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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革命火种

李象九，原名瑞鼎，1897 年 10 月出生在陕西白

水县尧禾村。同州师范肄业，青年时代受辛亥革

命影响，心怀救国保民之愿。1917 年，李象九前往

陕北，投奔在井岳秀部任连长的白水同乡石谦，在

骑兵一营一连当班长。1921 年，李象九厌倦部队

枯燥生活，请假离队去北京寻求救国理想。在北

京，他有幸结识了陕西旅京学生李子洲、魏野畴、

刘天章、刘含初、耿炳光、呼延震东等人，深受他们

革命激情的影响，尤其在同寝室李子洲的言传身

教下，他对革命始有认识。1922 年 10 月，旅京陕西

青年的进步团体“共进社”成立，李象九主动加入

共进社，并担任社委委员。

同年春，李子洲动员李象九回陕北搞武装，李

象九回到陕北，从瓦窑堡拉出数十人武装，到黄龙

山从事保商保民活动。3 个月后，韩城驻军出兵，

强迫李象九解散武装，离开黄龙山。

1924 年，李象九重返石谦部队，被介绍到安定

县任警局巡官。同年秋，陕北党组织创建人李子

洲回到陕北，担任绥德师范校长，介绍在安定县任

警佐的李象九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6

年，石谦升任团长后，委任李象九为第三连连长。

这其实是个空架子连，兵员则让李象九自筹。这

一年，李象九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他在连

队建立团的特支和中共特支，任中共特支书记。

军队特支受中共绥德地方执委会领导，同时受中

共北方区执委会和豫陕区执委会军委指导工作。

中共绥德地方执委会为发展革命武装，让安定县

民团团总、中共党员谢子长，帮助李象九招收了一

批进步学生及贫苦农民，又从民团中拨出一个班

加入连队，才使这个空架子的连队人数达到 90 余

人。其间，经李象九推荐，共产党员谢子长的民团

也被编入石谦团，为第十二连，谢子长任连长。因

部队的中共党员人数增加了，同年夏成立了第二

特别支部，谢子长任第二特支书记。

1925 年秋至 1926 年，李象九奉命率三连移驻

宜川。不久，石谦的团部也移防到宜川。中共北

方区委先后派李致煦、阎揆要到石谦部工作，成立

了中共宜川军事支部，李致煦任书记，李象九负责

宣传，史唯然负责组织工作。中共北方区委非常

重视这支部队的改造，经常对军支的工作给以指

示和帮助。绥德党组织也经常派李子洲、杨明轩

到部队进行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宣传，给士兵讲授

革命道理。中共军支在连队组织了士兵自治会，

成立了俱乐部，组织学唱《国际歌》《国民革命歌》

等歌曲，还安排演新戏、搞球赛，十分活跃。同时，

在官兵中提倡艰苦朴素，自己缝衣做鞋，禁止抽鸦

片、赌博、酗酒等，建立起了新的军营生活。此外，

还联系南方一些党组织为连队邮寄进步报刊，部

队的革命氛围很浓。

1926 年冬，冯玉祥率国民军来陕，驱走刘镇

华，解西安之围。同时，收编了陕西的军队。驻守

陕北的井岳秀部被改编为国民军第九路军，石谦

也升任步兵第六旅旅长，部队扩大到 1000 余人，分

驻延川、延长、宜川、安定、清涧等地，李象九升任

营长，驻防清涧县。

打响陕北武装起义第一枪

根据上级党组织“加强兵运”的指示，李象九

和谢子长加快发展党团组织，多数连队建立了党

支部，连排干部多由共产党员担任。部队经常召

开时事报告会、讲演会，宣传革命思想；经常派官

兵到驻地宣传，组织农民协会，领导抗粮、抗捐、抗

