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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期间，商南流传有一首《何试三围城》的民间歌谣：
“商南县，很贫穷，人民处在水火中，
旱涝天灾容似可，兵燹匪患雪加冰。
南化有个任志武，结杆队伍几百人，
湖北上来到赵川，占据一方官府惊。
时任县长韩公荣，招收任部到层峰，
编为国民自卫队，扩充势力守县城……”
这一民间歌谣所描述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皆属实

情，但是人们对这一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并不清楚。实际
上，这是我党领导的农民武装利用保卫团合法地位，成功控
制商南县城达一年之久的一次壮举。期间，农民武装除恶反
霸、打击土豪劣绅，宣传土地革命，实行减租减息，并顺利完
成了策应红四方面军北上的任务。由于当时地方反动势力
相当猖獗，农民武装终未能形成气候，遭到顽固反动势力围
剿后，孤立无援而失败。

我党初始的兵运活动

任志武部，原系鄂北一支自发的农民武装，1930 年进驻
商南赵川一带。

1930 年 8月，中共鄂北特委在老河口召开鄂北各县书记
联席会议，决定在鄂陕交界的郧县北部和商南赵川一带山区
发展工农武装，实行武装割据，创立红色根据地。会后，中共
郧县中心县委书记宋奎卿（又名宋良壁、宋觉世、熊哲身）即
带领中共郧县县委宣传委员赵尚九、军事委员会赤卫大队长
赵余生等一批共产党员，来到商南赵川农民自卫武装组织任
志武部，开展兵运工作。

同 年 冬 ，国 民 党 部 队 围 剿 郧 北 赤 区 ，中 共 郧 县 大
柳 支 部 书 记 马 树 理 奉 命 带 领 其 支 部 党 员 和 农 民 赤 卫
队 共 300 多 人 转 移 到 赵 川 ，与 其 舅 舅 任 志 武 部 会 合 。
不 久 ，中 共 湖 北 郧 县 南 化 塘 支 部 书 记 许 子 明 也 带 领 保
存 下 来 的 部 分 党 员 和 南 化 赤 卫 队 武 装 来 到 赵 川 与 任 、
马 会 合 。

1931 年 2 月，在宋奎卿等组织、帮助下，任志武部与大
柳、南化赤卫队实行合编，组建赵川保卫团，亦称鄂陕边保
卫团。任志武任团长，宋奎卿任书记官，赵余生任师爷；下
设两个营，马树理任二营营长，其各连连长、手枪排排长均
系中共党员。后来，均县党组织支援赵川保卫团步枪 82
支、手枪两把。

7月，中共鄂北特委书记傅良驹被捕叛变，地下党组织遭
严重破坏。为了保存实力，均县、郧县党的工作者郭子章、王
少白、王仲墨、许致远、燕若痴、陈文滨等 20 多人，亦相继转
移到赵川，协助宋奎卿等开展工作。

11月，赵川保卫团扩建第三营，任党耀初为营长，中共党
员郭子章任书记官。此时，赵川保卫团发展到 1100 多人。
鄂豫特委立即派中共河南镇坪县委书记等来商南与之联络
工作、传达指示。

1932 年 2 月 16 日（农历正月十一），河南股匪李长有
千余人窜扰赵川。为避免消耗，赵川保卫团于 3 月 16 日

（农历二月初十）移驻距商南县城 40 里的青山街、花园、
和平一带。

新县长韩公荣上任

1932年春，商南新任县长韩德纯到任。韩德纯，字公荣，
河南洛阳白沙镇人，任前系冯玉祥西北军司书，属民主进步人
士。来商南时，身着短衣便服，腿绑粗布裹缠，腰别一杆旱烟
袋。前去迎接的县钱粮总办何试三见后，顿生轻蔑神情，故意
奚落与刁难，不让其直入西门，而说要从南门入城，暗中却又
令人将南门封闭，后不得不绕由东门而进；不仅三四天后才交
出官印，而且戏谑其为“赶骡子县长”。韩上任后，觉察到商南
地方势力之险恶，感到自己势单力孤难以独支，即设想能有一
支支持自己的武装，不然恐难在商南站稳脚跟。故此，他一方
面保持与社会上层士绅的接触，一方面经常走街串巷，广泛探
询平民百姓。时而清晨提筐携铲，同老农一道拾粪，还给善务
庄稼农户送牌匾，鼓励农桑和勤俭持家。当他探清任志武部
的情况后，于 4月底（农历三月中旬）亲往青山视察，双方一拍
即合，达成了将赵川保卫团收编为县保卫总团的协议，并随即
带回任部一个连的兵力接防了县城南门。

