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宝贵的财物收藏起来，并传给子孙后代，

这足以表明壮乡人民对邓小平的爱戴。
邓小平的拳拳之心换来的是民拥军，

“仅东兰、凤山两县参军人数就达六千多

人”[5]426，这在一定程度上巩固和发展了左

右江革命根据地。
三、想人民之所想，用责任心为左右江

地区人民排忧解难

邓小平来到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是怀着

为人民谋利益的志愿来的，如 1930 年初由

邓小平等人署名签发的《中国红军第七军司

令部、政治部布告》中就指出了这一点：“本军

应革命之要求而产生……以解除民众痛苦为

职志。”[9]170 为了解除民众痛苦，邓小平等人做

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并制定了相应的政

策：如“对工人，增加工资，减少时间，待遇改

良，失业有保险；对农民：组织农协，租税尽取

消，土地归农民；对士兵：改良待遇，废除肉

刑，提高生活，官兵平等，既得参政权，又有土

地分；对商民：废除苛捐，取消杂税，保护贸

易，绝不扰商民；对敌军：只打军阀，不打士

兵，不究团丁；对教育：劳动儿童，免费入学；

对社会：抚恤老弱，救济赤贫。”[9]170 从这些政

策来看，初步代表了社会各阶层的利益。

在这些政策中，邓小平分配土地的做

法具有开创性。广西各民族对土地的要求

程度不一，如何分配土地呢？邓小平强调

“按实际情况进行”，“分配办法均要经过全

乡群众大会或代表会议决定”[9]207 即群众喜

欢采用哪一种形式，就采用哪一种形式。由

于邓小平的重视，制定的政策符合右江实

际，使得右江流域农村出现了“分田又分

地，没有谁争论”[11]17 的局面，根据地人曾唱

山歌来称赞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
1930 年 7 月，邓小平在梁连长的陪同

下来到平马壮族老婆婆梁妈蕊家里，当他

看到梁妈蕊由于天灾人祸，丈夫和 4 个儿

女先后因病和饥饿死去，一个 8 岁男儿和

一个 10 岁女儿被迫卖掉，只剩下大儿子，

她自己病在床上，衣衫褴褛，屋子破烂不堪

……回到平马后，邓小平“要梁连长带上几

个战士上山割草，砍木头，把梁大妈家房子

修好，还送给梁大妈 200 个铜板。”[12]26 后

来，梁大妈病好后，为感谢恩人，霸蛮地把

儿子送交给红七军部队。
为了减少商人的中间剥削，共耕社还

成立了一个消费合作社，向社员提供食盐、
烟酒及日用品。红七军还曾拟设一农业银

行来帮助群众，解决他们资金上的困难。春

耕时邓小平还到共耕社检查春耕生产情

况，1930 年 4 月当他了解到东兰武篆区东

里屯共耕社缺乏耕牛时，便立即以右江苏

维埃政府的名义，及时送去 12 头耕牛，使

他们赶上了生产季节，后遇上大旱，邓小平

一方面发动红军战士帮助群众挑水抗旱，

一方面标本兼治，帮助群众修了一条八里

长的水渠。故群众称赞邓小平领导的红七

军是“乾人（壮话：穷人）的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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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幕图书馆

