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编  汉 中抗日热 潮 中的  

红色浪涛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很快占领了中国沈阳、长春等 20 多座

城 市 。 东 北 三 省 及 三 千 多 万 同 胞 沦 陷 于 日 本 帝 国 主 义 的 铁 蹄 之

下。日军侵占东北和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

义愤。中国共产党率先发出了抗日救亡的号召。中共中央和中华

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分别于 1931 年 9 月 20 日、22 日、

25 日、30 日和 10 月 12 日连续发表宣言、决议、告全国同胞书

等，深刻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的罪恶目的和反动

本质，严厉谴责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卖国、辱国的不抵抗政策，提



 

出了“以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的

抗日救亡主张。中共中央号召全国民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起

来，自己武装起来，“真正地进行革命的民族战争”，驱逐日本帝国

主义。中共中央还在有关决议中特别要求当时的满洲省委加紧组

织群众的反帝运动，发动群众斗争来反抗侵略，加紧组织军事力

量进行游击战争，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打击。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及各党派爱国人士、爱国民众团体的

倡导和响应下，迅速掀起了全国范围的、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浪

潮。1931 年 9 月 20 日，中共陕西省委下发《中央关于日本帝国

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要求各级党组织在群众中开展反对

日本帝国主义的宣传，在学生中成立反帝大同盟组织，将反帝特

别是反日斗争和日常斗争、拥护苏维埃运动结合起来。9 月 25

日，中共陕西省委发出关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三省宣传

大纲》，要求各级党组织在工人、农民、士兵、学生中进行宣传

鼓动工作，建立反帝运动组织，举行罢工、罢课、罢操，示威游



 

行，打倒投降帝国主义的国民党政府。 

中共汉中组织认真贯彻党中央和陕西省委的指示，把抗日救

亡作为当时的主要工作任务，广泛深入地开展以抗日宣传募捐为

主的汉中学生运动，掀起保家卫国、抗击日寇的群众运动，充分

激发了汉中各阶层民众的抗日热情，促进汉中声势浩大的抗日救

亡运动不断发展。 

 

 



 

 

 

第一章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汉中组织领导的抗日斗争 

 

强县 大安 镇是 中共 汉中 地区 组织 的发 源地 。早 在 1922 年

冬，宁强籍贯的进步青年黎光霁 ①从上海回到宁强，在青年学生中传播

马克 思主 义。 经他 动员 ，王 述绩 、刘 甲三 、周 奋扬 、金 礼仁 、傅 兴周

等青年学生到上海、西安等地求学。1923 年以后，又有一批宁强青年

                                                             
①  黎光霁（1904—1972），又名琴南，宁强县人。1915 年随父迁居福建省宁化地区，1918

年移居上海。“五四”运动爆发后，他在上海参加了声援北京学生爱国运动的斗争，后

参加陕西旅沪学生会，接受了进步思想和革命理论。1922 年冬回宁强宣传马克思主

义，1924 年在西安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五卅”运动后被推举为陕西学生雪耻会

及工商学联合会主席。1926 年在西安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 年任中共开封市委书记。

1928 年任中共豫中特委书记、中共河南临时省委书记，按照“八七”会议精神发动豫南

秋收起义，扩大信阳、确山的武装力量，汇合湖北麻城武装力量创建豫南苏区。1929

年被派往苏联学习农业，期间去德国考察，之后被苏共以“涉嫌托派”罪逮捕，回国后

被中共拒绝接受组织关系。后从事文化、教育和实业。1946 年出走香港在大学任教

授。新中国成立后任西北农学院教授。1954 年因“托派”等历史问题被判刑 8 年。“文革”

中去世。1987 年 6 月最高人民法院为其平反，恢复名誉，同年被陕西省政府追认为

烈士。  

宁



 

去上海求学，他们中有陈锦章、黎光显等人。1924 年至 1927 年，黎光

霁、 王述 绩、 陈锦 章、 刘甲 三、 周奋 扬、 周子 杰、 傅兴 周、 黎光 显等

宁强 籍青 年分 别在 西安 和上 海加 入了 中国 社会 主义 青年 团和 中国 共产

党。1926 年 8 月，陈锦章经党组织同意，回宁强从事建立地方党组织

的工 作。 他以 宁强 县大 安镇 小学 教员 的公 开身 份， 组织 学生 宣传 队宣

传大革命的形势，报道北伐胜利的消息。1927 年春，他在大安发展陈

文 华 、 何 蔚 然 入 党 ， 3 人 组 建 了 中 国 共 产 党 在 汉 中 地 区 第 一 个  

 

中共大安小组成立地旧址今貌（本书编撰组摄） 



 

中共组织—— 中共大安小组，陈锦章 ②任组长。  

一、贯彻“八七”会议精神，发展中共汉中组织 

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共中央于 1927 年 8 月 7 日在汉口召开紧急会

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9 月 26 日，中

共陕西省委召开了第一次扩大会议，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分析了陕

西形势，纠正了党内右倾错误，确定了贯彻“八七”会议精神的决议。  

                                                             
②  陈锦章（1898—1935），名文彩，又名锦文，字锦章，笔名瑾芳。陕西省宁强县人。

1923 年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次年转入上海艺术大学师范教育系，并加入中国社

会主义青年团。1925 年“五卅”运动后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 年“五卅”惨案一周年时，

他奉中共组织指派到杨树浦等地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参加了各界民众举行的纪念大

会和会后在租界的游行示威活动。同年夏，他在上海艺大毕业，受中共组织派遣，与

同学孙绍亭（南郑县人）一起回陕西汉中建立党组织。  



 

 

汉台区挂匾巷 22 号中共陕南特委机关旧址原貌（本书编撰组提供） 

当时 的汉 中地 区 ，除 大 革命 时期 建立 的 大安 小 组外 ，散 居在 各 县

的党员已达 30 多名，其中谢佐民与省委取得联系后，在南郑建立了中

共南郑小组。根据这种情况，中共陕西省委常务委员会于 10 月 19 日

制定了《陕南工作大纲》，指出：陕南民众的革命情绪非常高涨，一般

穷苦 农民 受封 建地 主豪 绅的 压迫 特别 厉害 。所 以在 土地 革命 政纲 之下

很容易号召起来参加革命斗争；陕南在地理上与武汉接近，且又多山，



 

农民 暴动 容易 与两 湖结 合， 又易 与敌 人做 持久 的对 抗； 鉴于 陕南 交通

困难 ，省 委指 导很 不方 便等 因素 ，中 共陕 西省 委决 定将 陕南 的汉 中、

安康划为一个区域，设立“中共陕南特别委员会”，在省委的督促之下，

担负 组织 陕南 自县 委以 下的 各级 党组 织与 指导 工作 的责 任。 同时 决定

共青 团陕 西省 委候 补委 员、 共产 党员 刘甲 三任 中共 陕南 特委 书记 ，大

革命 时期 曾在 延安 创立 党组 织的 易厚 安、 陈俞 廷分 别任 中共 陕南 特委

的组 织和 宣传 委员 。刘 甲三 接受 任务 回到 汉中 后， 与先 期回 家乡 并任

城固 县立 初等 中学 训育 主任 的陈 俞廷 商定 ：先 建立 各县 组织 ，再 建特

委机 关； 并通 知在 石泉 的易 厚安 来汉 中负 责联 络工 作； 陈俞 廷负 责筹

建城 固党 和团 的组 织， 刘甲 三到 南郑 和宁 强发 展党 组织 。其 后中 国共

产党在汉中的组织不断发展，汉中主要县区相继建立了中共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