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某种意义上说，有两个绥师，一个是实
体意义上的绥师，一个是精神意义上的绥
师。近百年来，实体意义上的绥师不断变
化，校名几度更替、校址不断迁移，但精神意
义上的绥师，在很多人心中却未曾改变，人
们依然认可她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座红色宝
库，是“西北革命策源地”和“革命英才的摇
篮”。

镜头推回到 1924 年。“春雷一声天放
光，小城回来了读书郎，兴教办学振家邦，绥
德后生一肩扛，为国为民不惜命，年轻娃娃
当校长……”在富有陕北风情的说书声中，
学生们扭起了秧歌，欢迎李子洲到省立第四
师范任校长。

这是榆林学院校史剧《播火者》中的一
幕，饰演学生的演员都是榆林学院本部和绥
德师范校区的在校生，富有活力的校园场景
再现了以李子洲为代表的进步人士在陕北
播火的时代景观。

许多人在追寻校史起源时，都会将那
段历史看作绥师与时代的第一次共振。建
校近百年来，在许多重要的时代转折关头，
都可以看到她的身影。“绥师能延续至今，是
因为无论多么艰难困苦，她一直在跟着时代
潮流前进。”原绥德师范学校党委书记武军
说。

觉醒年代
陕北民众的觉醒始于陕西省立第四师

范学校的建立。
那时的陕北由于地广人稀、地理闭塞，

导致教育落后，文化传播困难。外出学习的
学子们慢慢明白，陕北之所以落后，根源就
在教育落后，民智未开。

1922年，在北京大学上学的李子洲、呼
延震东和在天津南开中学上学的白超然获
悉陕西拟建第四师范学校的消息，便立即联
合陕北教育家杜斌丞等人四处奔走，最终将
这所学校选址到绥德，简称四师。

1923年秋季四师开学，在陕北轰动一
时。但不久以后，学校因管理问题引起学生
不满，要求撤换校长。从北大哲学系毕业的
李子洲，成为四师第二任校长。

“李子洲是在刘天章、李大钊的介绍下
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回陕北也是受到李大钊
的指派，肩负着传播五四精神，或者说传播
共产主义火种的任务。”原绥德师范学校校
长、榆林学院绥德师范校区管委会主任王守
文说，李子洲任校长后，立刻前往北京拜访
李大钊，为四师聘请进步教师。

北京这一趟，李子洲还带回中共北京
区委的指示：基于国共合作已经形成的有利
时机，批准由李子洲、王复生和王懋廷组成
陕北问题工作小组，指定李子洲和王懋廷为
北京党组织直属特别通讯员，在陕北建立和
发展党的组织。

“明面上他们来当教员，实际上更主要
的工作是李大钊派来协助李子洲开展党政
工作。他们通过建立党团组织，开启了在陕
北播火的历程。”王守文说。

1924年秋季的开学典礼上，李子洲宣
称自己“为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种子而迁就
此职，并非只为师资教育、个人职业。”

当年下半年，王懋廷就开始在青年师
生中发现和培养党、团组织的发展对象，吸

收同学加入共进社，并建立了共进社绥德分
社。很快，他们在四师秘密建立起陕北第一
个党组织——中共绥德（四师）小组，直属中
共北京区委领导，后来又成立陕北第一个团
组织——SY（社会主义青年团）绥德（四师）
支部，直属上海团中央局领导。

榆林中学绥德籍学生张肇勤、李登霄
放寒假回绥德，也在四师由李子洲、王懋廷
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以后榆林党、团组
织的建立打下基础。