税、抗款、抗拉差的“五抗”斗争，反对开赌场、烟

馆，革命活动日益高涨。这引起陕北军阀、土豪劣

绅的仇视和恐惧。

1927 年 4 月 12 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4

月 28 日，李大钊在北京英勇就义。噩耗传来，群情

激愤，部队官兵和当地群众上街游行，沉痛悼念李

大钊，抗议反动派的血腥屠杀。陕北军阀井岳秀

强迫石谦交出李象九、谢子长等共产党人，但石谦

拒不执行，招致井岳秀的猜疑和忌恨。

1927 年 7 月，井岳秀派人暗杀了因准备去苏联

学习而回到家乡探亲的共产党人刘含初，以及共

产党员毕维舟、白得胜等，制造了榆林东山和米脂

十里铺惨案，并派军队查封了绥德师范、榆林中学

和延安中学。8 月，井岳秀利用自己过生日，下属

前来祝寿的机会，诱骗石谦到榆林，派人行刺杀

害。接着，井岳秀任命亲信康子祥为六旅代旅长，

命令骑兵团团长种宝卿在清涧、安定一带“严加防

范”；又以“改编”和“换防”之名，拟调李象九营到

肤施、谢子长连到宜川，企图分而歼之。

同年 8 月，党在武汉召开了“八七会议”，确定

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总方针。中共陕西省委即

派原国民军联军军校政治部主任唐澍和刚从黄埔

军校归来的白明善到石谦旅工作，制定了反井起

义的行动方案。

石谦旅长遭井岳秀杀害，引起第六旅官兵的

极大愤慨。李象九将石旅长遗体运回清涧后，利

用公祭石谦的机会，因势利导，向广大官兵揭露井

岳秀的罪行，加紧进行武装暴动的准备工作。10

月 11 日，第三营封锁了清涧周围的交通要道，割断

电话线，在集市上大量征集牲口，还查封了清涧县

城几个大商号的银柜，筹集物资 200 多驮，为武装

暴动作了充分准备。

10 月 12 日清晨，部队紧急集合，由李象九宣布

起义和南下攻打宜川的命令。部队全副武装出县

城，先后攻占延川、延长县城，进抵宜川城下。在

宜川城内第十连连长、中共党员李瑞成的配合下，

一举攻占宜川城，两股起义部队胜利会师。

李象九、谢子长发动了著名的清涧起义，在陕

北高原打响了陕北地区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

的第一枪。

随即，约千人的起义部队在宜川进行改编，李

象九任旅长，下辖三个营，谢子长、韩起胜、李瑞成

分任各营营长。起义部队在宜川休整时，井岳秀

急电驻扎附近的部队，即刻发起对宜川的围攻，镇

压起义部队。起义部队由于指挥不当，仓促突围，

撤退到韩城西庄镇时，仅剩下二三百人。起义部

队在这里待了一个多月，不仅无所发展，生存愈加

困难。很快，中共陕西省委派唐澍和阎揆要等人

找到残存的部队，先组成以唐澍、白明善、史唯然、

阎揆要为成员的军事委员会，又将部队改编为西

北工农革命军游击第一支队，唐澍、谢子长任正副

指挥。但在率部突袭宜川时再次失利，起义终归

失败。

因为敌军到处张贴布告，捉拿李象九等起义

领导人，李象九无法在当地安身，东渡黄河到山西

绛县，和党组织脱离了关系。

重聚革命力量

清涧起义失败后，李象九与党组织失去了联

系。他总结清涧起义失败教训，决心在党的领导

下东山再起。李象九冒险赴上海，寻找党组织不

遇，失望返回陕北。接着上了黄龙山，欲重聚革命

武装，但因局势所限，难以施展抱负。

1930 年，李象九离开黄龙山，第二次到北平寻

找党组织，间接地得到党的指示：经济自筹，照顾

同志，团结群众，相机行事。同年 5 月，邓宝珊率部

在河南参加冯阎反蒋战争。中共党员杨晓初、葛

霁云介绍李象九到邓宝珊部，编了一个旅，李象九

任旅长，还邀请阎揆要、史唯然、王超北等共产党

人到该旅任职。北平党组织派任启明到该旅任党

