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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发生在宝鸡的

历史故事（二）

1905 年夏
金台书院更名为宝鸡县第一高等学堂

毛丽娜

“1905 年夏，

历经岁月洗礼

的金台书院，正

式更名为宝鸡

县第一高等学

堂。这一教育

体制的重大变

革，预示着宝

鸡地区教育事

业即将迎来一个

崭新的时代。”5

月 28 日，我市文史

学者强文向笔者娓娓

道来宝鸡金台书院蜕变

与传承的历史故事。

书院，这一承载着中华千年文

明的教育形式，从唐代起源，历经

宋、元、明、清四朝的兴衰更迭，在中

国教育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

笔。强文说，作为当时宝鸡地区享有

盛名的学府，金台书院承载着无数

学子的梦想与希望。从清乾隆四年

的“社学”到乾隆十四年的“鸡峰书

院”，再到乾隆五十七年改建而成的

金台书院（位置在原解放电影院），

它见证了宝鸡教育事业从萌芽到蓬

勃发展的全过程。

在金台书院的历史长河中，涌

现出了许多杰出的学者。他们如璀

璨的星辰，为学子们照亮了前行的

道路。强铎、容养正、容万和、王遇

隆、强振志等，这些名字在宝鸡的教

育史上熠熠生辉。他们的智慧和教

诲，如同甘甜的雨露，滋润着学子们

的心田。

清末，随着袁世凯、张之洞等改

革派的推动，清政府废除了科举制

度，兴办学堂。在这一历史背景下，

1905 年夏，宝鸡知县蔡宝善，奉命废

科举，兴办学校，将金台书院改为宝

鸡县第一高等学堂。

强文说，此后，学堂历经多次更

名与变迁。1930 年更名为宝鸡县西

街小学，1943 年 1 月又更名为宝鸡

县城镇中心国民学校。尽管名称更

迭，但学堂的使命始终未变。在 1951

年 10 月，学堂正式定名为西街小

学，并沿用至今。为了让西街小学师

生继承和发扬百年优良传统，学校

还曾多次举办“讲述西小历史 弘扬

优良传统”活动，邀请往届优秀毕业

生、退休老教师前来讲述母校记忆，

从而厚植师生们热爱西小、传承教

育薪火的浓厚情感。

如今，当我们回望那段历史时，

为那些在教育事业中付出极大努力

的人所感动。因为，教育的力量是无

穷的，只有不断创新和进步，才能培

养出更多优秀人才，为国家的繁荣

富强贡献力量。

1923 年夏
麟游成立“雪耻救国会”

本报记者 巨侃

“打倒帝国主义！”