1925年初，中共绥德（四师）支部成立，
直属中共北京区委，活动范围是陕北各地，
李子洲以校长身份应酬交际，为党、团组织
的发展铲除环境障碍。开学后，张肇勤、李
登霄从绥德返回榆林中学，随之成立团小
组，不久团小组又改为共青团榆中支部，隶
属共青团绥德(四师)支部。春夏之交时，中
共绥德（四师）支部经过半年多时间，党员数
量不断增加，队伍不断壮大，仅四师校内就
有十多名党员。之后，四师和榆林中学的学
生走出校门，陆续在神木、府谷、定边等县，
甚至是山西汾阳、宁夏银川等地先后创建了
党团组织，一些县城及重要村镇均有党的组
织。“1926年12月，在中共中央局的一份报
告里，提到当年11月、12月，陕北已有党员
200多名。”王守文说。1926年前往四师任
教的刘尚达还记得，刚到学校时不论在四师
教员中，还是在学生中，到处都洋溢着一种
奋发向上的革命朝气。“我们一到这里，就感
到自己投身于火热的熔炉之中，温暖的怀抱
之中。”刘尚达入校不久，李子洲和延安四中
校长呼延震东刚刚开完陕北三校教育会
议。他们在返回学校的第一时间便组织会
议，派刘尚达跟随呼延震东校长和田均田到
延安去开展建党工作。至1927年，陕北23
个县中的17个县都建立了党组织，还有一
个军队党组织，其中由四师党员学生创建的
党组织就有15个。四师80%的师生成为党
团成员。当时陕北流传这样的歌谣：“若要
强，扛钢枪。强上强，上学堂。”这里的学堂
指的就是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中共党
团组织在学校的建立和发展，以及领导的轰
轰烈烈的革命活动，使学校声名大噪，被誉
为陕北的“上海大学”，从而使四师成为西北
革命的策源地和陕北革命的活动中心，有力
地吸引着各地的有志青年。2021年4月，中
国李大钊研究会会长朱善璐来到学校调研，
提出北大和绥师红色基因一脉相承、精神谱
系一脉相承，北京大学革命的火种和陕北绥
师革命的火花应该连在一起，把红色关系恢
复、复兴起来，这不仅有历史意义，还有时代
意义和现实意义。“绥师是个伟大的学校，是
李大钊代表党播撒马克思主义集中开花最
明显、效果最直接的地方。”朱善璐说。

培育英才
存放在陕西省档案馆的一份陕西省立

第四师范学校《学则》上记载着四师的办学
宗旨：“发展青年身心，培养积极道德，注重
科学教育，造就优良师资。”

李子洲讲得就更具体了：“本校的宗旨
为培养新的师资，改变落后面貌。要用科学
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学生，唤醒工农劳苦大
众，一起改造中国。”

在开学第一天，他就向师生宣告：“本

校的办学原则为求学勿忘革命，革命勿忘求
学。如求学而忘革命非真求学，革命而忘求
学非真革命。”

把一所学校办好，本身就是革命。“由
此可见，在四师创立之初，李子洲就把教育
和改造社会紧密地结合起来了，着眼于服务
社会，教书育人，并依此进行教学和革命实
践。”原绥德师范学校党委书记武军说，李子
洲的办学理念同时受到李大钊和蔡元培的
影响。

在李子洲接任四师校长前，学校死气
沉沉，学生除上课读书外，国家大事、人民疾
苦，概不闻问。他到任后进京拜访李大钊，
还在北大的校报上发出招聘启事。

此后不久，杨明轩成为教务主任，常汉
三成为训育主任，王懋廷、田伯荫、韩叔勋、
李瑞阳、蔡南轩等北大、北师大的进步知识
分子来到四师成为教员，这标志着李子洲的
教学改革开始了。

在教学方面，四师首先把马列主义理
论列为必修课，由李子洲亲自讲授。国文课
以“爱国主义教育和提倡唯物论、科学宇宙
观，反帝反封建反对唯心主义”为中心，学校
自行选编教材讲义。还增加了民间文学的
内容，并组织学生下乡收集民歌、民谣、秧歌
词等民间文学。同时，辅导群众文化活动，
使课堂更贴近于社会生活。