代表。后来，由于冯阎反蒋失败，李象九从事兵运

计划落空，由河南返回陕西。

1931年，李象九被杨虎城任命为白（水）澄（城）

民团指挥官，重返黄龙山，组织武装斗争。1935年，

这支队伍由任启明带往陇东庆阳一带，改编为抗日

义勇军。后来这支队伍编入陕北红军序列。

1935 年 10 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全国

抗日救亡运动高涨。1936 年 7 月，李象九在中共西

北特支负责人谢华、徐彬如等人的领导下，积极参

与筹备，并成立了西北各界抗日救国会，他被推选

为委员兼民众武装部副部长。杨明轩从上海回陕

后，任西救会主任。

在西安事变前，李象九积极组织群众性的抗

日救亡运动，营造浓郁的革命氛围；西安事变后，

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做了大

量工作。李象九秘密掩护过阎红彦等一批共产党

员，提供住处，设法帮助越过封锁线，到达陕北。

他还利用各种关系，向苏区秘密运送武器弹药。

为了抗战的胜利

1937 年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李象九

虽身在后方，心系抗日前线，在党的领导下，竭尽

全力支援抗战。

1938 年，日军铁蹄践踏中原，沦陷区的难民不

断逃入关中，流亡学生来到西安。陕西省政府秘

书长杜斌丞和杨明轩、常黎夫主张在黄龙山设立

垦区，收容难民，黄龙山与陕甘宁边区接壤，地广

人稀，不仅可以安置难民，而且也可发展成为抗日

根据地。

陕西省政府主席孙蔚如采纳杜斌丞等人的建

议，任命李象九为黄龙山垦区办事处主任。他到

任后，收容难民，开荒生产，陆续建立起大小农场

10 多个，进行屯垦培训，扩大生产自救。花园口黄

河决口后，又有数万难民逃到黄龙山，李象九均予

以收容安置。此外，李象九还争取到赵寿山、阎揆

要的支持，得到一批枪支弹药，为组织抗日武装力

量做准备。同时，他和延安保持着密切联系，经常

护送中共干部和进步青年往返垦区进出延安。

黄 龙 山 垦 区 声 势 日 增 ，招 致 胡 宗 南 等 人 猜

疑。陕西省政府迫于压力，宣布撤销黄龙垦区办

事处，免去李象九职务，成立管理局，由胡宗南的

亲信任局长，黄龙垦区由光明转入黑暗。

李象九被免职后，即把黄龙山的存粮及财产

进行清理，由杜斌丞、南汉宸转交给陕甘宁边区。

边 区 政 府 从 中 拨 给 李 象 九 专 款 ，鼓 励 其 创 办 企

业。于是，李象九创办了东源煤矿股份有限公司

和建业煤矿股份有限公司。加上 1936 年会同西

安、白水地方人士集资创办了白水新生煤矿股份

有限公司。这些煤矿的创办和扩大生产，为抗战

后方西安等地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原煤，同时也为

党组织筹集了活动经费，提供了交通站。虽然国

民党白水县政府曾多次借口破坏煤矿生产，关押

职员，但李象九等人冲破阻挠，坚持生产，为抗战

的胜利作出重大贡献。

1940 年，杜斌丞、杨明轩、常黎夫促成陕西省

政府在西府成立千山垦区办事处，李象九被任命

为主任。他到任后，委任共产党员胥润琮、程剑青

分别担任技术组组长和保卫组组长。李象九为了

开展工作，主动结交当地乡绅，安置难民进山开荒

种田，还创办了雍州小学，筹办私立雍州农业职

校。在经费缺乏的情况下，千山垦区红红火火开

办起来。胡宗南得到密报后，又以李象九在千山

“私藏武器，暗设电台”为由，授意下属提出惩办李

象九的提案。经进步人士刘蔼如委员在参议会上

严正驳斥：“所报之事实不足信，我在岍山住过一

个夏季，明了那里的一切，根本不是状告的那样。”