1923 年夏天，一场声势浩大的反

日游行在麟游县城进行。走在游行队

伍前头的，是一群满腔爱国热血的青

年学生，他们高擎写着“雪耻救国”四

个大字的标语，边走边呼喊着口号。

“罗大是封建把头，做了不少坏事，大

家找他算账去！”人群中突然有人喊

叫，群情激愤的学生纷纷响应……

以上历史场景，再现了 1923 年夏

天，赵伯经、刘耀庭等爱国学生在麟游

成立雪耻救国会并组织爱国行动的历

史故事。据麟游县委党史研究室原副

主任、现麟游党校副校长李东峰介绍，

1923 年 3 月 27 日，日本强占中国重

要通商口岸和军事基地旅顺、大连的

“租期”已满，仍拒不归还，激起了全国

人民的强烈反对。西安、三原等地的青

年学生响应陕西学生外交后援会的号

召，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日斗争。同年

夏，在三原第三师范上学的赵伯经、刘

耀庭、王子彬等利用暑假回麟游的机

会，向县立高小师生报告了西安、三原

等地反日斗争的形势，成立“雪耻救国

会”，3个班 90 多名学生全部参加，选

举周士贤、杨德育为主席。救国会组织

全校学生走上街头，与县城群众一起

游行示威，张贴标语、散发传单，高呼

“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铲除贪

官污吏、土豪劣绅”“宁做华鬼、不做外

奴”“提倡国货、抵制日货”等口号，强

烈抗议日本霸占山东胶州湾，反对卖

国政府懦弱媚外、妥协退让；宣传爱国

民主思想及三原等地革命斗争经验，

声讨日本侵占中国领土的罪行，并呼

吁县政府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救国

会学生还把横行乡里的国民党县民团

团总琴玉卿和封建把头罗大狠打了一

顿，大长了贫苦农民的志气。

“雪耻救国会在麟游历史上存在

时间不长，但却在爱国青年心中播下了

革命火种。赵伯经后来成为麟游县第

一个共产党员。”李东峰介绍说，1925

年 5 月，陕西人民掀起了驱逐军阀吴

新田的斗争，随之，赵伯经、刘耀庭、王

子彬、刘民生等人

参加了党组织领导

的“陕西援沪后援

会”、三原学生声援

“二七”“五卅”反帝

反封建爱国正义斗

争的罢课示威游行

和支援西安学生驱逐

军阀刘镇华、吴新田的

斗争。在斗争中，赵伯经

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6 年初，赵伯经受党组织派

遣，去三原西关筹备成立农民协会

期间，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成为

麟游第一个共产党员。

1928 年夏，一场关乎凤

翔城命运的大战落下帷幕。 

据《宝鸡史话》记载 ：陕西省

主席宋哲元率部围攻凤翔，经

过数月的浴血奋战，终于攻破

凤翔城，击毙了盘踞在此、祸

害一方的军阀党毓琨，为凤翔

人民带来了久违的安宁。

党毓琨在凤翔城经营多

年，对当地百姓进行残酷的

搜刮和压迫，当地百姓深受

其害。1928 年，北伐战争正

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为了解

决西北地区的匪患，西北军

宋哲元将军奉命率部攻打凤

翔城。我市爱好文史研究的

青年赵小利说，在 1992 年出

版的新编《凤翔县志》中就记

述了这一历史事件，“城破，

全歼党毓琨（一作玉琨）部。”

她讲到，整场战斗自春至夏，

持续了数月之久。宋哲元将

军亲自督战，对凤翔城进行

猛烈攻击。然而，由于党毓琨

经营多年，凤翔城的城防坚

固异常，使得西北军的进攻

屡次受挫。

面对困境，宋哲元将军

并未气馁，他不断调整战术，

激励士气，最终决定采取挖

掘地道、从地下进攻的战术。

经过精心准备和艰苦奋战，

西北军终于成功炸塌城墙，

攻入城内。在激烈的战斗中，

党毓琨被西北军击毙，其部

众大部被歼灭，五千余人被

俘。战争胜利了，凤翔及周边

地区的治安状况得到了极大

改善，人民的生活也逐渐恢

复了正常。

1939 年夏
老舍在宝鸡目睹工合运动

本报记者 张琼

85 年 前 的 夏

天，作家老舍受中

华全国文艺界抗

敌协会理事会派

遣，参加北路慰问

团，到西北去慰问

抗战将士。当时，

老舍一行从重庆

出发，出川入陕，在

1939 年 7 月到达今天

的凤县双石铺和宝鸡市

区。老舍在这里，看到生机

勃勃的工合运动场景，不禁

心潮澎湃，写下了《双石铺——

宝鸡》《宝鸡车站》两首诗歌，赞扬了

抗战时期宝鸡工合人的乐观、顽强

和拼搏精神。

彼时，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

段，将士们在前线保卫国土，群众在

后方加紧生产，作家们以笔为矛，用

文艺作品为抗战鼓与呼。那么，老舍

在双石铺和宝鸡市区看到了什么？

《双石铺——宝鸡》里有诗句“这应运

而生的双石铺，吞吐着陕甘川三省的

运输，把关中和天水的公路合在一

处。义民们，炮火与耻辱把昨天结束。

忍着流离，忍着饥苦，却不忍受屈膝

与屈服。”这些诗歌，正是双石铺工合

运动带给老舍的澎湃感受。

1938 年 8 月，国际友人路易·艾

黎、埃德加·斯诺夫妇，与卢广绵等

爱国人士发起成立了中国工业合作

协会，简称“工合”。1939 年 4 月，

工合双石铺事务所成立，工合双石

铺事务所建立合作社 23 个，发展社

员 300 多人，业务涉及机器、纺织、

制革、耐火砖、陶器、军鞋、采矿、织

布等。当时的刊物《西北工合》对双

石铺工合有细致描述，双石铺有“奇

奇怪怪的机器社”“供不应求的造纸

厂”“洋气十足的化验所”等，群众在

这里生产出梳机、平轮大车、黑山

纸、衣帽鞋袜等物资。

1939 年夏，双石铺热火朝天的

劳动场景震撼了老舍，他借用诗句

感叹道：“在这像昨天刚降生的双

石铺……幼童与老人，或一对中年

夫妇，把流亡，把艰苦，变成自立的

基础！不受人怜就不肯屈服，肯去

挣扎天才相助，这坚强，这乐观，这

民族生命的丰富，从流离与死亡中

找到活路！”除过双石铺，在当时的

宝鸡、凤翔、陇县等地也设有“工合”

事务所，为抗战前线生产运输了军

毯等物资。老舍在宝鸡，看到运送货

物的火车鸣笛前行，写下诗句：“听，

听这急促的声声呼唤，是中华的吼

声与赴战的狂喊！”

如今，我们走进凤县双石铺，不

仅可以在工合运动纪念地看到工合

运动的劳动场景雕塑、图文资料、实

物遗存等，还可以漫步何克巷、艾黎

旧居等，探寻工合人留在这里的拼

搏故事。

1928 年夏
宋哲元率部攻破凤翔城

本报记者 罗琴

位于凤县的中国工合运动纪念地

如今的西街小学校门

雪耻救国会成立旧址
（麟游老县城县立高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