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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 年 12 月，中共江西弋阳、

横峰区委负责人方志敏、邵式平

等组织、领导农民起义，不到半

年，起义队伍壮大到近 2 千人，组

成中国工农红军信江独立团，创

建赣东北革命根据地，与国民党

反动派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武装斗

争。

当时，“独立团”战士大多是

本地贫苦农民，他们拿起刀枪当

红军，多因生计所迫和朴素的阶

级情感，特别是缺乏战术素养和

指挥作战的本领。为此，大部分

连、排指挥员不得不让哗变或俘

虏的白军担任，要依靠他们建立

一支全心全意为劳苦大众打天下

的革命队伍，显然是有困难的。

1929 年初，“独立团”与国民

党第六旅在磨盘山发生遭遇战，

敌军凭武器精良很快占据上风，

而“独立团”竟有百余人临阵脱

逃，迫使全团撤入深山。

1929 年 10 月初，方志敏向中

共江西省委提交了“关于组建信

江军事政治学校”的请示报告：

“我们感觉军事政治工作人才的

缺乏，决定开办信江军事政治学

校。学校由信江工农兵代表会议

（苏维埃政府）创办。学校由各县

苏选送学生，组织为一大队分二

中队六支队十八小队。训练科目

为军事训练与政治训练。学校组

织校长一人，大队长一人，政治部

主任一人，军事教官三人，政治教

员若干人”。

《报告》很快得到省委批准，

1929 年 10 月 25 日，信江军政学校

在弋阳县吴家墩村挂牌，这是中

国共产党最早创办的军政学校，

由红军第二师第十四团团长邹琦

任校长兼大队长，方志敏兼任政

治委员，邵式平任政治部主任，从

红军和苏区选拔的 170 余名优秀

青年为首批学员，学期 6 个月。

学员主要学习政治、军事课

程。政治学习有识字、数学课；

《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原理》

《劳动与资本》等马克思、恩格斯

著作都是授课教材。军事学习除

讲授经典战例，军事知识外，还有

操典、野训、进攻、防御等实地演

练。

1930 年 4 月，首期信江军政学

校学员毕业，均被派往赣东北苏

区党政组织和红军部队。同年 10
月，“信江独立团”改编为“中国工

农红军第十军”，排、连以上干部

几乎全是信江军政学校毕业生，

极大提高了部队的政治、军事、文

化水准和指挥、作战能力。

1931 年秋，为纪念农民运动领

袖彭湃和工人运动领袖杨殷两位

烈士，信江军政学校易名彭杨军

事政治学校。 1933 年初，赣东北

苏区与中央苏区连成一片，军政

学校从弋阳县迁至横峰县葛源镇

杨氏宗祠，更名为中国工农红军

学校第五分校。

1934 年 10 月，红军开始长征，

开办 8 期的“军政学校”停课，共培

养出学员 1500 余人，他们为中国

革命和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了卓越

贡献。新中国建立后，曾任国家

副主席的汪东兴、广州军区司令

员吴克华等领导人都是“信江军

政学校”的首期毕业生。

陕甘宁边区第二师范，简称“二师”，又

称“关中师范”，创办于艰苦的抗战时期，在

习仲勋的关怀和支持下，白手起家，艰苦创

业，辗转陕甘晋，搬迁 50余次，边走边办学，

为边区的文化教育事业和干部培养作出巨

大贡献。

1937年 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9月，

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关中特区更名为关中

分区，习仲勋任关中分区党委书记。关中分

