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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 月 21 日下午，中共中央统战部原副部长江
平同志，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 102 岁。噩耗传至家乡，
一时勾起了商洛人对江平同志的哀思和回忆。

商洛是一片红色热土，这里的民众接受马列主义的
影响和开展革命斗争的时间比较早，也比较长。从土地
革命到解放战争，我党组织的革命活动和红色武装，在商
洛开展的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从未间断。一群群山区青
年加入了革命洪流，有不少人冲破各种阻力，“组团”奔赴
延安。在这支风华正茂的队伍里，有一个精明干练的青
年名叫江平。

江平原名张昆峰，商州区腰市镇张墹村人。他幼年
丧父，15 岁那年和三个兄弟分了家，与母亲相依为命。
艰难的家境，并没有影响他对文化知识的渴望，对民主
自由的向往。

1936 年底，江平在黄川高小读书。12 月 12 日发生
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为防亲日派何应钦的“讨伐
军”进犯西安，红十五军团按中共中央部署，从甘肃的甜
水堡、宁夏的盐池地区，星夜兼程回师商洛。红十五军团
的指挥部就设在商县中学。当时，腰市紫峪川也驻有部
队，江平的家里就住了一部分红军。少年江平从一位指
导员那里知道了一些革命道理，第一次接触到抗日爱国
思想。此后，他开始与本乡的进步青年不断交往，经常阅
读进步书刊。

1937 年初，江平转学到商县背街小学（城关小学）读
完高小，秋季考入商县中学简师班。在商县中学，一些见
多识广学识丰富的进步教员给江平留下了深刻印象。“蒋
雄影夫妇是很好的，他们都是东北人。蒋先生给我们教
语文，蒋夫人教音乐。蒋夫人在教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
江上》的时候，声泪俱下，引起上课学生泣不成声，其感人
情景至今仍然不能淡忘。”（摘自牛一著《风雨潇潇》一书，
作者曾拜访过江平）

“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迫于全国民众的压
力，蒋介石终于同意与共产党合作，枪口一致对外。红军
在陕西三原县改编为“八路军”，过黄河奔赴抗日前线。
商中的热血青年群情激昂，不少人私下商议决定奔赴前
线杀敌报国。

当时的商县中学，在王柏栋领导下已秘密发展了 80
多名民先队员，他们写文章、贴标语并组织师生上街游
行，宣传抗日救亡。尤其是当时任民运科长的王柏栋，在
商县中学开大会演讲，把商县中学的抗日救亡活动推向
高潮。此时商洛的国民党当局，却是明一套暗一套，他们
反对动员民众全面抗战，担心学生被共产党利用，超出了
他们的控制范围。当时的校长、训导主任和童子军团长
秉承上意，想方设法破坏学生的救亡运动，除造谣、围攻
外，竟动员童子军手持木棍把守过街楼，阻拦简师班学生
上街游行宣传抗日。

面对这样的粗暴行径，商县中学的进步师生毫不退
却。在进步教师赵子衡带领下，江平和同学们参加了第
一次学潮。商县中学的学生全部罢课，并派刘丹东、屈必
达等代表到商洛专署和县党部请愿，提出“全力支持简师
学生抗日宣传的爱国行动，增加抗日书报、杂志，驱逐贪
污公款的汉奸校长和童子军团长”等要求。国民党第四
区督察专署和县党部慑于师生们的正义要求和社会舆论
的压力，答应了学生的要求。

1938 年 4 月，国民党地方当局秉承商洛地区专员的
旨意，串通校方，不仅在学生中发展由他们操纵的所谓

“抗先”队员，大搞军训，以对抗我地下党领导的民先组
织，还公然无故开除了奔赴抗日前线、途中受阻返校的爱
国青年刘丹东、刘福伟同学的学籍，因此，商县中学又爆
发了第二次学潮。江平和他的同学在地下党员和民先队

员组织下，罢课、演讲、游行示威，大家高呼“反
对奴化教育”“我们要抗日”“强烈要求收回开
除爱国学生决定”的口号。经过一个多月的斗
争，在各界进步人士的声援下，终于赶跑了训
导主任，迫使学校撤销了迫害学生的决定，刘
丹东等同学得以重回校园。

1937 年寒假时，江平参加了旅省同学工
作团。这是商洛地区一些在西安读书的进步
青年组织的团体，任务是采用演戏、说唱、讲演
等形式，到各个乡镇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活
动期间，江平和几个关系要好的同学商议一块
去延安。由于母亲难以割舍母子亲情，舍不得
小儿子远离家乡，因而未能成行。