□ 西安音乐学院图书馆 景月亲

杨虎城（1893.11- 1949.9），陕西蒲城人，

著名抗日爱国民主将领。作为一代爱国名

将，杨虎城将军怀着“教育救国”的一腔热

血，在故乡兴办教育、创建图书馆泽被后世

的历史业绩也为人们所敬仰。勿幕图书馆

是杨虎城生前创建，坐落于尧山中学校园

中央。然而，与将军在“西安事变”中的卓越

贡献相比，将军创建勿幕图书馆及其体现

出的朴素图书馆学思想却鲜为人知。本文

试作论述。
一、创办尧山中学

将军幼年失学，深知缺乏文化知识就不

能实现其远大抱负。因此，将军不仅自己通过

各种方式学习文化，而且把个人对知识文化

的渴求升华为一种社会责任，团结重用知识

分子，兴办学校，培养人才，采取一系列措施

振兴陕西教育事业。例如，任用进步青年知识

分子担任校长，极力提倡学术思想自由和抗

日爱国教育，允许学校讲授和学生阅读马克

思列宁主义著作，允许师生自由发表自己的

政治见解，还专门给一些学校配发武器，将抗

日爱国教育与军事训练结为一体[1]。杨虎城的

上述教育改革被蒋介石视为大逆不道，随着

蒋、杨矛盾的日益尖锐，蒋介石于 1933 年撤

销了杨虎城省政府主席的职务，使得将军对

全省教育事业所作的努力未能取得应有的效

果。此时的杨虎城虽已无权过问全省的教育，

但还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教育事业尽

力，用将军自己的话说就是“你（指蒋介石，笔

者注）办你的教育，我办我的教育”[1]。尧山中

学就是这一时期在他的家乡蒲城创办的。
尧山中学动工于 1934 年 3 月，占地

180 亩。为了把该校办成一所进步的爱国学

校，将军苦心孤诣，“从学校的命名、校长的

人选、教师的聘请、校舍的建设、图书的采

购、教具的配置等均一一过问……还亲自拟

定‘教育救国’四字作为校训”[1]。学校在当时

不仅设备先进，教职人员也均是与将军志趣

相投的进步人士。将军请回正在日本留学的

袁若愚担任校长，又聘请一大批进步人士任

教，其中有些人当时就是共产党员，使学校

从一开始就生气勃勃。当年 10 月，尧山中学

正式招生。围绕“教育救国”的校训理念，尧

山中学把抗日救国教育贯穿于教学中，“教

师们经常向学生讲授抗日救国的道理和中

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师生们还编演抗

日救国的文艺节目向群众宣传。”[1]一时间，

学校进步民主气氛浓厚，“一些进步书刊公

开流传，使学生在政治思想上深受教益，抗

日救国运动搞得轰轰烈烈，曾经给我党地下

活动以很大的便利和很好的掩护。”[1]为了吸

引更多的青年学子，杨虎城还专门将自己的

大公子杨拯民从省城西安的一所中学转来

该校上学[2][3]。尧山中学先后培养出许多共产

党人，是进步青年的摇篮。七十多年来，尧山

中学的声名伴随着杨虎城将军的英名远播

杨虎城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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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海内外。
二、创建勿幕图书馆