区所辖赤水、淳耀、新正、新宁县和双龙中心

区，分属陕西旬邑、淳化、耀县、同官、宜君、黄

陵和甘肃正宁、宁县各一部分，是守卫陕甘宁

边区和党中央的南大门，战略位置非常重要。

关中分区是陕甘宁边区相对比较富庶

的地区，但文化教育和当时全国大多数农村

一样，属于一片文化荒漠，就连会写自己名

字的人都屈指可数。当时习仲勋作为关中

分区的主要领导，非常重视边区的文化教

育。他克服重重困难，举办扫盲班、夜校、冬

学等多种形式的文化教育，但这些学习形

式，针对的大都是当地民众。

1939年 9月，陕甘宁边区教育厅批准成

立第二师范学校，办学目的是培养地方文教

干部和小学师资。习仲勋高度重视二师的

筹建工作。在筹建会议上，习仲勋说：“1938
年，关中分区有鲁迅师范，又有陕北公学，对

发展分区文教事业有很大的帮助。但这两

个学校都搬走了，我们分区党政与群众是非

常留恋他们的。今天要成立一个地方性的

长期的师范学校，这对分区来说是一项重大

建设。”习仲勋还宣布了二师筹办小组领导：

由专员霍维德兼任组长，任命由延安派来的

刘端棻为副组长，具体负责筹建工作。

筹备小组做了简单分工，刘端棻主管筹

备工作，王伯勋负责指导分区的冬学工作，

训练教员同时开始筹备招生。为了节省资

源，马家堡西边沟畔上鲁迅师范学校遗留的

窑洞，经过修葺一新，被刘端棻拿来作为新

建的边区第二师范校址。设备有刘瑞棻从

延安带来原鲁迅师范旧图书 300余册，鲁师

留下来的风琴一架，压面机一台，门扇 3幅，

凳子 40条，饭锅 3口，黑板 3块，新购置大小

桌子15张，小凳子100个及一些灶具。

1940年 3月 15日，学校举行成立大会，

关中分区党政军领导和各界各团体代表都

到会祝贺。当时著名的作家成仿吾为二师

谱写了校歌，在欢庆的歌声里，陕甘宁边区

第二师范成立了。校长由关中分区书记习

仲勋兼任，副校长由刘瑞棻担任。下设教

务、生活指导、事务 3个处，共有教员 24人，

学生69人编为师范队和预备队；学校向每个

队派主任 1名，负责队上的学习生活。课程

设置有边区建设、政治常识、国文、数学、史

地、自然、生产知识、医疗卫生、体育等，在战

争环境下体育课改为军事课。

关中分区是陕甘宁边区的南大门，国共

合作时关中分区的党、政、军领导机关住在

旬邑县马家堡，与国民党占领的职田镇相距

只有两里路程，在统一战线形成时期，双方

关系比较“友好”，人员往来较多。

自从 1939年春季国民党顽固派开始发

动第一次反共高潮之后，这所在战火中诞生

的学校，就命运多舛。

1940年 3月 30日，二师师生在参加关中

分区召开的反汪拥蒋大会时，职田镇城楼上

有人开枪射击，聚会立刻停止。这次枪击事

件引起了关中分区领导机构的警惕，习仲勋

考虑到师生的安全，于是指示二师立即向新

正县二区三嘉塬的索罗村转移。1个月后，

国民党顽固派加紧了对关中分区的武装摩

擦，二师的安全再次受到威胁。习仲勋对刘

瑞棻说：“现在二师的任务是保障学校100多

名师生的安全，担负保存干部的任务，学校

要学会在反摩擦斗争中办学。”5月下旬，三

嘉塬群众用 20多头牲口驮着图书和日用品

将二师师生送到新宁县的傅家山。

8月下旬，陕甘宁边区的反摩擦斗争取

得胜利，关中分区形势也相对平静了一些。

习仲勋指示二师又搬回离分区领导机关驻

地较近的新正县后掌村。11月下旬，形势又

趋紧张，习仲勋以关中分区党委名义指示二

师：学校要加强集中领导，学校组织要简单

灵便，要实行半军事化；学校党组织要保证

教学计划的完成，党员要起核心作用。不

久，国民党军又进犯边区，二师遂从后掌村

转移到东山沟的马栏川悟空洞。

习仲勋非常关注学校的思想政治工

作。1941年 6月 27日，习仲勋带《关中报》主

编胡炎骑马赶到悟空洞，在校门口的大树下

为师生们作时事报告。他概述了苏德战争

爆发后的国际形形势，论述了苏德战争性质

与前景，动员师生要和全世界被压迫、被奴