在进步势力的声援下，迫害李象九的阴谋破产。

但胡宗南所派部队已开进岍山，垦区的生存和发

展再次遭到破坏。

一生相信共产主义

1946 年 2 月，李象九经杜斌丞、韩望尘介绍，加

入中国民主同盟西北总支部。他利用自己的社会

关系，宣传民盟的政治主张，揭露国民党违背民

意，制造内战的罪行，团结进步力量，争取群众，孤

立敌人。当邓宝珊到西安时，他与邓宝珊交谈对

时局的看法。李象九曾先后八次转递中共致邓宝

珊的信件。

1948 年春，李象九在西北野战军联络部领导

下，利用关系在敌军中秘密宣传，进行策反工作。

他派任启明赴铜川发动煤矿工人进行护矿斗争。

白水县解放后，他捎信给新生、东源、建业煤矿经

理，要求他们组织职工恢复生产，多出煤炭，支援

大西北解放。

1949 年 5 月 20 日，古城西安解放，李象九在工

商界宣传党的城市政策，促使工商业者消除顾虑，

复工复业，在人民政府领导下，打击投机倒把，稳

定金融物价，改善劳资关系，消除通货膨胀因素，

协助西安市军管会和市政府，取得了快速恢复和

发展经济建设的胜利。

1949 年 9 月，李象九作为西北解放区工商界代

表，赴北平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0 月 1

日，李象九站在天安门观礼台，参加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开国大典。

在北京期间，经南汉宸介绍，李象九参加中国

民主建国会，任民建总会全国会务推进委员会委

员。1950 年筹建民建西安分会时，李象九任筹备

委员会召集人。1951 年 12 月，民建西安分会正式

成立，李象九当选为主任委员。他组织领导民建

成员、工商界人士，认真学习时事政治，拥护土地

改革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支持抗美援朝，积极

参加捐献飞机大炮活动；接受“五反”运动的教育，

组 织 私 营 工 商 业 者 努 力 生 产 经 营 ，活 跃 城 乡 市

场。他坚决拥护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坚定地

跟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

1950年 11月，李象九领导民建西安分会集资创

办了新西北纺织印染股份有限公司。1952年 11月，

公私合营后，改名为西安市公私合营新西北印染公

司。他还支持白水新生、东源、建业三煤矿于 1954

年 1 月实现公私合营，成立了公私合营白水煤矿。

他要求妻子田润芝及子女将股票捐献给国家。

新中国成立后，李象九得到党和人民的充分

信任，担任西北军政委员会政法委员会委员、西北

抗美援朝分会组织部部长、陕西省人民政府委员、

西安市人民政府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

西省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筹

委会副主任等职。他还多次参加重要慰问活动，

担任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西北总分团副团长和北

方老根据地陕甘宁慰问团副团长。

1954 年 7 月，李象九当选为西安市出席第一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9 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时，李象九因病请假。10 月 16

