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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15 年 11 月 11 日，赵希愚出生在商南县城后营。赵家
世代亦耕亦读，在当地是比较有名的富裕户，其祖父和父亲
都是比较开明的革命军人。赵希愚是兄弟姐妹中最小的一
个，15岁便离开商南到西安中山中学读书。

军阀混战期间，赵希愚的祖父和父亲同时惨遭敌人杀
害，对他心灵的创伤极大，激起了他对黑暗社会的无比憎恨，
也驱使着他接触了进步的革命思想。还处在少年时代的赵
希愚，便开始阅读《资本论》《国家与革命》等马列主义著作，

“革命”二字在他的心灵深处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1932 年 9 月，饱受革命思想熏陶的赵希愚加入了中国共

产主义青年团，并任支部组织委员，参与共青团陕西省委学
生支部工作。由于工作非常出色，同年 11 月，组织任命他担
任共青团陕西省委宣传部部长。1933 年 3 月，由于叛徒出
卖，年仅 18 岁的赵希愚在西安被捕，被押送至国民党南京宪
兵司令部，判处无期徒刑。

在狱中，赵希愚结识了革命先辈陶铸、曹瑛、刘芝明、肖
桂昌和罗野岗等人，得到了他们的关心和鼓励，激励着他更
加顽强地同敌人进行不懈的斗争。在阴暗潮湿、蚊子臭虫混
杂的牢房里，赵希愚经常饿着肚子，眼睛变得深度近视，还患
上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但他意志坚强、斗志不衰，和战友们
一起坚持斗争、刻苦学习，把监狱当成磨炼革命意志的特殊
课堂。1936 年 10 月，21 岁的赵希愚以忠贞不渝的革命斗志
赢得了组织的信赖，在国民党南京监狱里经人介绍秘密加入
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他梦寐以求的心愿。

1937 年 9 月国共合作后，经周恩来、叶剑英等中共领导
人与国民党当局交涉，赵希愚等人被营救出狱，并与陶铸、曹
瑛等狱中革命战友合影留念。他珍藏着这张珍贵的合影照
片，经八路军南京办事处介绍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后，又一
次投身于火热的革命斗争。

二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共陕西省委派王柏
栋回商洛担任中共商洛工委书记，领导商洛地区抗日救亡工
作。1938 年 6 月初，赵希愚以中共陕西省委巡视员的身份，
带着省委对商洛党的工作的重要指示，从省委机关驻地泾阳
县云阳镇出发了。这是省委接连收到中共商洛工委书记王
柏栋 3 月份和 5 月份两次关于商洛党的工作情况报告之后，
决定派他任省委巡视员视察商洛工作的。赵希愚机智地绕
过国统区的封锁线、关防哨卡，巧妙地躲过敌特的监视跟踪，
跋山涉水、千辛万苦地来到商洛工委机关所在地商洛镇，在
显神庙村同商洛工委书记王柏栋秘密会面。显神庙村距龙
驹寨（今丹凤县城）约 20 华里，位于西荆公路（今 312 国道）
旁，王柏栋的家就在这里。那时，王柏栋的公开身份是商洛
镇联队的副官，为了赵希愚的安全和便于开展革命工作，王
柏栋把他安排在自己家里住下。

赵希愚的到来，让王柏栋感到由衷的高兴，因为这是中
共陕西省委第一次派人来商洛，说明省委对商洛党的工作十
分重视。王柏栋随即在自己家里秘密召开了党组织会议，认
真地向赵希愚汇报了前一段的工作情况，详细研究了下一步
党的工作如何深入开展的问题。随后，两位战友形影不离，
特别亲热，经常一起深入社会搞调查研究，同“民先队”队员
接触，听取各方面意见和情况反映，召开党的地下组织会议，
对党员进行时事和政策教育，一起研究商洛革命斗争的形势
和任务，讨论如何更加有效地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方针政策和对敌斗争的策略等问题。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了解和分析研究之后，赵希愚代表
省委对商洛党的工作,特别是王柏栋回商洛不到半年时间所
做的大量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比如宣传党的统战政策，深
入发动群众成立“民先队”“妇女救国会”“国难研讨会”等进
步的抗日群众团体，积极发展党员、建立党的基层组织等，并
对王柏栋在地方士绅、友军和地方武装中的统战工作表示钦
佩，尤其是肯定了他利用驻军骑兵师和当地反共顽固分子冯
麟生之间的矛盾，组织商洛镇、龙驹寨数千名群众请愿，要回
了冯麟生收缴商洛镇联队的 100 多支枪，又巧妙地说服、动
员骑兵师消灭了在商洛一带为非作歹的汉奸武装“黑煞道”，
为民除了一大害，群众无不拍手称快。在肯定成绩的同时，
赵希愚以共产党人特有的襟怀坦白、直言不讳的态度，指出
王柏栋在劳军大会上发表的政治演说是暴露身份的错误行
为，明确指出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要求王柏栋做好撤离准
备，待省委指示后立即转移。

