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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解放区教育文件现世

临临清清革革命命家家黑黑伯伯理理曾曾任任大大名名县县长长
23日，收藏爱好者胡东建在铁塔古玩市场地摊发现一份临清籍革命

家黑伯理发布于1948年的《大名县政府指示》。胡东建告诉记者，摊主是从
另一古玩卖主手中倒卖而来，说不清该文件的具体来历。记者看到，这份
文件纸质泛黄，是手写体刻版印刷，笔画很细，落款署名“县长黑伯理”，时
间为“民国三十七年(1948)十二月”。胡东建说，黑伯理是临清人，是一位革
命家，解放后曾任宁夏回族自治区主席，第七届全国政协常委等职。

文/片 本报记者 凌文秀

教育配合战争 县长负责领导
据《聊城市教育志》主编、长期从事

聊城历史研究的74岁老人孙元芳介绍，
解放战争时期，大名县和聊城同属晋冀
鲁豫边区。1948年，这一带都已经成为解
放区，“1945年大名解放，1947年聊城解
放。解放区十分重视教育工作，不仅让儿
童、少年都去上学。还举办成人班、识字
班，全民学文化。”

“这份文件主要安排学校放假前的
总结，现在看来属于正常工作。可是当时
却要叫县长下文安排，足见政府对于教
育工作的重视程度。”孙元芳说，当时的

《华北区小学教育暂行实施办法》中就有
明确规定：小学之行政事务，统归县或市
政府领导。

当年，边区政府指示，新教育的方针
是“为战争服务，与实际结合”。要求教育
与土改和解放战争密切结合。具体到小
学教育就是：培养儿童读和算的基本能
力及普通的科学常识，以增进其对生活、
社会、与自然的认识；注意儿童卫生健康

教育，培养儿童健康身体；培养儿童爱护
人民国家的思想及爱好劳动、民主，守纪
律的良好习惯。

那时实行小学六年制，分初小四年，
高小二年，高小、初小合办的学校成为完
全小学，简称“完小”。初小课程有国语、
算术、常识、体育、手工等七种；高小课程
有国语、算术、自然、卫生、地理、历史、政
治、体育、唱歌、图画、手工等十一种。

孙元芳回忆，当时的“唱歌”课上，老
师教给学生一首这样的歌曲：“青天呀蓝
天，这样蓝蓝的天，这是什么人的队伍上
前线？叫声呀老乡你是听，这就是坚决抗
日的八路军。”

查阅资料得知，1945年大名解放后
成立大名市(县级)，此时，市、县分设，属
冀南三专区；1946年降大名市为县辖市
(镇级)。1949年8月大名市(县辖市)改为城
关区。可见文件开头称呼“市、区长”，都
是县长的下级，相当于现在的乡镇、办事
处负责人。

黑伯理曾组建平阴抗日根据地
“黑伯理长期战斗在晋冀鲁豫根据

地，是这一带赫赫有名的老革命。”孙元
芳介绍，黑伯理是回族，原名叫映月，是
临清城区人。1936年聊城省立第三师范
毕业后，任清平县乡农学校校长。1937年
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共清(平)博
(平)高(唐)支部委员。1937年“七·七”事变
后，乡农学校停办，入国民革命军第三路
军政训班学习。

结业后，黑伯理被派往济宁、曹县，
从事抗日活动。1938年春，任聊城政治部
驻朝城县办事处主任干事。聊城失守后，
由党组织派回临清，担任八路军一二九
师驻鲁西北(临清)联络处主任。同时，兼
任中共鲁西北特委委员、统战部部长。

“在革命战争年代，黑伯理的工作调
动十分频繁。”孙元芳说，1939年6、7月
间，黑伯理由鲁西区党委秘书长改任二

地委常委、宣传部长。到了11月，党委为
了建立和巩固抗日政权，加强根据地建
设，又调伯理同志到平阴抗日县政府担
任秘书，由当地人熊善隆担任县长。那是
一个只有一个村庄的县政府。

黑伯理来到这个条件十分困难的县
政府以后，立即和县委书记王玉珍、县长
熊善隆、独立营营长刘子仁组成党政领
导小组，发动群众，发展武装，很快便使
独立营壮大到了三百多人。

“这个独立营经过短期训练后，在平
阴窟窿山一带打了一次漂亮的伏击战，
歼灭日寇10余人、伪军数十人，击毁敌汽
车4辆。”孙元芳说，这一来，平阴抗日武
装的声威大振。不到一年时间，平阴县政
府便在平、阿山区一带建立了一个方圆
一百多平方公里，二百多个村庄，拥有
八、九万人口的小抗日根据地。

四天之内失去三位亲人仍坚持斗争
1942年，黑伯理又被调到冠县协助

当地干部马景汉县长工作。在冠县的两
年中，正值天灾敌祸，霍乱流行。黑伯理
的姐姐黑若仙死于此疫，四天之内父亲、
岳母也相继去世。黑伯理在连续失去三
位亲人的悲痛中坚持斗争。

当时，鲁西北地区久旱不雨，蝗虫蔽
天，饥饿的民众四处逃荒，村里的树皮都
被吃光，死于饥病者日有所闻。加上日酋
冈村宁次对华北实行了四次强化治安运
动，对抗日根据地采取了残酷的“三光”
政策，使得整个华北陷于极端困难的境
地。在这种情况下，黑伯理遵照党中央提
出的“咬紧牙关度过黎明前的黑暗”的指
示，在冠县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

1949年南京解放后，黑伯理随董必
武在南京接收国民政府并训练国民党各
级职员。1952年，调北京参加筹办中央政
法干校，任校党组成员、校党委书记、校
长办公室主任。1957年，任法律出版社党
委书记、副社长、总编辑。1959年，任全国
人大常委会民族委员会委员。

在介绍这位革命家事迹时，孙元芳
始终怀着敬佩的心情，据他讲，1982年11
月，经宁夏回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推选，
黑伯理代理自治区主席。1983年4月，在
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上正式当选为自治
区主席。1987年，黑伯理退居二线，担任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1988年调回北
京任第七届全国政协常委。

黑家大院至今留存 曾走出多位名人
在黑伯理的老家临清，古城内前关

街中段路西，有几件仿古的房子，房子上
挂着“中国共产党临清特别支部”的牌
匾，当地人习惯把这里叫做“黑家大院”。
就是在这里，走出了黑伯理、黑伯龙、黑
若仙一众名人。

临清运河名家之一的刘英顺介绍，
现在能见到的黑家大院是上世纪九十年
代翻修的，黑伯理曾经回临清当过县长，
而他的姐姐黑若仙也是临清唯一一位早
期的女党员。这处保留的小院，是临清古
城内的一处红色建筑，可以作为红色旅
游景点开发，不过目前，一直处于落锁的
状态，很少打开。刘英顺还记得他小时

候，曾经多次到黑家大院参观学校，倾听
黑家人的故事，接受临清革命党人故事
的洗礼。

而黑伯龙是临清黑家大院走出的另
一位人物。黑伯龙从小喜欢美术，他从事
美术教育50多年。29岁在济南举行画展，34
岁在上海举行画展。暮年又跟花鸟画大师
许麟庐书画联展于齐鲁。他的作品多次参
加全国美展。《泰山晴岚》、《千里江山万年
春》、《泰山云海》等选入《山东国画选》珍
藏。此外，还有《黑伯龙画集》问世。他在中
国艺专和山东艺术学院任教多年，深受美
术教育界敬重，被推选为山东省美协副主
席、省政协委员、省文联委员。

黑伯理签署的教育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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