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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陝西關中平原與陝北高原銜接
地帶、八百里秦川中部，有一

個享有「關中名邑」美譽的古老縣城，叫富平
縣。1913年，習仲勳出生在富平縣淡村鎮，並從這裡踏

上革命道路。
在習仲勳堂弟習仲法家的院子裡，至今仍保留 當年的

兩間土坯舊房，習仲法告訴記者，這就是堂哥的故居，直
到18歲參加革命才離開這裡。舊房是上個世紀80年代初在原
址上重新翻修，至今已有30多年時間。

13歲投身革命 家人全力支持

習仲勳的童年是在民初國家經濟衰敗、革命風潮迭起、
社會劇烈震盪的年代中度過的。1926年，習仲勳進入富平縣
莊里鎮立誠公學高小部讀書，並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投
入如火如荼的革命鬥爭，正式開始了人生新起點。
1929年，習仲勳的父母相繼離世，習仲法的父親便承擔起

了撫養侄子的義務。習仲法說，習仲勳在習家同輩兄弟中
排行老大，在父母去世後仍繼續投身革命，並直接影響到
家裡的幾位兄弟，兄弟幾個全都參加過革命。如今，習仲
法是兄弟中唯一健在的。
雖然和習仲勳年齡相差18歲，接觸並不算多，但習仲

法對這位堂哥非常崇拜，「以前日子苦，大哥的革
命活動又很多，偶爾回家待兩天。家裡人不清楚
具體情況，但都很支持。」習仲法說，1932年，
習仲勳在甘肅領導「兩當兵變」失敗後，遭國民
黨重金懸賞抓捕，一度處境危險。堅定革命信念
的他後來在同村鄰家周冬至的護送下，輾轉關中
三原縣最終到達陝北照金縣，並與劉志丹會面，
並在照金建立了陝甘邊革命根據地。當時物質非
常匱乏，習仲勳也不敢回家，習家人便偷偷將吃

穿的東西送到照金，支持他革命。

創革命根據地 嶄露將帥風範

照金根據地是西北第一次在山區建立根據地的嘗試，它
生長和保存了紅軍主力，使西北革命過渡到一個新的階
段。1933年11月，習仲勳離開照金，開始了創建南梁革命根
據地，當時還不足21歲的他當選為革命委員會主席，邊區群
眾都親切地叫他「娃娃主席」。
陝甘邊革命根據地照金紀念館的工作人員王帥表示，1935

年，習仲勳在錯誤的「肅反運動」中遭關押，險些被活
埋，直到毛澤東長征到陝北後才獲釋。當時毛澤東剛到陝
北根據地，在牆壁和大樹上看見張貼的《陝甘邊蘇維埃政
府佈告》，上面署名「主席習仲勳」。後來，他在瓦窯堡見到
習仲勳，驚訝他「這麼年輕」。那時，習仲勳才23歲。
長期的革命政治生涯歷練了習仲勳。1945年，抗日戰爭勝

利，在選西北局書記一職時，毛澤東說：「我們要選擇一
個年輕的書記，他就是習仲勳同志。他是群眾領袖，是一
個從群眾中走出來的群眾領袖。」是年，習仲勳33歲。
1952年初，習仲勳任西北局書記和西北軍政委員會副主

席。一天，薄一波去毛澤東處，毛澤東欣喜地問薄一波：
「你講講，習仲勳這個同志怎麼樣？」「年輕有為。」薄一波
回答。毛澤東說道：「如今已經『爐火純青』」。50年後，
2002年，習仲勳在北京逝世，95歲高齡的薄一波親筆書寫了
一幅輓辭：驚悉「爐火純青」不幸逝世，深表哀悼。

在堂弟習仲法的眼中，習仲
勳是一個非常耿直的人，事業
心重，顧全大局。而侄兒媳婦
薛女士眼中的大伯，則叫一個
「帥氣」。

堂弟婦：「大哥很隨和」

1961年，習仲法和丁鳳琴新婚
到北京旅遊時住在習仲勳家。
「住了四五天，每天只有吃早飯
的時候能見面，他工作特別
忙，晚上回來得很晚，我們已
睡覺了。」但時任國務院副總
理的大哥並沒有讓丁鳳琴這個
家庭新成員覺得陌生和拘束，
「大哥很隨和，吃早飯時，他跟
我們聊得最多的就是我們有父
母，很幸福，有福氣，要好好
珍惜。」她說，這與習仲勳早
年便失去父母有很大關係。
雖然平時聯繫不多，但習家

人對這位遠在京城的親人仍然
關心有加，經常默默地關注習
仲勳的新聞；出了新書，他們
會去書店購買。習仲法說：
「大哥比我年長18歲，以前相
處的時間也不多，只能通過這
些書多了解他的故事。」

在習家人的心中，習仲勳是
家族的驕傲。2005年，習仲勳
逝世3周年之際，終於落葉歸
根，安葬到富平。雖然子女都
不在富平，但習家大院的親人
們每逢清明節和其誕辰，都會
前去陵園敬獻花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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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15日)是習仲勳誕辰100周