赵希愚回到省委不久，省委就派人通知王柏栋立刻撤离
商洛回省委。接到指示后，王柏栋抓紧时间安排工作的交接，
在即将返回省委之时，被反动势力秘密杀害于显神庙的家中。

1938 年 8 月王柏栋牺牲后，中共陕西省委派彭一民（彭
忠德）回商洛担任工委书记。省委考虑到彭一民比较年轻，
参加革命时间较短，缺乏党的工作经验，又派省委党员训练
班党支部书记赵希愚为省委巡视员，带领同在省委党训班学
习的彭一民、周文斌等回商洛开展革命工作。这是赵希愚第
二次以省委巡视员的身份来到商洛，当时他化名陈新，外号

“陈瞎子”（因高度近视），公开身份是学生。赵希愚来商洛
后，刚刚安排好住处，就同新任工委书记彭一民秘密来到王
柏栋墓前，向牺牲的战友表示深切的哀悼。

中共商洛工委接到省委派赵希愚来商洛的指示后，大家
既高兴又紧张。高兴的是因为他来过商洛，在党训班又是彭
一民的直接上级，彼此都相互了解，加之赵希愚工作作风严谨
务实，工作方法灵活多样，政策理论水平高，工作能力强，商洛
的同志对他十分崇敬；紧张的是因为王柏栋书记刚刚被敌人
杀害，革命形势严峻，敌人杀机四伏，大家都十分担心赵希愚
回来后的安全问题。商洛工委立即秘密召开了地下党组织会
议，研究掩护办法和可以担任掩护的人员，最后彭一民书记决
定把掩护赵希愚的任务交给具备便利条件的地下共产党员刘
福有，安排赵希愚住在比较隐蔽的刘福有家里，对外以在西安
上学时的同学相称，并反复嘱咐刘福有要全力保护好巡视员
的安全，不能出一点差错。家住龙驹寨（今丹凤县城）刘家河
后村的刘福有坚定地表示：愿以全家人的性命作保证，不惜牺
牲一切代价坚决完成组织交给自己的掩护任务。

赵希愚以其丰富的工作经验，协助彭一民迅速恢复商洛
党的组织，及时召开工委和党的支部会议，部署抗日救亡宣传
活动。根据商洛反共顽固势力强的形势，赵希愚和大家一起
分析了商洛政治、军队、民团和土匪的具体情况及抗日宣传教
育的现状后，随即传达省委关于国统区工作既要积极又要隐
蔽的方针，要求在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放手发动群众
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等工作时要坚定信心，积极进行；对发展党
员、开展组织活动等具体工作时要特别隐蔽，绝对不能暴露，
坚决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商洛的抗日情况比较复杂，地方反共
顽固势力强，必须提高政治警惕，严防顽固派的破坏和暗杀活
动，对于已暴露的中共党员要设法迅速转移或送安吴堡青训
班学习，其他党员要严格遵守党在国统区的工作纪律，没有特
殊情况不允许乱接头；要贯彻“长期隐蔽，外灰内红”的地下工
作方针，近期工作重点是做好统一战线工作，争取团结一切愿
意抗日的力量，孤立消极抗日顽固分子，揭露亲日分子的“亡
国论”；要建立联合抗日武装，做好一旦日本侵略军从河南西
峡县打进陕西来，就要在商洛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各项准
备工作。工委根据省委的指示和赵希愚的意见，进行了认真
研究，决定利用各种关系派党员到地方武装里工作，抓枪杆
子，为建立党领导的武装打基础；另派党员打入各级政权中，
及时掌握顽固派的政治动向。在赵希愚的帮助下，中共商洛
工委又发展了一批党员，恢复和新成立了一批地下党支部，地
下斗争又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赵希愚在龙驹寨指导工作结束时，根据商南的抗日救亡
活动开展情况，以及省委打算在鄂豫陕三省边界的商南县发
展党的组织、建立联合抗日武装，一旦日军入陕，即可在商南

