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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家大院

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自成立至 1937 年 1 月的
5 个多月时间里，为了扩大革命影响、壮大队伍，先
后转战安康专区的宁陕、石泉、汉阴、安康等，商洛
专区的镇安、商县，汉中专区的洋县、城固、西乡、佛
坪，展开太平寨、毛坝场、东镇、马坪、火石沟口、周
家坎、迷峰岭、涧池、堰坪等 20 余次战斗。

在此期间，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积极主动争取
政治上的指导和军事物资上的支持， 协同作战，打
击敌人。 1936 年 9 月 17 日，部队从马坪、复兴等地
到达枧沟，在黄家老屋场与红七十四师会合。 商定
划分作战范围，即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在镇安县以
西活动，红七十四师在镇安县以东活动。 红七十四
师向抗日第一军赠送枪支弹药一批。

1936 年西安事变发生后， 西北特支领导人徐
彬如以“西救会”宣传部负责人的名义，于 12 月 20
日在介绍“西救会”历史、纲领和活动情况的中外记
者招待会上，公开宣布“民众武装组织方面的工作，
在陕南有抗日第一军的建制”。 12 月下旬，中共西
北特支将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的关系交给了中共
中央代表和红军代表团。为阻止南京方面的部队西
进潼关，中共中央代表命令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改
为抗日联军南路第一军，迅速赶往潼关以东参加破
坏铁路行动。

1937 年 1 月， 抗日联军南路第一军根据红七
十四师的指令，从安康北山出发，昼夜兼程向蓝田
开进。主力部队到达长安县子午镇后，杜瑜华、沈敏

从西安返回部队，传达上级新的命令：西安事变已
和平解决，第一军归红十五军团领导。 部队即星夜
疾进，于 2 月 9 日晚过咸阳桥，次日中午抵达礼泉
县叱干镇，与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合。

1937 年 3 月初， 抗日联军南路第一军的两支
部队在甘肃庆阳驿马关编为红十五军团警卫团。虽
由于沿途减员，尚有 700 余人，何振亚任团长，李雪
三任政委，沈启贤任参谋长，杜瑜华、张英勃在政治
处工作。 部队开始建立党的组织和政治工作制度，
开展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

8 月，红十五军团警卫团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
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警卫营，不久开赴山西抗日
前线，参加了震惊中外的平型关大战。 警卫营主动
出击，英勇拼杀，给日寇以迎头痛击。 随后，警卫营
又参加了粉碎日寇的九路围攻等多次战斗。 1940
年，八路军一部奉命南下支援新四军， 三四四旅扩
编为第二纵队，警卫营扩编为新六八八团，归新四
军三师建制。

1945 年抗日战争结束 ，三师进军东北 ，后改
编为第四野战军第 39 集团军 117 师 ， 从东北一
直打到了广西。 1950 年 10 月 20 日，沈启贤任中
国人民志愿军主力 39 军参谋长， 率部跨过鸭绿
江 ，在云山地区打响了抗美援朝第一仗 “云山战
斗”，重创美军号称“常胜军”的一个联队，俘虏美
军 2000 人。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117 师改为武
警部队，驻辽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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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陕南南人人民民抗抗日日第第一一军军传传奇奇抗抗战战故故事事

20 世纪 30 年代初， 国内局势动荡，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日益暴露，民族
危机日益加深。 在此背景下，陕南地区的
进步青年开始积极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

1931 年 3 月， 何继周 （后改名何振
亚）、沈启贤、徐海山、孟子明等陕南籍进
步青年，怀着满腔热血，入国民革命军第
十七路军十七师军官训练班受训。 “九一
八”事变后，共产党员学员通过多种形式
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和国民党
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团结教育广大学员树
立献身民族解放事业的思想信念。

1932 年 11 月，何继周、沈启贤等入国民革
命军第十七路军所属沈玺亭团在平利县
城办的干部教育班受训。 教育班大队长张
惠民曾参加宁都起义，他秘密向进步学员
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中国工农红军
的作战、纪律、生活等情况，使学员们对革
命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12 月初，贺龙率领
红三军经安康东南部入鄂川，这一事件极
大地激发了教育班学员的革命热情。

沈启贤联络何继周、孙善堂、徐海山、
苟树林、赵宏勋、孟子明、吕治平等，秘密
组织“陕南抗日救国赤卫团”，草拟抗日救

国八条宣言，盟誓结业后每人都要联络一
批人员兵变出来，参加红军。 次年 7 月，平
利干部教育班结业，“赤卫团”成员分配到
沈玺亭团各连担任班、排长，便在下层军
官和士兵中秘密联络。

1934 年 9 月，安绥军沈玺亭团改编为
陕西警备第二旅第四团。 12 月，红二十五
军入陕开辟鄂豫陕革命根据地，警二旅奉
命进入秦岭山区“追剿”。 这在客观上给了
何继周、沈启贤等接触红军、了解红军的
机会，大大促进了兵变的进程。

埋 下 革 命 火 种

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和准备，陕南地
区的革命力量逐渐积聚。 1935 年 12 月至
1936 年 9 月，何振亚、沈启贤等进步青年
先后领导了多次兵变。

1935 年 12 月 7 日，陕警二旅四团的
1 个排在七班班长张子新和士兵王展 (王
武林)、 罗少伟的带领下于柞水县营盘起
义。 1935 年 12 月 11 日午夜，四团九连二
排排长何振亚和洪九畴、张孝德、杨子珍、
傅东山等在长安县引驾回处决反动连长
张锡武后率百余人起义。 1936 年 9 月 9
日，四团四连在沈启贤、李传民率领下，处
死反动连长，于商县夜村起义。