保卫团进城

1932 年 5 月 8 日（农历三月二十一）晚，夜深人静时，任
志武按约定计划，兵分三路行进。一路直奔县城，击掌为号
进入南门，迅速包围了东区民团团部，缴了哨兵聂国兵的枪，
指挥城防的朱华廷和部下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成了俘虏。
团兵孙贵娃在睡梦中醒来，起身欲对抗，立即被击毙，再无人
敢轻举妄动。第二路从青山经响潭沟直扑油坊岭，黎明前包
围了“兼益斋”（龙窝窑沟口学堂），除排长朱仁义带短枪跳窗
逃跑外，留守人员全部缴械被俘。另一路直插小栗园，收缴
了地方民团石青州部枪支后，绕西路向县城汇集。经过紧张
的一夜，任部完全进入县城，控制了局势。

自此，任志武部组编为商南县保卫总团，下辖三个营，共
1200 多人（枪）。任志武被任命为团长，宋奎卿、赵余生分别
任书记官和师爷。马树理仍任二营营长，共产党员陈静任手
枪连连长。

保卫团取得了合法武装地位后，随即张贴安民告示，在
各处张贴“减租减息”和“除恶反霸”标语，又通令商南所有地
方团队一律到县城受编，但南一区（赵川）、南二区（白玉）和
东、西区的团队均抗拒受编。为了打击反动势力，保卫总团
先后处决东区（富水）区长朱华亭、湘河区区长吴从和、西区
民团团长张辅臣的弟弟以及何试三的弟弟何光杰等十几名
土豪劣绅。县钱粮总办何试三因筹集军需不力而被扣押，后
花 4000大洋被赎出，旋即逃跑。

策应红四方面军北上

10月下旬，中共鄂豫边临时省委书记宋良由来商南视察
党的工作，指示宋奎卿等做好策应红四方面军入陕的准备。
为此，宋、任以阻击红军之名，行策应红军北上之实，将保卫
总团主力拉出城外，开往赵川一带，做策应红军的部署。

11 月 5 日，张国焘、徐行前、陈昌浩等率红四方面军从南
化秦家墁进入赵川三官庙一带，宋奎卿、任志武派一营营长
罗俊三，带部到前坡老虎洞与红军接头，当晚先遣部队宿营
于苇园和赵川街。

11 月 6 日上午，红四方面军总部到达赵川，宋良由向张、

徐、陈首长汇报请示了工作，总部继续北上进驻石柱河大悲
寺。当晚，由任志武的警卫员赵尚仁给宋奎卿、赵余生带路，
到大悲寺面见徐向前总指挥，汇报工作并呈交了任志武请求
随军西征的信件，徐向前作了“还是在本地坚持斗争为好”的
指示。11 月 8 日，红四方面军全线通过商南。年底，任志武
保卫团除手枪连留驻大岭观外，其余全部回到了商南县城。

革命活动

当时，保安团广泛开展“减租减息”和“除恶反霸”等革命
活动，得到了广大穷苦百姓与进步人士的拥护和赞颂。1932
年夏，在时任教育科科长田紫荣和公安局局长张履谦等组织
下，商南县城各阶层联合各乡镇民众，给任志武部送了锦旗，
颂扬其爱护百姓、惩治恶霸、维护治安的功绩。田紫荣还专为
任志武写了一副对联，上联是“鄂北英雄剿匪保城重现青天白
日”，下联为“商南人士歌功颂德共庆霁月风光”。然而，保卫
团的减租减息、惩恶反霸等革命活动却受到地方豪绅、黑恶势
力以及反动武装的极度仇视。1933 年 3月上旬，他们纠集郧
县土匪和地主武装赵六娃（平甫）等 600 多人，围剿了驻扎在
大岭观的保卫团手枪连。该连孤军奋战，伤亡惨重，损失 30
多人，中共党员、手枪连连长陈静在战斗中壮烈牺牲。