课外，李子洲总是想方设法邀请各路
名人来四师，让他们把外面的世界介绍给师
生，使大家开阔视野、增长见识。

李子洲的友人惠又光来到绥德，就被
请来给师生们讲留学日本参加同盟会、结交
孙中山的过程，以及日本的政治、军事等情
况。共进社社员严敬斋留美归来，就被邀请
来校讲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民俗风情，
以及中国留学生和华侨在美国的生活状况
等。史可轩从苏联回国，也被请来作关于旅
苏观感的报告。杨虎城、魏野畴等知名人士
途经绥德时，四师都组织了演讲会、报告会。

与此同时，四师还强调教学和实验、实
习相结合，做到学用一致。每逢星期天就会
组织学生到附近农村做宣传和调查工作，图
书馆备有许多进步书刊，还特设政治问答
栏，学生提出疑难问题，由教师笔答。

为了唤醒更多的民众，学校接办了绥
德的平民学校，由学生执教。这不仅让学生
得到实习锻炼，又扩大了社会教育，培养了
一批工农革命骨干力量。寒假时四师还要
求学生回乡办补习学校和夜校，在进行文化
普及的同时进行革命宣传。这为四师师生
和人民群众密切接触、传播革命思想提供了
机会和场所。党组织在四师内部建立后，很
多活动都在平民学校内进行，那里基本上成
了党的活动中心。

为了加强革命教育，四师先后向黄埔
军校、上海大学、甘肃军校输送学员，刘志
丹、霍世杰、张肇勤等都在其中。通过外出
学习，这些师生思想境界有了新的变化，明
白了只有彻底革命才是改造社会的唯一出
路的道理，这为创建西北革命根据地奠定了
人才和教育基础。

在教学内容革新的基础上，四师也在
教育管理上作出了重大变革，实行了科学民
主的管理办法。在校友收集的杨明轩的遗

物中，就有四师组织教育大纲和教育组织管
理，像学籍管理、图书馆管理等，即使用现代
的眼光来审视它，当年组织大纲的内容也不
落伍。“这里面提出师范教育不是培养学生
的职业问题，师范不应看成一种职业，而应
是一种事业。”原绥德师范学校副校长张杰
说。

正是因为学校能够从社会斗争的实际
需要出发，坚持为现实斗争服务、教书育人
的方针，才能培养出大批优秀的人才。据不
完全统计，近百年来，学校有3位校友成为
副国级领导，有60多位校友成为新中国党
政军的高级干部，有8位校友担任过中共陕
西省委书记，有70多位校友为中国革命英
勇牺牲。

播下火种
不止一位党史专家说过，研究陕北革

命史，绝对绕不开四师。
原绥德师范学校副校长张杰因为参与

编纂校史的工作，对于陕甘革命根据地创建
过程中，涉及的学生姓名、就读班级都记得
十分清楚。许多活动都有四师人的身影，且
都扮演着重要角色。

1924年，已经是安定民团团总的谢子
长从北大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回到陕西，
向党组织报道，李子洲指导他“你继续回去，
带你的民团，我们要在陕北干革命，你那里
大有可为！”

1924年年底，党组织在绥德发展瓦窑
堡驻军中的李象九、史唯然、王有才等加入
社会主义青年团，在陕北国民军中种下第一
颗革命的种子，后来这支部队成为清涧起义
的主要力量。1925年秋天，李子洲送刘志
丹去黄埔军校学习，叮嘱他：“光搞学潮不
行，要学会训练军队，学会打仗，指挥军队。”

从 1925 年到 1927 年，学校面临被封
闭，四师派出100余人去各地军校、部队学
军事，搞兵运活动，正是这些人成为后来陕
北革命武装斗争的骨干力量。

陕北革命武装和陕甘游击队从无到
有，由小至大，不断发展壮大，使分别建立的
陕北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得到不断发展直
至连成一片，成为西北革命根据地，最终成
为中国革命的“落脚点”和“出发点”。

1926年11月西安解围后，李子洲被调
往西安，学校党支部由常汉三负责，他继
任校长后，继续坚持“求学和革命斗争实
践相结合”的宗旨，一方面有计划、有组织
地让学生在大革命的风浪中去锻炼，另一
方面坚持严以教学的方针，要求师生必须
认真教学、刻苦读书。常汉三把办公室设
在大门旁边的一间房子里，上课期间学生
一律不许外出，凡是进出校门的人，他都
一清二楚。

