻，愿
意弃暗投明；但有一个姓赵的营长声

称：八路军没有重武器，人数又少，只
要将重武器集中使用，天黑后从一个方
向突围，一定可以“顺利冲出八路的包围
圈”。李英听信了这个营长的“建议”，于
是假意向劝降者表示，希望同十八团长
官谈“起义投诚的细节”。十八团随即派
人到小井村同李英谈判。李英假意应酬，
并一口“承诺”：天黑后，率部到裴子岩向
十八团和东垣县大队缴械，同时宣布起
义。

八路军的谈判人员走后，李英自以
为得计，命令各部把重武器都调到一
起，交给姓赵的营长，命他天黑后向八
路军发起突然进攻，又命令其他各部准
备突围。但他哪里知道，打入该部敌人
的地下工作人员已将他们的“如意打
算”秘密报告了十八团。

傍晚时分，正当李英和其部下进行
准备时，十八团和东垣县县大队突然向
小井村发起了进攻。由于重武器已经被
集中在一处，大部分阵地上的敌人根本
无法组织有效抵抗，工事很快被突破。
敌人纷纷举手投降，李英也被十八团活
捉。姓赵的伪军营长带着百十个伪军躲
进一所楼院内，企图凭借重武器负隅顽
抗，被身后的地下工作人员一枪击毙，
残敌随即放下了武器。

此次战斗，八路军和地方武装在不
到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内，消灭敌人近
2000人（其中俘虏1700余人），缴获轻
重机枪20挺、迫击炮3门、各类枪支千
余支、战马40匹、电台1部。

小井村战斗，八路军将计就计
赵荫棠

韩麟符韩麟符 陈镜湖陈镜湖

1938 年 1 月 1 日 的 徂
徕山起义是当年山东省委
直 接 发 动 领 导 的 武 装 起
义，在山东首次打出八路
军的旗帜，我父亲刘春有
幸成为其中的一名战士。
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徂
徕山像一块巨大的磁石，
吸引着不同服装的农民 、
工 人 、 学 生 、 老 师 、 商
人，大家背着、扛着、挑
着、拿着各种武器……快
步地向着一个共同的目标
前进，这是我有生以来从
来没有遇到过的最壮丽的
情景！”

刘春学生时代留影刘春学生时代留影刘春在徂徕山抗日武装起义后留影刘春在徂徕山抗日武装起义后留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