这 3 支起义部队会合后，组建了以何
振亚部为基础的陕南游击纵队。他们学习
红军打富济贫，宣传抗日，在镇安、柞水、
宁陕 、石泉 、汉阴 、安康一带开展武装斗
争。

1935年 12月 26日， 游击队突袭镇安
县穆王坪保安队，缴枪 9支。 1936年 2月 3
日，袭击石泉县马池，缴获步枪 3 支和一批

物资。 2 月 24 日，重返镇安县瓮沟街，攻破
四方寨。 他们废除了旧的军阀制度，实行官
兵平等；他们打富济贫，为群众谋利益；他
们严格要求战士，爱护群众、帮助群众，对
侵害群众利益的进行严厉处罚。 经过三四
个月的游击活动，队伍发展至 500 余人，编
为五个中队，由刘炎德、张孝德、陈汉杰、晏
盛明、张英才分任各中队队长。

由于游击队没有固定根据地，且军事
力量单薄， 又与红七十四师联络中断，陷
入孤军无援、粮弹缺乏的困境。 为了保存
实力，游击纵队采取“缓兵计”，先后在镇
安县栗扎坪和汉阴龙王沟 （后划归宁陕）
两次有条件地接受了国民党地方政府的
收编。

陕南游击纵队接受改编后，采用各种
办法同安康专署进行了尖锐、 复杂的斗
争。 为了粉碎安康专署的阴谋，陕南游击
纵队坚决将编余人员组成几支游击队分
散活动，互相策应；先后派出五批地下工
作人员，到各县策动保安队兵变；审查受

训归来人员，清除叛变分子；在安康等地
设立秘密联络站，掌握敌人动向；公开揭
露安康专署杀害李伯亭等革命志士的阴
谋和罪行，迫使专员魏席儒承认“此为部
下所为”；限制敌副官的活动。这些针锋相
对的斗争，挫败了敌人企图以招抚消灭这
支部队的阴谋。

1936 年 5 月下旬， 安康县茨沟发生
“匪祸”，特务大队“奉命”前去“剿匪”。 何
振亚遂借机移驻距安康县城 150 华里的
东镇东沟口。此地为安康、旬阳、镇安三县
的结合部，山高路远。何振亚屯兵此地后，
认真开展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为部队独
立自主发展创造了条件，从而保持了部队
的人民性和革命性，为后来的再次起义和
成立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奠定了基础。

在此期间，警二旅四团八连排长徐海
山起义， 率部 10 余人历经艰辛到东镇与
何振亚会合，继任副大队长，苟树林率一
部分游击队员，从紫阳凤凰山到东镇与何
振亚会合，部队不断扩大。

组 建 陕 南 游 击 纵 队

1936 年， 在中国共产党西北特别支
部的领导下，陕南游击纵队迎来了新的发
展机遇。

1936 年 5 月， 原在陕西警二旅四团
手枪连任班长的沈敏从沈启贤的来信中
得知陕南游击纵队被安康专署收编，便从
北平急回西安，找到杨虎城宪兵营营长金
闽生（中共党员），请求解救游击纵队。 金
闽生同中共党员杨江、杜瑜华向中共西北
特别支部书记谢华请示。西北特支决定派
杨江、杜瑜华和沈敏到陕南做何振亚的工
作， 争取把这支武装掌握在党的手中，并
指定由杨江总负责。 6 月初，杨江等到达

安康东镇，何振亚、徐海山等态度明朗，表
示接受党的领导。

1936 年 8 月 9 日夜，西北特支派杨江
向已到茨沟老庄的“特务大队”传达党的
指示，宣布以“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的名
义，命名组建“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 任
命何振亚为军长，杨江为政治委员，杜瑜
华为参谋长，沈敏参与领导协助何振亚工
作。 为了扩大影响，部队从茨沟出发攻打
五里铺。 五里铺战斗取胜后经叶家沟、冉
家砭北上，到达大河属地蒿溪。

8 月 12 日，经过连续辗转行军，陕南
人民抗日第一军到达大河紫荆乡（时属镇

安县）， 住在地主刘大乾及附近几户院子
里。军委决定在这里举行陕南人民抗日第
一军正式成立大会。 他们连夜刻印 《宣
言》、传单、标语，筹备成立大会各项工作。
13 日， 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成立大会在
紫荆刘家大院举行。

会后，部队在紫荆刘家院子、潘家院
子、谢家院子、段家庄休整。 休整期间，全
歼了盘踞在紫荆洪岩寨的地方保安队王
三春的队伍 40 多人， 缴获枪支 20 余支。
这是抗日第一军成立后第一场胜仗。为了
纪念这次胜利， 何振亚将洪岩寨命名为
“德胜寨”。

建 立 陕 南 人 民 抗 日 第 一 军
北 上 抗 日 屡 建 奇 功

紫荆镇“抗一军”纪念碑

沈启贤 杜超烈士之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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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80 周年。 80 年前，中华民族以巨大的牺牲和坚韧的意志，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为世界反

法西斯战争的最终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这场胜利，不仅是中华民族从屈辱走向复兴的重要转折点，更是全人类正义战胜邪
恶、光明驱散黑暗的历史见证。 今天，我们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回望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缅怀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英勇献身的
先烈，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和平的珍贵与发展的不易。 作为新时代的见证者和建设者，我们要继承和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坚定理想
信念，凝聚奋进力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本报即日起推出系列报道，深入挖掘抗战故事，激励全市干部
群众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康篇章凝聚强大精神动力。

通讯员 罗先余
记 者 孙妙鸿 杨京保

80 多年前，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一支由陕南热血青年组成的革命武装———陕南
人民抗日第一军，在安康大地崛起。 这支队伍在中共西北特支的领导下，以其独特的斗争
历程和深远的历史影响，在秦巴山区的抗战史上写下了光辉壮丽的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