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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梁，位于陕甘交界的桥山中部。解放前，这里是一个陕西不管、甘肃不管、

土豪劣绅也不管的“三不管”地区。70 多年前，就在这座沟壑纵横、绵延数百里

的大山中，诞生了西北最早的红色政权——苏维埃南梁政府。 

 

  1927 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新生的中国革命力量面临前所未有

的严峻考验。在这血雨腥风的岁月里，陕北的早期革命领导者刘志丹、高岗、谢子

长等来到甘肃华池县的南梁一带。他们走村入户宣传马列主义，大力发展工农武装，

积极进行革命活动，很快便组建了一支拥有 300 多人的游击队，撑起了西北革命斗

争的红色大旗。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从此，陇原大地的革命斗争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九

一八事变后，由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的“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宣

告成立。翌年 2 月，“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在甘肃正宁县的三嘉原改编为“中国

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陕甘游击队成立后，按照陕西省委的指示，开始挥师南下

渭北，依托桥山山脉，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1932 年 9 月，陕甘游击队虽然在照

金一战中大获全胜，但却遭到敌重兵合围，只好撤到南梁的平定川、豹子川一带，

边休整边进行武装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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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2 年 12 月，根据陕西省委的指令，陕甘游击队在陕西宜君县的转角村正式

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由杜衡（后叛变）任军政委兼团政委。与

此同时，谢子长、刘志丹等人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离开了领导岗位。

红二十六军暨红二团组建后，在陕西耀县、三原、淳化、宜君等 6 县交界的地区开

展游击战争，并在耀县西北的照金建立了革命根据地，组建了红二十六军渭北游击

队总指挥部，成立了中共陕甘边特委和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1933 年 4 月，杨虎

城、井岳秀以 4 个正规团和 6 个县民团约 8000 余人的兵力，分 4 路对照金革命根

据地进行围攻，均被红军一一击溃。正当形势好转时，杜衡却执行了“左”倾路线，

强令红二十六军南下创建新苏区，结果使 500 多人的部队被敌人打得只剩下 100

多人。 

 

  1933 年 11 月，照金根据地沦陷后，突围转移到甘肃合水县包家寨的陕甘红军

临时总指挥部召开会议，决定撤销临时总指挥部，恢复红二十六军建制，并于 11

月 9 日首先成立了该军第一个师即红四十二师（下辖红三、团和骑兵团，1934 年 9

月、10 月又组建了红一、红二团）。根据包家寨会议确定的根据地重建方针，11

月中旬，红四十二师在师长王泰吉（后刘志丹、杨森）、政委高岗（后杨森、张秀

山）、参谋长刘志丹的率领下，再次回到南梁，全面展开了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的斗争。1933 年底，以南梁为中心的陇东革命根据地迅速扩大到东至豹子川、南

至东华池、西至柔远川、北至吴堡川的广大地区，并在这些地区相继建立了临时乡

政权——农民联合会。在红军的帮助下，地方群众武装也很快发展到 5 个赤卫军大

队近千人。 

 

1934 年 2 月 15 日，由红四十二师党委主持，在小河沟川四合台村召开群众大会，选举产生

了根据地的临时政府——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习仲勋任主席，下设土地、劳动、财政、粮

秣、肃反、军事、文教等委员会。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建立后，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群众革命

运动，成立了威震八方的农民联合会和赤卫军大队。对此，国民党统治者惊恐万分，于 3

月初纠集了 8 个团，兵分 8 路对南梁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围剿”。为避敌锋芒，师长刘志



丹等率领红军主力转移到外线打击敌人。敌人进入南梁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先后用铡

刀杀害了农会主任白杨珍、土地委员曹思忠和红军机械所工人李青山等 6 人，活埋了游击队

员、地方干部和群众数十人，随后又扑到保安县（今志丹县），抄了刘志丹的家，挖了刘家

祖坟，杀害了刘志丹的数名亲人。在反“围剿”斗争中，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率领游击队掩

护群众，坚壁清野，灵活运用战术战法，奋勇杀敌。由于红军主力外线作战的节节胜利，加

上根据地内线斗争的有力配合，迫使敌军很快退出了根据地。 

 

  反“围剿”战争胜利后，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一方面积极帮助根据地人民重建家园，另

一方面大力发展武装力量，使赤卫军很快发展到 18 个大队，红色区域扩大到以南梁为中心

的数百公里外。为加强陕甘边红军和陕北红军的联系，搞好两地战略协同，同年 7 月，总指

挥谢子长等率领陕北工农红军游击队和赤卫军来到南梁与红二十六军会合，并召开了陕甘边

和陕北军政联席会议，统一了对革命形势的认识，促进了两区的了解和团结。随着南梁根据

地的不断巩固与扩大，1934 年 11 月，陕甘边在南梁荔园堡召开了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

选举产生了西北最早的红色革命政权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史称“南梁政府”）和陕甘边革命

军事委员会，习仲勋当选为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志丹当选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南梁政府的成立和陕北革命力量的不断壮大，令国民党统治者寝食难安。1935 年 1 月，

蒋介石急忙调集陕、甘、宁、豫、晋、绥 6 省 7个师计 5 万多兵力，准备对陕甘边和陕北根

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企图将新生的革命政权扼杀在摇篮中。为集中力量共同抗敌，2

月 5 日，陕北特委和陕甘边特委在赤安县（今志丹县）的周家崄召开联席会议，正式成立中

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两块根据地和两区的革命武装。会议确

定了反“围剿”的战略方针，成立了由刘子丹任总指挥、高岗任政委的前敌总指挥部。根据

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粉碎敌人二次“围剿”动员令，为集中红军主力到陕北与敌作战，4 月

13 日，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由南粱地区转移到甘泉县的下寺沟开展工作。面对强敌的残酷“围

剿”，根据地人民与游击队密切配合，把粮食、灶具埋入地下，将牛羊赶入山中，神出鬼没

地袭扰牵制敌人，针锋相对地与敌斗争。以刘志丹为首的前敌总指挥部带领红军主力，充分

利用国民党杂牌军之间的派系矛盾，与敌人斗智斗勇，经过长达 5 个多月的浴血奋战，先后

消灭了井岳秀的一部和高桂滋的两个团等正规军 5000 余人，消灭民团地主武装 3000 余人，



缴获各类枪支 8000 余支，相继解放了安定（今子长县）、延长、延川、安塞、靖边、赤安

等 6 座县城，在甘泉、富县等 20 多个县开辟了游击区或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发展红军 4000

多人，实现了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的统一。同年 7 月，红军胜利收复了南梁，第二次反

“围剿”斗争取得全面胜利。 

 

  南梁政府的成立，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陕甘革命斗争中一个历史性的转折，它使

革命委员会这一临时政权转变为苏维埃政府，使陕甘革命斗争由流动的游击区域变成巩固的

革命根据地。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标志着陕北红军在运用马克

思主义原理指导中国革命斗争实践上的成熟，为党中央将革命大本营的“落脚点”定在延安

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