何试三围城

何试三自逃出县城后，一方面向省上告状，指控任志武
搞兵变，请求派军队来商南平叛；一方面大力活动，联系组织
地方黑恶军事力量，准备攻城，除掉任志武。经过将近一年
时间的活动，何试三纠集了南一区赵川赵六娃民团、西区张
辅臣民团、东区贺灼亚民团、龙窝朱相廷民团、南二区梁家湾
白青云民团以及洛南县尤奉山部等千余人的队伍。

民国二十二年农历二月二十五（1933 年 3 月 20 日），何
试三组织兵力对商南县城实施包围。当日，张辅臣部 200 多
人，占据西面虎坡、官坡，团部设在党马五里牌；赵六娃拥有
400 多人，占据二道河下庄子，负责包围城东、南两面；东区
民团余存人员较少，作为直属预备队；何试三亲任总指挥。

围城当天，任志武组织了 20 多人的突击队，各持短枪大
刀出城，从东关王家屋场袭击忠臣庙、祖师庙红枪会防区，杀
10多人，将人头抛于东河滩，以此震慑围城士气。当晚，赵六
娃从东门至大杨树一段搭梯攻城，张辅臣部从西门苏家房后
至蜈蚣岭佯攻，虚张声势牵制守军，但均因防守严密而失
败。继而洛南尤奉山部来了一个营，接替张部攻西门。梁家
湾白青云部则驻扎在十里开外的索峪河、瓜山一带观望。

围城期间，每天枪声不断，百姓日夜不得安宁。柳树
湾名绅李蔚亭进城调解，双方都不接受而未果。省政府为
缓和矛盾，新任命张堵山为县长。张来后因怕卷入双方争
斗的漩涡而不肯进城，一直住在党马店观望。围守月余，
城内军民处于断炊困境，所有树木几乎砍光烧尽，到了开
始拆房门烧灶的地步，鸡猪牛羊被杀尽吃绝，民众笼罩在
饥饿、死亡和危急的恐惧之中。何试三见攻城不下，亦怕
旷日持久，后果不良，又去河南求助豫西十三县民团总司
令别廷芳，请其用火炮攻城。何试三应允：一、担负来商部
队全部给养；二、给每人发 3 块银元的鞋袜费；三、消耗每
发炮弹付 50 大洋，每发子弹付一角；四、预交开拔费 1000
大洋。因当时筹集不齐现款，贺灼亚将自己在西平杨树巷
的 80 亩水田作为抵押，又由商南住西坪绅士齐华堂出面
担保，双方才达成协议。别廷芳也接到陕西已派出一个营

的正规军来商南平叛并请其协助的电报，遂顺水推舟，派
别五点带领一个营的兵力（内有一个连的炮兵），开赴商南
协助何世三攻城。

保卫团撤离县城

4月 23日（农历三月二十九），别五点兵营抵达商南，驻扎
在东岗。当天就向城内试射数发炮弹，第二天又发射炮弹约
60发，多落在南街和万人坑附近，爆炸虽不到10发，却炸毁民
房多处，伤亡多人，引起极大恐慌。宋奎卿、赵余生、任志武等
见形势严峻，死守不利，为了保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决定突
围。1933 年 4 月 24 日（农历三月三十）晚，从西门突围遇阻，
又率部从南门突出，顺虎坡脚下杀开血路，冲破赵六娃二道河
的封锁线，分兵两路从小栗园、耀岭河撤回了赵川。

4 月 25 日（农历四月初一），商南县城三门大开，城内疮
痍满目，空若无人。围城民团蜂拥而入，乘机抢掠。别五点
见状下令对空射击，鸣枪警告，才制止住混乱局面。在城后
寺沟避难的县长韩德纯被搜获，看守在县衙听候处置。随
后，省上派来的一个营的军队抵达，才保护新、老县长完成交
接手续。

保卫团利用合法地位，占领商南县城达一年之久。在反
动势力猖獗围剿下，孤军坚守县城月余，终因孤立无援而被
迫撤出县城。退回赵川后，5月中旬，宋奎卿召开了由任志武
参加的党内检讨会，总结了守城失败原因，仍恢复为“赵川保
卫团”名号，继续活动在赵川、大柳、南化一带。

保卫团遭瓦解，任志武被杀害

后来，由于叛徒出卖，鄂豫边临时省委遭严重破坏，书记
宋良由等被捕，商南党组织与上级失去联系。二营营长马树
理对革命产生动摇，率部离开赵川回到了大柳，在劫取均县
红军支援赵川保卫团的全部枪支弹药后，投降了湖北郧县国
民党保安司令部（后于 1935 年被红二十五军捕杀于竹林
关）。继而，赵川保卫团三营营长党耀初暗杀了营副周保三，
投靠了商洛保安司令部。