年，在中國近現代波瀾壯闊的歷史

上，習仲勳不僅是一位重要人物，

也是毛澤東眼中「爐火純青」的人

物：13歲還是小學生時加入共青

團，兩年後成為中共黨員，20歲左

右即出任中共陝甘邊區黨政軍領導

人，32歲任中共西北局書記，45歲

任國務院副總理，成為中共第一代

領導集體中的重要一員。記者近日

採訪了習仲勳堂弟習仲法，走訪了

其早年工作生活的地方—陝西富

平、照金等地，追尋習仲勳當年的

革命歷程。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仕珍、成艷妮、熊曉芳 陝西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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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仲勳是陝西富平人，但江西習家村、河南習
營村都是習氏的祖籍地。據了解，習姓歷史淵源
久遠。傳說在春秋時有諸侯國，國滅後，即以國
名習為姓氏。後習姓人聚居於襄陽郡，相當於今
湖北襄樊市一帶，且名人輩出，多慷慨忠烈之
士。
隨 時代的變遷，襄陽習族人居住地亦多有遷

移，而從元末移居在江西省臨江府新淦縣（今新
干縣）金川鎮塘頭華成門村之習姓就是其後裔。
據習家村鄉親透露，在習仲勳去世後次年（2003
年4月），習仲勳夫人齊心與女兒等人特別到習家
村尋根訪祖，並親筆題寫了「祖籍華城門村」6
個字。在2007年3月，彭麗媛受習近平囑託到習
家村訪親問祖，看望父老鄉親。

河南災荒 習家轉遷富平

據《習氏家族譜》記載，明初，朝政大亂，連
年久旱無雨，習氏始太祖習思敬因生活窘迫，攜
家帶口逃荒到河南省南陽府鄧縣西堰子老營（大
習營村）定居落戶。而後河南災荒，習仲勳祖父
又攜家遷至陝西富平縣淡村鎮附近的中合村。
據《習仲勳傳》記載，習仲勳父母婚後共生子

女七人：長子仲勳、長女秋英、次子小名導兒
（夭折），二女冬英、三子仲凱、三女夏英、小女
雁英。
按照《習氏家譜．三門新譜》人名「國玉永

宗、中正明通、繼述承顯、尊守從榮」的順序，
習仲勳這一輩的男孩應取名中字輩。習仲勳出生
後，粗識文墨的父親習宗德即為長子取名中勳。
他還請學校的老師從《三字經》中為仲勳取小名
相近，仲凱取小名相良。
到了1926年，習仲勳就讀於立誠公學高小部

時，級任老師嚴木先生認為「中勳」含有中國的
元勳之意，遂給「中」字旁加了個「人」字，取
意為人中正，處事公道。「仲勳」由此得名。

陝西銅川新區88歲的崔耀民老人年輕時

為共產黨做過地下工作，解放後曾給習仲勳

的二弟習仲凱當過秘書，對習仲勳更是有一

種特殊的情感。從上個世紀50年代開始，

崔耀民就開始收集關於習仲勳的相關信息，

如今，他的收藏已貼了厚厚的幾本冊子。

兩當兵變失敗 轉戰照金

在崔耀民眼中，習仲勳是一個非常有魄

力的偉人，也是一個受群眾愛戴的領袖。

1932年，習仲勳在甘肅兩當縣發動武裝兵

變，後以失敗告終。心情沉重的習仲勳回

到老家富平，當得知劉志丹在照金時，便

輾轉來到照金，兩人隨即成為「建立紅色

革命根據地」思想最積極的傳播者。

吃住與民一起 深受歡迎

在建革命根據地的過程中，習仲勳以打

短工的名義，積極深入到照金的一些村

莊，白天打零工，晚上秘密傳播革命真

理，建立起了牢固的群眾基礎。他在小崖

子認識了于德水一家，在陳家坡認識了王

滿堂一家，在柳林認識了「鄭四哥」⋯⋯

他一村一村做調查研究，一家一戶訪貧問

苦，和群眾吃住都在一起，深受歡迎。在

他的努力下，相繼組織起農會、貧農團、

赤衛隊和游擊隊。

「毛澤東主席非常器重習仲勳，後來還

稱他是『群眾領袖』」。崔耀民還憶起自己

1953年與習仲勳的一次偶遇，當時他去西

安的西北行政委員會找同學，無意間便看

見習仲勳與彭德懷在一起。「我記得那是

夏天，習仲勳穿的是白襯衫，灰褲子，看

起來很親和，也非常有魄力，就是一個偉

人的形象。」本就很崇拜習仲勳的崔耀

民，至今提起那次偶遇仍激動不已。

創建陝甘邊 成群眾領袖

富平親人：為人耿直 兢兢業業 習氏太祖居江西 彭麗媛代夫尋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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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習仲勳夫婦與子女、女婿、孫兒在深圳迎賓館合

影。 本報記者張仕珍翻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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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陝西銅川88歲的崔耀民老人曾任

習仲凱的秘書，對習仲勳非常崇

拜。 本報記者張仕珍攝

■兩當兵變時期的

習仲勳。資料圖片

■毛澤東對習仲勳非常器重，曾為他題詞「黨

的利益在第一位」。

■西北解放戰爭中，習仲

勳深入群眾進行備戰動

員。 本報記者成艷妮翻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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