张杰介绍，在我国革命的历史上，其他
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基本都是先创建武装力
量，再由武装力量打下根据地，在根据地建
立地方党组织。而只有陕北，是中国共产党
在白色恐怖下像春雨润泽万物一样，一点一
滴、无声无息地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开辟出来
的地方党团工作，奠定了以后革命大发展的
基础。

在党团组织的领导下，四师的革命实
践活动非常活跃。每逢重大纪念日，学校总

要充分利用一切机会组织各种纪念活动，既
教育了青年学生，又发动了群众。

1925年年初，四师成立了学生会，后又
与榆林中学等陕北较大的中小学校学生会
联合组成陕北学生联合会。组织学生针对
反动上层发动学潮，发动当地的农民运动，
进行群众性文化教育活动，在实践中锻炼青
年学生。

3月15日，李子洲组织四师师生积极参
加了陕西国民会议促成会在绥德举行的各
分会代表会议。孙中山逝世的噩耗传来后，
四师党组织领导全校师生和地方各界举行
了盛大的追悼会，并立碑铭志。

“五卅惨案”发生后，学校停课两周，一
方面成立“后援会”，发动和领导绥德城乡群
众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等声援活动；另
一方面，把青年学生组织起来，在“到民间
去”的号召下，分赴葭县（今佳县）、吴堡等地
发动群众捐款，支持上海工人的罢工斗争，
从而在整个陕北地区形成了以绥德为中心
的声援工人大罢工斗争的高潮。

一场场斗争不仅唤醒了民众，而且增
强了各阶层人民反帝斗争的意志。

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四师学
生会会同国民党绥德县党部、陕北青年社、
陕北非基同盟会等组织，于3月24日在绥德
联合召开市民大会，愤怒声讨段祺瑞政府的
暴行，通过了给遇难者家属的慰问电和警告
各国公使的通电，并由教务主任杨明轩和共
产党员田伯英老师主演了王子休赶写的三
幕话剧《被毁的血书》。剧情悲愤激昂，使校
内外观众深受感动和教育。

与此同时，学校党团组织还积极开展
工农运动和兵运斗争。1926年，四师党组
织通过学生会和陕北青年社，领导脚户和农
民成立“脚户自保会”。脚户自保会领导脚
户和学生、农民联合行动，迫使官方取消了
专门敲诈勒索脚户的帮会组织，又成立了绥
德总工会，使工人运动走向自觉的道路。

同时，党组织把工作重点逐步转向农
村，向农民做宣传动员工作，广泛建立村、区
农民协会，在条件成熟的村庄还发展党团组
织。并在1927年成立了绥德县农民协会。
在农民协会的旗帜下，先后展开了反对国民
党县衙和地主、高利贷的斗争，取得了一定
的成果。

四师党团组织的壮大和各种革命活动
的开展，慢慢让国民党反动派越来越忌惮。
虽经1927年8月和1928年4月两次封闭学
校，但四师的革命火种从未被扑灭。到
1930年底第三次被封闭之前，四师党组织
仍然秘密地存在着，仍在组织学生发动农民
运动。

“从1923年到1930年，虽然反动当局
经常对学校的革命势力进行摧残，学校几次
被封闭，但怀有革命热情的学生却乘机深入
村落，点燃了革命烽火。有的同志在革命中
牺牲了，但幸存者仍在继续战斗，直到革命
势力发展壮大，他们为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建
立作出了重大贡献。”榆林学院绥德师范校
区党工委书记张雄说。

（文章来源：《当代陕西》2021年8月19
日 记者徐旻禾 刘甜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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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0月20日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坚持“求学勿忘革命，革命勿忘求学”的追求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 100 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指出：“初心易
得，始终难守。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我们要用历史映照现实、远观未来，从中
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中看清楚过去我们
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
能继续成功，从而在新的征程上更加坚
定，更加自觉地牢记初心使命，开创美好
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总结的