1938 年春天，已进延安抗大学习的魏振
业、闵思颜同学，给江平寄来抗大和陕北公学
的入学介绍信和延安的一些进步书刊。江平
的大哥和其长子张翼珍看了介绍信后，热情支
持江平前往延安，母亲此时也就不再阻拦了。

1938 年 7 月，江平奔赴延安。他和部分
同学先到西安八贤庄八路军办事处报名，被分
配到陕甘宁边区旬邑县看花楼陕北公学分
校。与江平一起约 30 多名同学，高高兴兴地
向旬邑前进，不料到咸阳后，却被国民党地方
党部的人粗暴扣留。

几十名同学被关在一所小学校的院子里，他们感觉
情况不妙，就商议推举江平和一个叫江深的云南籍同学
作为代表，去和国民党党部的人交涉，坚决要求放行。整
整大半天，从中午吵到夕阳西下，还是毫无结果。后来，
这所小学一位好心的老师悄悄告诉他们说，你俩的同学
已被国民党军警强行押走了。江平和江深急忙连夜步
行，从咸阳赶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报告情况，请求营救。

“八办”多次交涉也没有结果。事后得知，这批同学被押
上火车送往河南国民党某军校时，大部分同学或跳下火
车，或逃离军校，先后冲破国民党的阻挠到达延安。

江平和江深经“八办”再次组织，一行 20 多人于 8 月
下旬到达旬邑看花楼，编在陕北公学 43 大队。江平被选
为大队学生会负责人，10月份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又进中
央党校学习。

在延安，江平遇到几乎和他一前一后到达陕北的邻
村青年杜景。杜景在创建陕南根据地时返回商洛，后又
接应中原突围部队进入陕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
曾任商县公安局局长。

江平到陕北后，先后参加了大生产和整风学习运动，
从事过党的青年工作及情报和保卫工作。新中国成立
后，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长期从事民族宗教工作，
著有《民族宗教问题论文集》《当代中国的统一战线》等，
主编出版《全国民族问题文献汇编》《西藏民族问题文献
汇编》等文献资料。

在北京工作几十年的江平，心里始终牵挂着家乡的

父老乡亲的日常生活、孩子们的文化教育、农村的经济建
设。他曾 6 次回老家看望乡亲、体察民情，两鬓斑白，乡
音未改，与左邻右舍谈笑风生，并且告诉嫂子和侄子，他
最爱吃的还是家乡人的招牌饭老杂面、豆面汤。

1992 年，江平牵头组织香港商人沈炳麟捐资 25 万
元，为原李庙乡中心小学修建教学楼一座。1994 年，他
又多方联系，争取到资金 6 万元，为张墹小学建成 8 间砖
木结构的教室，结束了娃娃们一直在旧家庙里上课的历
史。2005 年，江平夫妇拿出几十年省吃俭用的积蓄以及
子女的孝顺钱共计 45 万元，为张墹村小学重新修建了一
座 685 平方米的主教学楼和 245 平方米的 5 间 2 层教职
工宿办楼。

江平在写给侄儿张翼翔的信中说：“这是我们的一点
乡情，是对辛苦一生的老母亲的纪念，是对家乡父老兄弟
的一点关爱，是对本乡本土的依恋之情。我一生没在家
乡工作过，没有为改变家乡的贫困面貌出过力，这样处
理，也是我们一种小小的补偿和夙愿。”

商 洛 乡 党 —— 江 平
郭明霞

商洛日报社 宣

江平的家乡腰市镇腰市川今貌江平的家乡腰市镇腰市川今貌

江平和儿子江榕筹资修建的从腰市街到张江平和儿子江榕筹资修建的从腰市街到张墹墹村的乡村公路村的乡村公路

江平同志江平同志

本报讯（宋奇瑞）2 月 23 日，笔者从陕西省林业局了解

到，柞水县已成为“陕西森林旅游示范县”。

柞水县森林覆盖率 75.16%，境内野生动植物资源丰富，

有牛背梁国家森林公园、柞水溶洞国家地质公园、终南山秦

楚古道景区、终南山寨等近 20 个以森林生态旅游为主导的

景点，森林旅游资源得天独厚，生态环境良好。

近 年 来 ，柞 水 县 先 后 荣 获 国 家 全 域 旅 游 示 范 县 、中

国天然氧吧、全国百佳深呼吸小城、全国绿化模范县、省

级生态县、省级森林城市等荣誉称号。2021 年，柞水县

开始创建“陕西森林旅游示范县”，经过专家评估组深入

实地考察、评估和进行公示后，柞水县成为“陕西森林旅

游示范县”。

柞水县成为“陕西森林旅游示范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