尧山中学建成的第二年，勿幕图书馆开

始动工兴建。勿幕图书馆坐落于尧山中学主

建筑群北部，坐北朝南，占地约 1500 平方

米。由当时的北京图书馆设计图纸，上海复

兴建筑公司工程队施工建造。图书楼的外观

正如今天人们所看到的，呈飞机状造型，主

楼 3 层，高 14 米，南面正对尧山中学建筑主

轴线；两翼东西张开，机尾北延，建筑面积

643 平方米，是蒲城第一座混凝土结构的现

代化建筑[4]，被视为尧山中学的象征。“人们

每到蒲城，瞻顾遗迹，都要在此楼前留影纪

念”[5]，以表达对将军的缅怀敬仰之情。不幸

的是，1939 年秋冬之际，日本飞机轰炸蒲

城，图书馆楼东翼惨遭炸弹袭击，二层倒塌，

大量书籍遭到毁坏。解放后东翼经补修，恢

复旧貌。1960 年，因漏雨原铁皮楼顶被更换

为机瓦楼顶。1984 年尧山中学 50 周年校庆

前夕，勿幕图书馆楼经全面整修，面貌焕然

一新。门顶上增加了解放军炮兵副司令、原
杨虎城部旅长孔从洲将军题写的馆名“勿幕

图书馆”五个金色大字。
图书馆以家乡先贤、革命志士、辛亥革

命 元 老 井 勿 幕 先 生 之 字 命 名。井 勿 幕

（1888- 1918），名泉，字勿幕，陕西蒲城人。早
年留学日本结识孙中山，加入了同盟会，组

建陕西分会，创办《夏声》杂志，宣传革命。辛

亥革命爆发后，任陕西军政府指挥，功绩卓

著。后被刺杀，年仅 31 岁，被孙中山先生誉

为“西北革命巨柱”。杨虎城将图书馆以勿幕

命名，旨在纪念勿幕先生，同时树立一个乡

里先贤作为青年乃至全体士民学习的楷模。
勿幕图书馆虽地处尧山中学，归学校

使用，但机构独立，与学校无隶属关系。首

任馆长为蒲城当地著名人士、时任县参议

员王蔚书。“西安事变”后，陕西省教育厅接

管尧山中学，图书馆与学校分离，面向社会

开放。解放后，图书馆并入尧山中学，成为

学校图书馆。勿幕图书馆经历 70 余年风

雨，历经战争损毁以及十年浩劫，藏书损失

严重，解放以后特别是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

新增了大量书籍。目前，藏书遍及各个门

类，现有藏书 10 余万册。今天，走过沧桑的

勿幕图书馆以其丰富的馆藏，继续发挥职

能，服务于尧山中学的全体师生。
三、杨虎城的图书馆学思想

杨虎城将军戎马一生，仅读过两年私

塾。然而，将军却十分注重教育并专门创建图

书馆，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仍颇具启迪与借

鉴意义。将军的图书馆学思想植根于“教育救

国”的民主爱国思想，他的图书馆学思想是朴

素的，是在兴办教育、筹建勿幕图书馆的实践

中逐步形成的。
1.注重发挥图书馆的教育职能。对教育

的重视，促使杨虎城十分关注发挥图书馆的

教育职能。早在勿幕图书馆创建之初，关于

图书馆的命名问题上，即可窥见将军注重发

挥图书馆教育职能的良苦用心。将军早年参

加辛亥革命，后加入靖国军，其思想深受被

孙中山先生誉为“西北革命巨柱”的家乡先

贤井勿幕先生的影响。将位于尧山中学的图

书馆命名为“勿幕图书馆”，目的即在于纪念

和表彰先贤精神，激励后来者和青年学子，

以达到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这正是将军的

苦心所在。其次，注重藏书的教育指导功能。
当时的尧山中学汇聚了相当一批进步人士，

从校长到教务主任、事务主任、教员“几乎全

部都是共产党员，他们因为‘红’得在西安不

能公开活动了，就被父亲（指杨虎城将军，笔

者注）聘到了尧山中学任教。”[2]为配合教学，

图书馆购置了“大量进步书籍，如《资本论》、
《政治经济学讲话》、艾思奇的《大众哲学》
等，任由学生借阅。”[2]对于馆藏图书资料的

采购，将军像对学校其他事务那样，即使百

忙中也不忘过问。如前文所言，当年的尧山

中学民主抗日救国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这

一切与勿幕图书馆所藏大量进步书刊对师

生的启迪教导是分不开的。
2.注重图书馆的服务职能。杨虎城将

军同样重视图书馆的服务问题。将军曾经

讲过：“我们设立尧中不是做门面，图好听。
我们认为，社会的建设大部分是知识问题

……学校的图书馆要公诸大众，购置民众

读物，使学校成为社会教育机关。从前把学

校的围墙打得高高的，把学校当做另一个

世界，这是大错而特错的……”[2]这些讲话

体现了杨虎城将军对图书馆服务职能的认

识。勿幕图书馆秉承将军思想，配合当时的

教学，购买大量进步书刊，使地处西北偏远

地区的年轻学生通过这些书刊深受教益，

与国家民族同呼吸共命运，积极投入到轰

轰烈烈的抗日救国运动中。
3.重视藏书建设。勿幕图书馆建成后，

将军付出极大的经济代价购置藏书。例如

《四库丛刊》和《四库备要》丛书“规模宏大，

每部售价一千大洋左右，将军不惜重价购买

了全套《四库丛刊》和《四库备要》。”[6]此外，

“大型政书‘三通’整套购买。其他流行书籍

也应有尽有。”[6]经过将军的努力，勿幕图书

馆内古籍充实，经、史、子、集齐全，近现代有

关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方面的书籍也种类

繁多。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图书馆结合当时

民主进步的革命形势，采购了大量进步书

刊。因此，勿幕图书馆藏书在当时“堪称陕西

中等学校藏书之冠”[5]。即便现在，其“古籍珍

藏量仍然大于县图书馆。”[6]勿幕图书馆建成

后机构独立，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为了保证图

书馆和学校各自的运行经费。“西安事变”
后，将军被迫离陕之前，特意在大荔洛惠渠

灌区购水田十顷，作为“尧幕学田”，每年地

租归尧中和图书馆所有[4]。
杨虎城将军离开我们已整整 60 年了。

作为一代抗日爱国名将，历史和人民已经

给予了公正的评价。关于“西安事变”和张、
杨两将军，陕西省图书馆建立了专门的“西

安事变数据库”[7]，整合了该方面的学术资

源，图、文、视、听并茂，为人们学习、研究提

供了十分便利的条件。而对于杨虎城在图

书馆领域的贡献，也许因为将军本人在“西

安事变”中“千古功臣”的形象过多地吸引

了人们的视线，也许 20 世纪 30 年代地处

西北偏远地区一个小图书馆的建立不足以

引起人们的兴趣。总之，通过笔者文献调

查，时至今日，将军创办勿幕图书馆的业绩

在有关史料中均是一笔带过，也未曾发现

从学术角度对将军在图书馆领域贡献及其

意义进行专门探讨的文章。
通过本文的梳理我们看到，尽管将军只

读过两年私塾，其军务、政务繁忙，却以难得

的境界和情怀兴办教育创建图书馆，以朴素

的思想影响勿幕图书馆的建设和发展，在

20 世纪 30 年代实属不易。同梁启超、蔡元

培、李大钊等文化大家对中国近、现代图书

馆事业的关注与影响相比，杨虎城创建勿幕

图书馆及其折射出的朴素图书馆学思想，更

多地彰显了将军“教育救国”的爱国、民主思

想光辉。因此，探讨勿幕图书馆的创建以及

将军朴素的图书馆学思想，不仅对研究我国

20 世纪 30 年代图书馆事业有一定的意义，

而且对全面深入研究杨虎城将军也是重要

的补充。借此呼吁学界予以关注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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