日，李象九因病不幸在西安去世，终年 58 岁。党和

政府给予李象九很高的评价。阎揆要题写了挽

联：“一生相信共产主义……病危还念共产党。”这

副挽联描述出李象九“一心跟党走”的光辉一生。

（作者单位：汉中市延安精神研究会）

清涧举义旗 一生跟党走
——记清涧起义领导人和西北民建发起人李象九

□ 郭松林

民革前辈陈铭德是我国著名的爱国民主人

士、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民国时期

《新民报》创始人之一，是毕生追求新闻民主和新

闻自由的中国民间报业的奠基人。

“作育新民”的《新民报》

陈铭德幼年失怙，在家乡小学毕业后，独自一

人到重庆就读中学，后考入北京国立法政大学。

青年时期的陈铭德受五四运动的影响，立志追求

民主自由。1921 年（一说 1922 年）加入孙中山领导

的中国国民党。1922 年兼任《国民日报》编辑，此

举除了改善贫寒的学生生活外，更让他养成对新

闻工作的兴趣和热爱。从此，陈铭德一生都献给

了新闻事业。1924 年学成还乡，陈铭德先后任成

都《新 川 报》总 编 辑 、重 庆《大 中 华 日 报》主 笔 。

1928 年受邀赴南京任中央通讯社编辑。在中央通

讯社，陈铭德对国民党的言论专制深感愤怒和不

满，萌发创办民间报纸、让民众自由抒发心声的想

法，遂于 1929 年 9 月在南京创办民间报纸《新民

报》。他们选择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创刊日，9 月 9

日，这一天是孙中山发动第一次起义的纪念日，其

办报的宗旨是“作育新民”。由于该报具有明显的

进步文化引领作用和民主自由等特点，深受广大

进步文化界、新闻界和民主党派的维护和支持。

《新民报》主笔吴竹似罹患肺结核于 1931 年 7 月病

逝，留下妻子邓季惺和三个孩子。陈铭德深感其

时其事，于 1933 年 1 月与邓季惺结婚。值得一说

的是，时年刚 3 周岁的吴敬琏从此在母亲和继父组

成的新家庭里茁壮成长，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经济

学家。不可否认，吴敬琏的成长和思想的发展受

到继父陈铭德的深刻影响。

在办报经历中，由于广招贤才，对同仁和善宽

宏，对外善于交际，朋友多、关系广、善协调，陈铭

德获得“刘备”的美誉。当然，这也是因为他具有

与刘备颇为相似的坚韧性格，不怕从底层做起的

顽强斗志。邓季惺于 1933 年从北京朝阳大学法律

系毕业后，回到南京，从事女权活动和律师工作，

1937 年受陈铭德邀请正式加盟《新民报》。邓季惺

颇有智谋，善于理财和经营，又懂法。有了邓季惺

辅佐，《新民报》如虎添翼。陈、邓结合堪称刘备、

诸葛亮的配合，至此，《新民报》在国民党打压民

主、钳制民间报刊的险恶形势下，仍能一路向前，

并发展为遍及南京、重庆、成都、上海、北平的“五

社八版”（其中有三种晚报），成为全国最具影响力

的民间报纸。正因为如此，陈铭德获得“中国报业

巨子”的称号。

1937 年 11 月，《新民报》决定迁往战时陪都重

庆。陈铭德和夫人邓季惺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

打开局面，使《新民报》很快在重庆复刊（1938 年 1

月 15 日《新民报》重庆版发刊）。在重庆，《新民

报》会 集 了 一 大 批 优 秀 的 报 人 和 著 名 的 进 步 作

家，夏衍、吴祖光、聂绀弩、沈起予、施白芜、张恨

水、陈白尘、孙伏园、郁风、黄苗子、陈迩冬、张白

山等都担任过《新民报》副刊主编；张季鸾、罗承

烈、赵超构、张慧剑、浦熙修等一批名记者在《新

民报》任职或发展。在如此众多的优秀进步人才

聚集的《新民报》，特别是副刊和新闻版，有不少

脍炙人口的栏目，“今日论语”“新闻圈外”“世象

杂收”“山城夜话”“重庆私语”等；每日见报的张

恨水的小说连载、程大千的小品文、罗承烈的时

评等尤受读者欢迎。《新民报》联系的知名人士就

更 为 突 出 了 ，郭 沫 若 、章 士 钊 、叶 圣 陶 、老 舍 、巴

金、谢冰莹、朱自清、徐悲鸿、黄炎培、顾颉刚、陈

寅 恪 等 一 大 批 文 杰 泰 斗 为 其 撰 稿 ，实 力 雄 厚 的

《新民报》一时人才济济，可谓“名笔如云”。著名

文学家、共产党员夏衍指出，“抗战时期在大后方

的《新民报》像一笼篝火，团结了许多进步作家，

其功绩是不容低估的。”