1934 年夏，商洛警备旅伙同白青云、赵六娃、党耀初等
部，合击赵川保卫团。7月底，任志武负伤后被赵六娃搜俘送
县。宋奎卿化名“熊哲身”进城关小学任教，赵余生躲避于店
坊河陈家沟，幸免于难。1935 年 2 月 3 日（农历腊月三十大
年）上午，任志武被以通共罪杀害于商南县城。至此，我党领
导的农民武装赵川保卫团在占领商南县城一年之后，不幸被
围剿而失败。

时短而事巨，虽败而犹荣

新县长张堵山就任后，并不承认何试三从河南搬兵的
费用，最后何试三、贺酌亚、朱相廷等人只好靠变卖财产和
借债来偿付。因未还清，嗣后商南运往河南的生漆、桐油
等，多被扣留抵债。事后，曾有人向省上控告何试三围城给
商南造成极大的生命财产损失，但省上认为何试三对“平
叛”有功，未予深究。

我党领导、指挥的农民武装成功控制商南县城达一年之
久，虽终因孤立无援而失败，但时短而事巨，虽败而犹荣。从后
来经过“六进五出”的艰苦斗争商南始得解放的革命历程，可见
当时商南的反动势力之猖獗与顽固，亦见革命成功之不易。

赵川保卫团占领商南县城之始末
雷家炳

锅出溜是一种面食，属于软饭之类，大体
和拌汤、米汤、面叶差不多，不同的是它吃起
来更香一些。锅出溜里面寄托着做饭人的一
份感情，毕竟吃软饭的人要么牙口不好，要么
身体极度虚弱需要吃软饭来调理，在吃啥啥
都不香的时候，吃碗热气腾腾的锅出溜，也许
会舒坦些。

其实，锅出溜的做法挺简单，搅上一碗面

糊，稠稀全凭自己拿捏，面糊
稠了做出的锅出溜厚实些，
面糊稀了做出的锅出溜轻飘
些，同时还要看吃锅出溜的
人的食欲。

搅好的面糊静置 20分钟
左右，让面糊醒一下，这是第
一次唤醒面粉的活力。配菜
不要太复杂，锅出溜讲究的是
清汤寡水，配菜多了显得主次
不分，喧宾夺主。配菜可以依
照吃饭人的口味而定，而非按
自己喜好选择。一般的配菜，
新鲜豆腐、时令青菜、一个鸡
蛋、几根香葱就够了。

做锅出溜要用柴灶大铁
锅，锅应底小口面大，浅些平
些才好用。先用土鸡蛋摊蛋
皮，切成小块菱形或条状，香
葱白爆出香味，放豆腐块或豆

腐条煎至金黄，盛出备用。煎豆腐前热油淋在
锅的四周，目的是滋润一下铁锅，不会粘连面
皮。锅里加清水烧开，取勺子舀面糊，沿着锅边
淋一圈，这时面糊会顺着锅边往下溜，锅出溜因
此而得名。面糊随着温度的变化改变了颜色，
由洁白到麦黄，这是第二次唤醒面粉的活力。
淋锅出溜时锅要烧热，否则挂不住面糊；也不要
把面糊淋到水里去，否则就成拌汤了。面糊稠

了挂的面皮厚，面糊稀了挂的面皮薄，结果也就
不一样了。淋完面糊，盖上锅盖蒸 10 分钟左
右，揭开锅盖，热气腾腾的面皮呈现出成熟的麦
子面色，此时又到了第三次唤醒面粉的活力的
时候，用铁铲的棱角将面皮划出块状，铲下面皮
顺势推到锅里，让已经蒸熟的面皮再在水里煮
半分钟左右，加配菜，撒葱花，便大功告成。

盛入碗中的锅出溜并无好卖相，清汤寡水
的，几乎见不到一滴油，只是青的菜、黄的蛋
皮、白的面皮搅和在一起，颜色分明。但是，吃
起来却非同一般，尤其是面皮，似蒸非蒸，似煎
非煎，似烙非烙，似煮非煮，却样样口感兼有，
贴锅的一面有些焦煳，面皮上有小小的坑凹，
粘着油香，没贴锅的一面平滑柔软，一块面皮
带有不同层次的口感，实在妙极了。喝口面
汤，一股暖流在全身上下流淌，这是包含着浓
浓爱意的汤啊！

