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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周刊

“我们的不识字的农夫，

没有进过城市的村妇，会把牺

牲看作坦途，用血用肉把破碎

的山河撑住！”这是作家老舍

在抗战时期写下的句子，他如

此情绪饱满地歌颂谁？为什么

事？ 80 年 前，老 舍 一 行 人 受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

会派遣到西北慰问抗战将士。

1939 年 9 月，老舍在凤县双石

铺、宝鸡车站等地看到了工合

运动的火热场景，爱国群众在

后方生产、运输战略物资的热

情，感染了老舍。

81 年前，路易· 艾黎、埃德

加· 斯诺夫妇等国际友人和卢

广绵等大批爱国知识分子发起成

立了中国工业合作社，简称“工

合”。他们将失业工人、难民等组

织起来，生产军需民用物资，支援

前线抗战，掀起了一场浩浩荡荡

的经济救亡运动。

凤县双石铺与工合运动情

缘深厚。1939 年 4 月，工合双石

铺事务所成立，《凤县志》记录：

1940 年 4 月，双石铺工合生产合

作社发展到 23 个，社员 361 名。

双石铺工合业务涉及机器、纺

织、制革、耐火砖、陶器、军鞋、采

矿、织布等，大批军需民用物资

从双石铺诞生。路易· 艾黎到达

双石铺后，创办培黎工艺学校、

工合医院等。依靠群众支援抗日

前线的双石铺，被称为“模范工

合城”。

当时的刊物《西北工合》曾

刊登过一篇文章《工合运动在

双石铺》，记录了“奇奇怪怪的

机器社”“供不应求的造纸社”

“洋气十足的化验所”“拉拉队

似的缝纫社”等十余种合作社。

机器社里机械转动声与打铁声

交织，生产出了梳机、纺毛机、

平轮大车、人力车等物资；造

纸社 50 多名社员生产出了“新

闻纸”、黑山纸、公文纸等多种

用纸，肩负着解决西北“纸荒”

的使命；妇女缝纫社由战区逃

来的难民、当地妇女组成，女同

志们带着幼小的子女结队去上

班，缝制衣物鞋帽……

虽然，我们难以目睹双石铺

工合生产的火热场景，但可以通

过一张张老照片，感受到群众热

情生产的劲头：机器社年轻社

员在生产枪支，当地妇女带着孩

子在纺纱缝纫，路易· 艾黎在

教培黎工艺学校的学生修理机

械……这些生产劳动的场景，彰

显出抗战时期双石铺人们勤奋

生产、自强拼搏的风采，这些社

员虽然没有在战场上打击日寇，

但他们用双手制作出的军鞋、军

毯、枪支武器等物资，有力援助

了抗日。难怪老舍要浓墨重彩地

在诗文中称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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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忆西府人的

抗战时期凤县工合运动如火如荼，生产军需民用物资支援抗日
本报记者 张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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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湖柳、西凤酒，不抵姑娘