《新民报》用大量的文章和版面反映大后方人

民的生活苦难：物价飞涨、倒闭失业、火灾水患，不

少贫苦人在水深火热中挣扎，典妻鬻子、流离失

所；同时也披露官场腐败、投机倒把、美钞黄金倒

卖、破坏抗战的社会黑暗面，许多达官巨贾“前方

吃紧后方紧吃”的奢靡生活。《新民报》文章鞭辟入

里、针砭时弊，同情劳苦大众、声讨享乐腐化者，深

得民心。

与共产党为友

虽然《新民报》没有公开宣布接受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但是《新民报》积极响应党的主张，将中国

共产党作为知心朋友。在抗战等大是大非面前总

是与共产党保持一致，而且《新民报》的主要负责

人陈铭德等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交往颇多，《新民

报》的不少主笔和主要记者就是共产党人。

陈铭德及《新民报》以共产党为友，最突出的

事件是如下几例。

七七事变后，《新民报》坚决主张并支持中国

共产党全面抗战的宣言和行动。陈铭德约请八路

军驻南京办事处负责人叶剑英、廖承志到报社介

绍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从此陈铭

德及《新民报》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建立了长久的

友谊。

值得指出的是，周恩来为《新民报》抗战周年

纪念特刊题词：“全民团结，持久斗争。抗战必胜，

建国必成。”这样，《新民报》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大

型机关报《新华日报》的同盟军。

更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来重庆与国民党谈

判期间，将其词作《沁园春·雪》抄给柳亚子。《新民

报》副刊《西方夜谭》编辑吴祖光意外得到《沁园

春·雪》，率先在《新民报》副刊发表。这首大气磅

礴、脍炙人口的咏雪词，一时间轰动重庆。

1944 年，《新民报》派遣记者赵超构到延安采

访，写下十万多字的长篇新闻通讯《延安一月》，

在重庆、成都两地的《新民报》上连载 81 天。在报

上连载完毕后，随即结集成书出版（陈铭德、张恨

水分别写序），5 个月内重印 3 次，销量达数万册。

这是在抗日战争期间了解延安、了解共产党的一

本罕见而难得的写实著作。重庆新华日报社购

买了 2000 册送往延安，毛泽东看后说：“在重庆这

个地方发表这样的文章，作者的胆识是难能可贵

的。”周恩来称这本书是“中国记者写的《西行漫

记》”。

新中国成立后，陈铭德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历任北京市社会

福利局副局长，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理事，上

海《新民晚报》副社长、顾问，民革中央常委、民革

中央团结委员会主任委员、民革中央监察委员会

副主席，全国政协第二、三、四、五届委员，全国政

协第六、七届常委等职。1989 年 2 月 11 日陈铭德

病逝，享年 92岁。

陈铭德是卓有贡献的新闻工作者，是坚定的

爱国者。在国家生死存亡的时刻，他和《新民报》

选择坚持抗战；在抗战胜利后，他选择站在共产党

一边。《新民报》充分发挥了新闻舆论救国救民的

作用，且成就辉煌。正如陈铭德和邓季惺合著的

《新民报二十年》一书中所说：“（《新民报》）它开始

为封建军阀和国民党统治集团服务，之后转到基

本上为民族资产阶级服务，继而在革命形势的推

动和影响下，逐渐走向人民。”

（作者单位：重庆市长寿区政协）

李象九

民革前辈、《新民报》创始人陈铭德
□ 周家修

陈铭德、邓季惺夫妇

1938 年 2月 25日的《新民报》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杰出的爱

国民主人士李象九诞辰125周年。李象九早

期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了清涧起义，打响了

陕北武装起义第一枪。李象九也是西北民建

组织的发起人，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建设事业

毕生奋斗，被誉为“一生跟党走”的民建典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