役的各国人民组成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为争取民族独立解放和反法西斯战争的彻

底胜利而奋斗！习仲勋的报告澄清了二师

师生一些模糊认识，对于正确认识世界反法

西斯战争的性质和抗日战争的必胜有很大

的启示作用。

二师自成立到1942年底，短短时间内就

经历了6次搬迁，7次建校。为了适应特殊的

战争环境，在艰苦困难的条件下保证吃饭、

住宿和教学不间断进行，习仲勋提出“白手

起家，艰苦办学”的方针。每迁徙到一地，师

生们自己动手，打窑洞、建学校，在学习文化

课的基础上开荒种地、纺线织布，解决衣、

食、住、学问题。不仅改善了生活条件，还通

过劳动改造了学生的思想。特别是在 1941
年10月，学校迁至黑牛窝后，开展“十月劳动

建校节”活动，一个月内就打成窑洞 8孔，整

修旧窑洞12孔，基本满足了住宿、教学、办公

及生产生活需要。在频繁搬迁中，二师因地

制宜、因陋就简地坚持教学工作，并逐步建

立了符合实际的教学秩序。1942年底，二师

共招收学生5个队，举办小学教师集训会、冬

学教师训练班各 1次。还增设“地干班”，以

培训区乡两级干部为主，提高区乡干部的文

化程度和政策水平。

1943年初，二师又与关中警备区司令部

调换，移址马栏镇，并更名为关中师范。1946
年内战爆发后，学校撤离马栏，多次迁徙，一

路北上先后转入石泓寺、高窑子、槐树庄、东

华池、白马庙川、杨山捡，东渡黄河，过盐滩、

跨长城、越沙漠、翻大山，行程 1000余公里，

辗转陕甘晋，先后搬迁 50余处，真可谓是一

所在马背上流动的学校。

1948年 9月,二师与彬县中学合并，并吸

纳旬邑中学、耀县中学部分师生组建成关中

联合中学；1949年 6月, 随关中地委迁往三

原，与三原中学合并。至此，二师光荣的完

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历时 10 年，校长 9
任，共办 11个师训班，几期预备班，有 899名

学生肄业和毕业；建国后分布在22省市自治

区的不同岗位，把所学全部奉献给了社会主

义新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

作为二师首任校长，习仲勋对这段经历

极为珍视。1990年 5月，习仲勋为陕甘宁边

区第二师范题词：“从陕甘宁边区第二师范

到更名为关中师范、联合中学，始终是一所

既培养师资又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为革命

培养了既经得起战争又经得起和平建设考

验的人才。”

习仲勋与陕甘宁边区第二师范习仲勋与陕甘宁边区第二师范

每年八一建军节，翻开珍藏的集邮册，仔细

品赏我国历史上的“八一建军节”纪念邮票，不

由心潮澎湃。

1957年 8月 10日和 12月 15日发行的建军

30周年纪念邮票 1套 4枚，分别表现了南昌起

义、井冈山会师、八路军东渡黄河和解放南京的

场面。一枚枚历史意义深远的邮票，闪现着中

国共产党的光辉历程和人民军队的英豪气概。

1970年 8月 1日，八一建军节之际，国家邮

政还发行了以杨子荣剧照为内容的《智取威虎

山》（八一建军节纪念邮票图四）邮票 1套，该套

邮票共计 6枚，我亦妥为珍藏，并经常拿来细细

品读。英雄人物杨子荣穿林海跨雪原剿顽匪的

雄风，时时激励着我奋勇向前。

1987年 8月 1日发行的以三军士兵形象为

图案的纪念八一建军节 60周年邮票，分别是八

一军旗、陆军战士、海军战士、空军战士（八一建

军节纪念邮票图一）。这 4枚邮票，铸就了中国

的军魂。猎猎飘扬的八一军旗，让我看到了中

国的傲骨，也看到了穿越时空的壮观和雄姿。

1997年8月1日，中国邮政隆重推出了中国

人民解放军建军 70周年纪念邮票一套 5枚，票

名分别是“陆军”“海军”“空军”“战略导弹部队”