建立起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意见，他告诉彭一民，自己准备回到
故乡商南指导并落实这一工作。中共商洛工委书记彭一民从
安全方面考虑，建议赵希愚等商洛工委在商南建立起党组织
后再回去。赵希愚不同意，坚持要回商南，还说：“共产党就是
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起来的，如果没有党组织的地方就不
敢去开展工作，那还要我们这些党员干什么？干革命只考虑
个人安危是最危险的，没有党组织的地方人民更需要我们，革
命事业更需要我们，我们的党员即就是遭到顽固派或汉奸的
暗害，相信用自己的鲜血必然能唤醒广大民众的！”

三

1938 年 10 月 22 日，赵希愚带着一份彭一民让刘玉准备
的合法“通行证”回到家乡商南县城，连夜找到在县城南街小
学任教的学友汪深容，详细了解红军路过商南后，在富水和
腰庄一带是否留下红军战士以及县上国民党的党、政、军等
方面的情况，并和南街小学校长董有祯进行了交谈。董有祯
向赵希愚介绍了时任国民党县政府教育科长兼县城关中学
校长田紫荣（赵希愚的老师、地下共产党员）的一些情况，建
议把他争取过来以寻求支持和帮助。赵希愚进行综合分析
后，认为商南的抗日救亡工作要先从教育界入手，可以把城
关中学校长田紫荣和董有祯等人争取过来，以打开工作的突
破口。正当赵希愚准备通过田紫荣、董有祯等在县城开展抗
日救亡工作时，国民党驻商洛预备第一师师长谢辅三察觉到
了赵希愚在商南的抗日活动，即密令驻商南连长何竞堂于 10
月 25 日早晨率 10 多名士兵包围了县城后营赵希愚的家，以

“汉奸”的罪名公开逮捕了赵希愚。
赵希愚被国民党地方当局逮捕后，其表弟、在富水沐河

联保处当差的胡金声前去探视。探视过程中，赵希愚对胡金
声进行抗日宣传，讲不愿当亡国奴的中国人就应该组织起来
抗击日寇侵略，对阻挠抗日的要坚决打倒，只有中国共产党
才是真心实意的抗日组织等抗日救国道理。受赵希愚抗日
救国思想的影响，胡金声决心组织一支自己的队伍，投奔共
产党，并上前线打击日本侵略者，这也为胡金声后来组织、领
导富水沐河暴动、发动抗日武装斗争埋下了革命的火种。

赵希愚被捕后，汪深容、董有祯和田紫荣等人十分着急，
紧急秘密商议营救赵希愚的方案，采取分工负责、分头行动的
方式，立即向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求救。在赵希愚的兄长赵
岱青和董有祯、田紫荣的帮助下，汪深容秘密搭乘由汉口开往
西安的军车，去西安向八路军办事处报告情况，请求及时营
救；安排在赵希愚家当差的汤显发，到清油河镇给八路军驻西
安办事处打电话报告情况；通知赵希愚的表弟胡金声，去河南
荆紫关给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拍发电报，请求营救赵希愚。

汪深容于 10 月 27 日赶到西安八贤庄后，立即找到了八
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主任罗炳辉的秘书，汇报了赵希愚被捕事
件。罗炳辉的秘书告诉他已经收到电报，罗主任正在安排设
法营救赵希愚事宜，让汪深容放心地回商南去。国民党地方
当局于 10 月 30 日将赵希愚装在麻袋里，动用一个排的兵力
用邮车秘密押解商县。当邮车行进至武关八里湾时，被八路
军驻西安办事处主任罗炳辉派员持胡宗南的手谕营救，随即
顺利返回西安。

中共陕西省委巡视员赵希愚在商南被捕事件，充分暴露
了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国共两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消极抗
日、积极反共的丑恶面目及其“限共、溶共、反共”的反动政
策，在当时教育了许多对国民党抱有幻想的人们，更加坚定
了广大民众对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日的信心。赵希愚在商南
领导的抗日救亡工作，为随后开展商南全民抗日救亡运动、
发动太吉河事变和富水沐河抗日武装暴动、成立丹江抗日义
勇军等一系列行动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四

