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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共中央转战陕北70周年，本报记者随市记协等单位组织的“转战之路新风貌”采访团，

沿着党中央毛主席当年转战陕北的路线进行采访，追寻革命先辈的战斗足迹，用镜头和笔触反映发生

在我们脚下这片热土上的这段非同寻常的历史，展示新时期我市及陕北脱贫致富、现代化建设的新成

就、新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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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照片均由本报记者祁小军摄）

当年毛主席深情地说——

“杨家沟是个好地方！”
本报记者 赵秉瑜

寻访乌镇旧居——

当年老窑洞 如今情味浓
本报记者 叶四青

● 米脂县杨家沟革命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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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10日下午，采访团一行到
达了米脂县杨家沟。当晚，我们住
在村里一户四合院式窑洞的农家院
里。据说，习仲勋在杨家沟时，也曾
在此居住。

杨家沟位于县城东 20 公里
处。这里被誉为党中央毛主席转战
陕北时的“小北京”“中南海”，也是
当时陕北最大的地主家族——杨家
沟马氏地主庄园所在地。

1947年11月22日下午，毛主席
和中央机关，经前王家坪、桃花峁、东
白家沟、李圪劳、巩家沟等地，行程30
华里，到达杨家沟，在此一直住到
1948年3月21日，历时4个月，是转
战陕北期间停留时间最长的地方。

在杨家沟期间，毛泽东等中央
领导指挥了西北和全国解放战争；
召开了重要的“十二月会议”；毛主
席作了题为《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
务》的报告，研发讨论了政治、军事、
经济、土改等一系列问题，制定了
《十大军事原则》，号召全党“曙光就
在前面，我们应当努力”；召开了中
共中央前委扩大会议、西北野战军
高级干部军事会议、东渡黄河动员
大会等重要会议；开展了全国的土
地改革运动和新式整军运动；毛主
席在杨家沟的窑洞里撰写了 40余
篇光辉文献，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指
出了光明的道路。

1948年 2月 12日，西北野战军
第一、第三、第四、第六纵队分别从
米脂、绥德、清涧、延安地区向宜川
开进，16日分别到达延安以东甘谷
驿、延长等地；第二纵队由晋南曲沃
地区西进，准备由禹门口渡黄河参
加宜瓦作战。2月28日，西北野战军
发起瓦子街战役，3月3日胜利结束。

现如今，杨家沟已成为马氏家

族文化的象征，也是“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
基地”“国家国防教育示范基地”和

“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成为人们感
受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丰功伟
绩，体味博大的地主庄园文化，领略
厚实豪放的黄土风情，观赏独树一
帜的窑洞建筑艺术的理想之地。

据资料记载：毛主席在杨家沟
居住的就是当时马氏地主马醒民家
的庄园。马氏庄园以扶风寨为主，
占据数十个山峁沟渠，规模宏大，气
势雄伟，拥有最大的窑洞庄园，极具
历史、艺术、学术研究价值。庄园以
窑洞为主，其建筑形式主要是陕北
地区最高等级的“明五暗四六厢倒
座厅房”窑洞四合院。规划建设有
龙眼（南北炮台），龙角（观台），龙嘴
（圪凹水井）。新院坐落在“九龙口”
山峁上，由代表马氏庄园建筑最高
水平的本村留学生马醒民 1929年
亲自设计监修。

走进“新院”大门，暮色中，院子
中央的主席雕像肃穆庄严，整个建
筑把西方建筑风格和陕北窑洞建筑
文化巧妙地融为一体，哥特式的窗
户与中国式的廊檐石雕浑然一体，
既体现了西方建筑之典雅，又反映
出陕北窑洞建筑之雄伟。

从“新院”一侧的防空洞进去，
曲折迂回到了杨家沟革命纪念馆，
这里也是当年的马氏讲堂。“开明进
步办学堂，英才辈出洋财主。”这是
陕北民众对杨家沟马氏家族深刻的
文化印象。“耕为本务，读为荣身”是
马氏家族的耕读传家思想。历代马
氏家族取得功名者比比皆是。1915
年，同盟会会员马师承回杨家沟开
办了陕北地区最早的女子学校，开
辟了陕北男女平等受教的先河。新

中国成立后，马氏家族人才济济，遍
及中外。据 90年代不完全统计，仅
马光裕堂一支，在科技、经济、文化
等方面有突出成就者就有167人。

山下，南北扶风寨外围均建成
双套城墙，各设两道城门。南城门
为马冀村门和扶风寨门。内有供水
排水设施，讲堂祠堂、戏院广场，统
一规划、依山造势，功能齐全。

夜晚，房东大嫂为我们准备了
绿色无公害的农家饭，干净的被
褥。她说：“政府免费整修了原来的
地方，让我们好好经营。”她家的“四
合院”窑洞也有近百年历史，现在自
来水接到了灶房，院子里有下水道，
俨然与城里一样。

第二天上午，我们在毛主席旧居
内见到了米脂县退休干部柴先生，他
与爱人带着从北京回来的小孙子一
起来这里参观，他说，有一件事能表
现出米脂人对毛主席的深情厚谊。
据柴先生介绍，如今旧居里的毛主席
像，是70年代由米脂县机械厂工人雕
塑而成。那时，被摆在了街上，工人
们心疼它 ，便把它搬到了会议室，直
到2000年左右，厂里改制，会议室要
做库房，才被移到了旧居。