和“陆海空联合作战演习”（ 八一建军节纪念邮

票图二）。这套邮票，展示了我军精良现代化装

备的邮票，让人感慨万千。

2007年8月1日发行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建

军八十周年》纪念邮票，共 4枚。这套邮票生动

表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党的领导下，参加抗

洪抢险、进行军事训练以及参与联合国维和行

动的英姿，集中反映了人民军队建设的发展成

就、优良传统和我军忠实履行历史使命的时代

风采（八一建军节纪念邮票图三）。

2002年 8月 1日，国家邮政以“人民军队早

期将领”为主题发行纪念邮票一套，共5枚，分别

是黄公略、许继慎、蔡升熙、韦拔群和刘志丹五

位早期军队将领形象。还有一套邮票，是 2012

年 8月 1日发行的“人民军队早期将领”纪念邮

票，图案分别为赵博生、段德昌、谢子长、曾中生

和董振堂（八一建军节纪念邮票图五），都完好

地保存在我的集邮册里，更扎根在了我的脑海

中。

八一建军节到来之际，在方寸之间，回眸中

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光荣历史，致敬，威武之

师！前进，中国人民解放军！

军旗猎猎军旗猎猎————““八一建军节八一建军节””纪念邮票纪念邮票
唐代大书法家柳公权，其书法以楷书著称，与

颜真卿齐名，人称“颜柳”，又与欧阳修、颜真卿、赵

孟頫并称“楷书四大家”。柳公权创造了书法史上

的辉煌，他官至工部尚书，其为官风范凛然，刚正

不阿，正如其书法骨力清劲，洒脱而有法度，乃心

正笔正之典范。

早在唐穆宗时，柳公权就是当时负有盛名的

书法家了，唐穆宗仰慕其独树一帜的柳体书法，并

赏识其满腹才学，便将柳公权留在身边，晋升为右

拾遗，即负责向皇上进言的谏官。一天，唐穆宗和

柳公权谈论书法，一想到骨劲的柳体书法，唐穆宗

就对柳公权赞赏有加。这时，唐穆宗问柳公权：

“你的字写得笔法端正，刚劲有力，怎样用笔才能

把字写好呢？”柳公权回答：“用笔在心，心正则笔

正。”意思是说，用笔之法完全在于用心，只要心中

端正，笔法自然完美。唐穆宗听出了“用笔之法”

的劝谏之意，顿觉有几分羞愧。

柳公权历事穆宗、敬宗、文宗三朝。唐文宗时

期，一日，柳公权陪伴唐文宗欣赏良辰美景，唐文

宗兴致之时，开口说道：“以往赏赐给边境将士的

衣服，常常不能及时送达，如今二月里就把春衣发

放完毕。”柳公权一向关心民生疾苦，听此消息，遂

赋诗曰：“去岁虽无战，今年未得归。皇恩可以报，

春日得春衣。”柳公权作此诗，虽颂扬了皇恩，更从

心底说出了征人守卫疆土的艰辛和一心报国的忠

诚，诗里诗外体现了柳公权时刻体贴百姓疾苦的

爱民情怀。

柳公权又由谏议大夫晋升为中书舍人，任翰

林学士。虽不再担任谏官职务，但他匡扶正义的

耿耿心怀一以贯之。这天，唐文宗与几位大臣谈

论国事，文宗举起衣袖让大家看，并自夸地说：“这

件衣服已经洗过三次了，我现在还穿在身上。”大

臣们随声附和，纷纷颂扬唐文宗的节俭品德，唯柳

公权一言不发。唐文宗奇怪地问柳公权：“你怎么

不说话呢？”柳公权说道：“陛下所重之事，当为家

国之大事，亲贤良正直之士，罢免无德无才之人，

做到赏罚分明，安抚天下百姓。至于穿件洗过的

衣服，不过是细枝末节，无足轻重。”唐文宗听了这

番话，觉得颇有道理，于是说：“你已经是中书舍

人，从情理上讲，不应再去当职务较低的谏议大夫

了。不过，你议论政事很有谏臣风采，那就兼任谏

议大夫官职吧，常常提醒我。”

柳公权做人忠耿，这不仅造就了他骨力劲健、

凝练如石的书法风格，还形成了他坚贞如一、正气

凛然的家国情怀。柳公权“心正笔正”，始终闪烁

在不老的时光里，醒目在中华民族的永恒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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