赵希愚被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营救出来后，又回到中共
陕西省委继续开展革命工作，这件事更加激发了他的革命热
情和坚定的信仰。他清楚地知道，多少次的危难都是党组织
救护了他，是群众掩护了他，无论到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自
己是党的战士、人民的儿子。抗日战争时期，赵希愚先后担

任中共华县县委书记、渭华地区和汉中地区的省委特派员、
中共中央宣传部干事、解放日报社秘书、晋绥第二分区代专
员等职。解放战争时期，赵希愚曾任中共晋绥雁门区党委秘
书长、西北民主联军第三十八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豫陕鄂
边区前委办公室主任、豫西日报社社长、陕南日报社社长、陕
南区党委宣传部部长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赵希愚
历任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群众日报社社长、中共中
央书记处东北组和西北组组长、中共鞍山市委书记、鞍山钢
铁公司党委书记、中共旅大市委书记等职。

1951 年，当赵希愚就要离开战斗多年的故土商洛去异
地任职时，同老战友杨永昶谈心说：“我们陕南的老同志不太
多了，许多同志都壮烈地牺牲了。我们是幸存者，要继承先
烈的遗志，忠于党、忠于马克思主义，为共产主义而奋斗到
底；进城后要牢记过去在山沟沟里革命斗争的战火岁月，特
别是党的地下斗争的艰苦生活，始终保持一尘不染、廉洁奉
公的品质，永远做一个人民的公仆！”

赵希愚的妻子白琳后来回忆说：“这些年来，希愚大事小
事都信守着自己的诺言，我们的小儿子刚刚出生的时候，我
因为要长时间下乡做群众工作，一时又找不到老百姓帮助，
很是着急，一清早我就跑到报社去找希愚，想让他想想办
法。到那一看，他已经熬了一整夜，连早饭也没吃，见我来了
只说一句：‘你来了，坐吧！’便又埋头工作。我看他劳累的样
子，不忍心打搅他，就走开了。我们从北京调往外地工作时，
为了减轻公家的运费负担，把全部厨房用具和孩子们用的东
西都送给了别的同志，我想把孩子喜欢的小自行车留下，希
愚也不同意。为了装书，组织给我们钉了几个木箱子，希愚
坚持让组织作了价才肯收用，他就是这样一个一尘不染、不
占国家一分钱便宜的人。”

五

1967年 10 月，中央一办的专案小组在审查陶铸案时，发
现赵希愚与陶铸在南京监狱里有近 5 年的亲密接触，认为关
系极为密切，决定将赵希愚与陶铸并案审查。当年 11 月，赵
希愚因此被捕入狱。1971 年 10 月 20 日，赵希愚在北京铁道
学院内私设的监狱里被迫害致死，终年 56岁。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陶铸等冤案得到平反，赵希愚
也得以平反昭雪。1979 年 9 月 26 日，中共旅大市委作出《关
于赵希愚同志平反的决定》，撤销 1971 年 10 月 21 日旅大市
革委会专案办公室在赵希愚同志逝世后代表市委所宣布的
错误结论，推倒强加给赵希愚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给赵希
愚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1979 年 10 月 9 日，中共旅大市
委在大连市为赵希愚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对中国共产党
优秀党员赵希愚的一生作出了较高而公正的评价。

“百战归来认此身”，这是 1937年 9月赵希愚在南京出狱
时，曹瑛同志在他们合影留念的照片上写下的陶铸同志的诗
句，今天细细品味，让人倍感亲切、倍受启迪，也更让人感到
意味深长。这不仅是对赵希愚革命生涯的最好写照，同时也
是陶铸同志对他们几个同甘苦、共患难的革命战友在监狱里
经历血与火的较量、生与死的考验的真实写照，赵希愚同志
也一定会含笑九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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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希愚的革命生涯

田 野

抗日战争时期的赵希愚抗日战争时期的赵希愚

1 月 10 日，镇安县 2023
年“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
家”迎春送福义写春联文明
实践活动启动仪式在回龙镇
万寿村举行，志愿者现场为
村民书写春联 100 多副、福
字300多个，营造出“干干净
净迎新春，热热闹闹过大年”
的浓厚氛围。
（本报通讯员 陈少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