“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九个必须”，既
是对我们过去能够成功的历史经验总结，
又是对未来要继续取得成功提出的根本
要求。通过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七
一”重要讲话，笔者认为，中国共产党的百
年最根本的是靠四个成功密码走来的。

第一，靠中国共产党人“革命理想高
于天”的伟大信念走来。中国共产党从
幼小到壮大，几多跌宕起伏、化危为机，
靠的就是共产党人“革命理想高于天”的
伟大信念，这是中国共产党一路走来的
首要的成功密码。习近平总书记曾深刻
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叫共产党，就
是因为从成立之日起我们党就把共产主

义确立为远大理想。我们党之所以能够
经受一次次挫折而又一次次奋起，归根
到底是因为我们党有远大理想和崇高追
求。”一百年来，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如
火炬和明灯一般，照亮着我们党从小到
大、由弱到强的奋斗历程。

红军长征是一次理想信念的远征，其
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建设
和改革的征程更是一场跨越百年的理想
信念远征。在风雨如磐的革命岁月，革命
者硬是走出了一条“把活路堵死、向死路
求生”的新路，是因为他们笃信“坚持革命
党人的理想信念，就会有前途”；在社会主
义建设和改革时期，无数共产党员以热血
赴使命、以行动践诺言，也有无数共产党
人牺牲在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征途
上，这正是他们有坚如磐石的“革命理想
高于天”的伟大信念的生动写照。

第二，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装走
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指
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
思主义行！”这一重要论述是对马克思主

义指导作用的科学认识，揭示了中国共
产党百年来不断发展壮大、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不断取得伟大成就的根本原因。
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完成
近代以来许多政治力量都没有完成的艰
巨任务，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始终把马
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
指南。马克思主义既是一种科学的真理
体系，也是一套崇高的信仰体系。马克
思主义是人民的理论、革命的理论、开放
和发展的理论，它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社
会过程中创立和发展的，其始终站在人
民的立场探求人类自由解放的道路，它
不是教条，而是进一步行动的指南。一
百年来，马克思主义没有辜负中国共产
党，在其指导下，中国共产党深刻改变了
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
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
运，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这完
全得益于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

第三，靠中国共产党人大无畏的牺
牲精神走来。敢于牺牲，彰显出共产党
人的道德高度，也是检验中国共产党人

的试金石。毛泽东曾指出“要奋斗就会
有牺牲”，而且自己的六位至亲也为中国
革命做出了牺牲。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
百年来敢于牺牲、勇于牺牲的精神，我们
党才能在极端困境中发展壮大，才能在
濒临绝境中突出重围，才能在困顿逆境
中毅然奋起，才能在一次又一次的牺牲
中不断创造出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可
以说，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既是崇高理想
信念的胜利，更是伟大牺牲精神的胜
利。牺牲构筑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崭
新大厦，浇筑成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
不怕困难、勇于斗争的钢铁意志。没有
牺牲，就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华人
民共和国，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
大事业。

第四，靠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走来。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
部党同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
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坚持
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推动形成了全民
族抗战的历史洪流，使日本侵略者陷入
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同时，锻造了

抵御艰险的人民的铜墙铁壁，激发了攻
坚克难的人民的战争伟力，取得了人民
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社会主义革命和
建设时期，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
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建立了独立的
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从根本上解决了中国工业化中“从无到
有”的问题，为新中国的发展奠定了牢固
的物质基础。改革开放以来，党继续带
领人民解放思想、锐意进取，开创了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道路。特别是党的
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依靠人民解决了许
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
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
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
历史性变革。“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
江山”。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
指出：“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
人民、力量在人民。中国共产党始终代
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
共、生死相依”。这是中国共产党一百年
来的成功密码，也是未来能够继续成功
的根本所在，必须始终坚持而不能背离。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靠什么走来？
——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

郭东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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