参观中，讲解员告诉我们，米脂
人淳朴厚道，杨家沟人更是如此。
民国 18年，陕北大灾，马醒民在灾
荒年兴建起“新院”，以工代赈，历时
10 年，缓解了许多贫民的生活困
难。毛主席和党中央到杨家沟后，
他又将“新院”捐给国家。抗日战争
期间，马氏地主集团积极响应减租
减息政策，仅光裕堂就给三五九旅
赠送了粮食 1700 石。1948 年 3 月
21日，毛主席离开杨家沟时，曾深
情地对送行的群众说：“杨家沟是个
好地方！”

据资料记载，毛主席曾两次经
过佳县乌龙铺：1947年 8月 16日，
为摆脱国民党部队的纠缠，毛主席
从米脂县陈家岔匆匆经过乌龙铺，
向西北野战军主力靠拢。1947年
11月 20日至 21日，毛主席在去米
脂杨家沟的路上，住在了乌龙铺陈
占祯的家里。

乌龙铺也叫乌龙堡，现在叫乌
镇。9月 18日，记者一行在结束闫
家峁的采访后，来到了乌镇，向这
里的人们打问毛主席的旧居。人
们指向街道的一个小巷。进入小
巷，下坡到底是一个广场，广场周
围都是居民住房和生意人的小作
坊，广场中一个老戏台吸引了记者
的目光。戏台两侧的字迹已经斑
驳，砖石外观老旧，戏台上方题写

“乌龙堡剧场”，两侧有对联，左侧

写着“发扬革命传统”，右侧写着
“争取更大光荣”。从上面的字可
以看出，这里曾是全村乃至这一区
域的精神文化阵地。

毛主席旧居在小巷半坡右侧
的一个民居窑院里。顺着台阶上
去右拐，看到的第二个没有大门的
院子就是毛主席的旧居。石墙把
旧居和周围民房单独隔了开来，旧
居门上挂着“毛泽东旧居”的牌子，
窑洞仍然完好无损，院子里挂着绳
子，上面晾着衣服。听到有人来
了，一个 30多岁的妇女打开门帘
从窑洞里走了出来。她叫屈艳
芳。记者说明来意后，她领着大家
进了窑洞。窑洞里仍然保存了老
窑洞的风貌，地面还是泥地，让人
惊喜的是，窑洞里居然还有木门石
柜，很有年代感。现在的陕北农

村，不常见这样的柜子。黑红色的
油漆漆过之后，木石颜色一致，一
不留神还注意不到是两种材质的
东西。

屈艳芳说，房子是租的，房东
叫陈云峰，人在外地。自己家住在
乌镇附近的小村庄，两个儿子一个
上小学六年级，一个三年级。为方
便照顾孩子，她就在镇子上租了这
孔窑洞，这孔窑洞房租金便宜，比
较实惠。毛主席在这里居住的情
况她说不上来，只知道这是毛主席
的旧居，要保持原貌。

这里的毛主席旧居是转战路
上为数不多的仍然有人居住的老
窑洞，正因为有人居住，又不损害
旧居风貌，使旧居得到很好的保
护。沾了烟火味和人气的旧居，人
情味很足。

当年党中央转战陕北时经过
和住过很多地方，这些地方大多数
保存完好，但也有少数地方已面目
全非，米脂县井家坪旧居就是如此。

采访团一路寻访到井家坪，在
半山坡上的杂树乱草里发现了两
孔破败的窑洞。住在窑洞隔壁的
69岁的井志勤向我们介绍说：“这
里原来有五孔窑洞，听老辈人讲，
当年毛主席就住在右边的一孔里，
这几年已经塌了。窑洞的主家井
生俊几十年前住到了延安城。”

据资料记载，1947 年 8 月 14
日，毛泽东率领中央前委沿无定河
北上，行程 50华里，来到米脂县井

家坪村，当时就住在位于沟掌里的
井生俊家。关于当年窑洞的主人
有几个说法，米脂县党史办有资料
记载是井生芳，冯爱祥在其《窑洞
与中国革命》一书中记载的是井生
海。记者通过采访原延安嘉岭律
师事务所的井志友（井生俊之子，
已退休），确认主席住过的窑洞就
是他们家的，井生海与井生俊是亲
叔伯兄弟，住在左边的两孔窑洞
里，井生芳家住在院子的上边。

井志勤说：“20多年前，毛主席
住过的窑里还存放着照片，每年我
们都会打扫，贴对联。”他还向我们
讲了一个当年毛主席住在这里的

真实故事：当年井生俊邻居家的女
儿马秀英，见来了很多人，蹦蹦跳跳
地去看，不小心磕到了锅台上，把舌
头咬破了，流了很多血，便号啕大
哭，毛主席听到哭声问明情况后，赶
忙让战士把孩子抱到住在下院的
部队机关医院，医生马上给予清创、
止血，没过几天孩子的伤就好了。

“毛主席在井家坪虽然居住的
时间不长，但给乡亲们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井志勤说，“如今日子越
来越好了，儿女们也有了出息，我
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毛主席住过的
地方修缮一下，让子孙后代都能记
住这段历史。”

旧居已非昨 故事仍流传
本报记者 赵秉瑜

● 井志勤手指的
滑塌的地方就是
当年毛主席居住
过的窑洞

● 米脂县杨家沟毛主席转战陕北革命纪念馆

● 乌镇毛主席旧居是转战路上为数不多的仍然有人居住的老窑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