手。在解放战争中，凤翔妇女为解

放军制作军鞋、袜子、手帕、提包

等物资，仅军鞋就制作了 6.5 万

多双。此外，根据《凤翔县志》记

录的数据显示，凤翔群众支援前

线粮食 22.4 万公斤、大车 990 多

辆、民夫 6000 多人，另有马草、担

架、驮骡、拉车牲畜等物资，曾获 

“奋勇支前”锦旗。

在凤翔县陈村镇紫荆村五

组，有一面高约 9 米的土崖，依

崖建着数孔窑洞，窑洞经过修葺，

挂着作战室、电讯室、会议室等

牌子。紫荆村村干部李斌介绍：

“1948 年 4 月，彭德怀司令员指

挥西府战役时，就在这些窑洞里

开会、工作。”时间拨转至当年 4

月，为调动延安、洛川守敌，彭德

怀司令员率西北野战军打响西府

战役。24 日，指挥部来到凤翔县

紫荆村，驻扎在该村蒲姓村民家

中，在村民热情帮助下，蒲家院子

前面的倒厦房中设起了电台，后

面窑洞作为开会办公的地方。彭

德怀一到，便挂上军用地图，随即

掌握前线作战情况，分析敌我形

势，研究作战方案。

当晚，彭德怀主持召开重要

军事会议，部署攻占宝鸡的战略。

西府地委和凤翔县委的严克伦、

邰光瑞也参加了会议，20 多人

齐聚蒲家窑洞。彭德怀在会上讲

西府战役的目的是攻取宝鸡，计

划在宝鸡一带消灭胡宗南部 3 至

5 个旅，建立麟游山根据地。给地

方上的任务是开展游击战争，进

行反霸减租，搞好支前工作。接到

任务后，邰光瑞连夜回城，部署支

前工作。《凤翔县志》记载，按照

西北野战军司令部部署，中共凤

翔县委、县人民政府在全县动员

大车 150 多辆，从虢镇到两亭运

输布匹和战利品；组织担架队，

将宝鸡转来的伤员送到山区；游

击队协助主力兵团侦察、带路；

收编国民党地方武装，打击溃散

之敌……

26 日拂晓，解放宝鸡战斗打

响，激战一天，国民党守敌全部被

歼灭，攻取宝鸡战役胜利。28日，

部队撤出宝鸡。紫荆村老人讲，

这支队伍纪律严明，是支“仁义之

师”。4 月 24 日凌晨，西北野战

军第一纵队到达凤翔县城，遇到

一场大雨，为不打扰群众生活，被

淋得浑身湿透的战士们在街道屋

檐下坐着休息，一直到天亮。当年

4 月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部队

每到一处，就在当地党组织配合

下，打开国民党粮仓，把积存粮食

发给群众度饥荒。

蒲仲平老人回忆，当年自己

还小，曾在窑洞里看见一个宽脸

盘的指挥官，见到小孩笑吟吟的，

说话客气，把村民喊“老乡”，后

来才知道，这位指挥官就是彭德

怀司令员。

凤翔姑娘缝制军鞋送给解放军，彭老总在紫荆村蒲家窑洞开战前会
本报记者 张琼 

1949 年 7 月眉县解放，《眉

县志》中记载，当月下旬，眉县

县委和县人民政府成立支前委

员会，三天内全县组织支前队伍

1600 人，战马驮骡 60 匹，担架

800 副，民工、驭手 60 人，组成县

支前大队，奔赴前线。

在这场支前大军中，眉县常

兴镇上塬村村民赵振华就是其

中一员。赵振华出身贫寒，12

岁就随父亲给人当佃户，拉长

工；即便如此，也不够养活家

人。他的父亲尝到没文化的痛

苦，拿出家里所有积蓄，送他去

学 堂 读 书。1945 年，19 岁 的

赵振华以优异成绩考入陕西省

立眉县农业职业学校，在校期

间，接受了地下党组织教育，加

入中国共产党，从事革命活动。

毕业后，组织派赵振华负责渭北

支部东片区地下工作，发展党、

团组织，交通站就设在他家里的

地窖，除了日常联系工作外，交

通站成了延安输送进步青年的

据点。

有一次，赵振华接到上级

通知，要想办法使国民党送往

前线的粮食滞留在常兴火车

站，支援解放军。时间紧，任务

重，于是，他一方面安排游击队

员炸毁陇海铁路尧上村前的涵

洞，并割断铁路沿途的电话线；

另一方面组织人抢夺这批物

资。最终，他将抢到的 20 万斤

大米、面粉转交给了第一野战

军，支援前线。

除此之外，赵振华组织游击

队支前，给解放军前沿阵地送弹

药，抬伤员。战役结束后，他便组

织游击队员清扫战场，捡拾敌人

遗弃的武器。在汶家滩清扫战场

时，发现一座庙里藏有国民党军

队，他带领游击队员一举将其歼

灭。在他家的院子里，堆满了捡

拾到的武器。扶眉战役结束后，

他被西北军委会授予“解放西

北”纪念章一枚。

无数像赵振华一样的支前

人员，他们克服各种困难，出生入

死，于炮火硝烟之中英勇顽强地

抢运伤员，运送弹药，为解放战争

的胜利贡献了一份力量。

眉县人赵振华组织人员截获物资送往前线，获得“解放西北”纪念章
本报记者 于虹

宝鸡有一处工业遗址，曾

被林语堂参观后评价为：“这是

我所见到的中国抗战期间最伟

大的奇迹之一，有力地支援了抗

战。”林语堂说的是宝鸡申新纱

厂窑洞工厂，位于金台区长乐

塬。1940 年，为躲避日军空袭，

申新纱厂建成窑洞工厂，在战火

纷飞的年代，这里生产出大量棉

纱和布匹支援抗日战争。

上世纪 40 年代，14 岁的流

浪少年张东阁来到宝鸡扎根，经

人指引，他来到窑洞工厂谋生。他

曾向记者回忆说，当时，他看到山

坡边有 20 余个窑洞洞口，其貌不

扬，工人忙进忙出地搬运布匹纱

布。走进窑洞里面则让张东阁目

瞪口呆，窑洞最宽处有六七米，纵

深望不到头，几孔窑洞之间互相

打通，纺织机整齐地摆放在窑洞

里，数百人在机器前穿梭忙碌。自

此，张东阁就在窑洞工厂里当起

了粗纱工，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

从窑洞里搬出。

为啥要建这个地下车间？张

东阁一问老员工才知道， 1938 年

民族企业申新纱厂在武汉遭到日

机轰炸，受到重创。厂子搬到宝鸡

后，又受到日机轰炸，不仅生产的

棉纱、布匹和机器被毁，甚至一些

员工被炸死炸伤。为避免悲剧重

演，申新纱厂领导者决定开挖窑

洞，建成窑洞工厂，把机器和工人

都掩藏在窑洞中，既能防止空袭，

也能保证生产。自从搬进窑洞工厂

后，棉纱产量达到申新开厂以来的

最高水平。老员工自豪地对张东阁

说：“咱们不少从窑洞生产出来的

白布被改制后，送往前线，支援抗

日去了！”

确实如张东阁所讲，根据资

料记载，1941 年 4 月 19 日，窑洞

工厂正式运转，万锭纱机搬进窑

洞，纱厂 70%的设备被安全隐藏

在窑洞里，平均每锭每日生产 20

支棉纱 0.4公斤。申新纱厂的销售

账显示，在 1942 年购纱最多是“工

合”供销处，除供应宝鸡、凤县双石

铺的生产合作社外，还曾直接供给

陕北榆林的地方小工业。路易·

艾黎曾说，申新迁宝对“工合”生产

和抗战起到了有力的促进作用。

两年前，宝鸡申新纱厂旧址

入选第一批国家工业遗产名单，

随之长乐塬工业遗址公园项目

也启动建设，如今申福新办公楼

等部分历史遗迹已经修缮完成。

借助这一工业旧址的修缮，宝鸡

抗战工业文化将被越来越多人

知晓。

为躲避日军空袭而建成的窑洞工厂，有力支援了抗日前线
本报记者 张琼

支前往事（之二）

双石铺工合运动（资料照片）

紫荆村蒲家窑洞

赵振华曾获“解放西北”纪念章（资料照片）

窑洞工厂（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