刚参加工作那年，离家几十公里，很少回
家，周末和几个小伙伴一起来到离学校最近
的田书发家里。他家住在水沟垴，门前的山
上渗出水来，挂在草上像是串串珍珠，小河里
的水清得能看见河底砂石的颜色和形状。大
家年龄相当，闹够了，玩疯了，等待阿姨为我
们准备的午饭。小妹妹给我们端来一盘煎
饼，我们几个抢着吃，很快就见盘底了。吃了
几轮之后，阿姨为我们端上的是一碗终生难
忘的锅出溜。那次聚餐，成了我记忆里最美
好的一次聚餐。

锅 出 溜
蔡红旗

我多年受教于王宏绩先生，同他一块聊天时，他谈的多是
教育的细节。先生虽已到耄耋之年，仍关心着教育事业，思考
学生如何更好地成长，言语灼灼，让人非常感动。

先生大学毕业后，从事中学教学工作，后长期担任商州区
中学校长，有着丰富的教育、教学经验，因此所谈观点客观准
确，视野开阔。捧读先生 2017 年出版的《教海拾贝》一书，不
由产生了诸多思考。

商州区中学是一所百年老校，许多仁人志士曾在学校任
教，留下了珍贵的教风，这是难得的校园历史。《教海拾贝》中
记述了于右任、任钧、江平、杨才玉、王焕猷等人的事迹传略，
这是地方教育志弥足珍贵的资料。

先生自 1991 年任原商州区城关中学校长以来，针对学校
规模较大、学校生源差的状况，以“两全”精神为指导，以实施
素质教育为重点，运用“成功教育”“希望教育”理论和经验，充
分调动师生教与学的积极性；实行责权一致的年级组、教研
组、处室量化责任制，增强部门及教职工的主人翁意识。先生
目光敏锐深邃，善于洞察并纠正教育、教学及管理中暴露出的
倾向性问题及薄弱环节，以课堂教学为中心的各项教育教学
改革均取得了显著成效。任职 6年间，学校获得国家级奖励 4
次、省级奖励 8 次、地市级奖励 36 次，连续 4 年被地区行署授
予“提高普通中学教育质量先进单位”荣誉称号。

先生博学善思、勤于研究，根据工作实践总结的 16 篇论
文，有的在国、省级报刊上发表，有的在省、地教育教学经验交
流会上交流。他严以律己，身体力行，待人热情诚恳，善于识
才并用人所长，深受师生爱戴，多次被评为为人师表先进个
人、先进教育工作者、十强校长，1995 年被评为全国优秀教
师。由中国新闻年鉴社编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中
国改革者风采录》一书，以《点燃师生希望之火，开拓“成功教
育”新路》为题，刊载了原商州市城关中学“成功教育”的经验，
又以《扎根教育谱新曲》为题，报道了校长王宏绩的先进事迹。

先生关爱每一位教职工，用真心激励他们积极投入教育
教学工作。一位女老师身患重疾，住院数十天不见疗效，且有
越治越重的趋势，被医生“确诊”为癌症，本人几乎丧失了继续治疗的信心。为帮助这位老
师解除病痛，先生和夫人一起陪她去西安复查，结果并非癌症，经过短期治疗，疾病痊愈，
大家都十分感动。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农村青壮年人群大量涌进城市，留守儿童教育成了焦点问题。王
先生退休后，一直关注留守儿童的教育与成长，深入农村了解留守儿童现状，撰写调研文
章，为政府决策提供依据。2011 年 6 月，先生被市关工委、文明办评为“全市关心下一代
先进工作者”。

一位真正的教育者，有耕耘的轨迹，也有思考的言论。王先生主编过《家里有了中学
生》《相聚城中 共话百年》等书籍，也在核心杂志上发表过专业论文。读完《教海拾贝》一
书，读者会完整了解王先生的人生历程和教育理念。王先生追求完美，《教海拾贝》第一版
面世之后，又根据读者意见重新修订，于第 34个教师节来临之际出版了新的版本，被商洛
学院、商洛职业技术学院等图书馆收藏，在商州区 18 个镇办的农家书屋展读。人民教育
家于漪说过：“让生命与使命同行。”先生便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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