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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社区旧事（一）

1 月 20 日午后，记者顺着南平定
街，寻找平安社区的历史往事。

窄窄的街道上坐着晒太阳的老
人，在大树、老房的衬托下，这条街道
显得那么安静、祥和。黄色的围墙上
不时出现诸如“孝善”“文明”“诚信”等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标语，给这条老
街道增添着新元素。

记 者 找 到 了 85 岁 的 李 保 全 大
爷。李大爷身体很硬朗，他带着记者沿着南平
定街一路向北，在街巷深处的许昌水文水资源
勘测局门口停下了脚步。

“我听老年人说，这里原来是许昌私立灞
陵中学。20世纪30年代，该中学是许昌的最高
学府。”李大爷说，虽然这里早已变了模样，但许
昌私立灞陵中学留存在了老一代人的记忆里。

对于许昌私立灞陵中学的由来，记者找到
了市政协文史委原主任、许昌市资深党史文史
工作者陈书壮。他告诉记者，要讲清楚许昌私
立灞陵中学的故事，就要先讲该中学创始人贺
建华。

记者通过陈书壮的讲述，以及翻阅《许昌
革命老区史典》《豫中壮歌》等文史资料，还原了
贺建华波澜壮阔的一生。

贺建华（原名贺仲莲）是建安区贺庄人，其
父贺升平 1906年加入同盟会。1913年被选为
国会众议院议员，任《国权报》总编辑，曾发表过
声讨袁世凯的文章。

1931 年，贺建华在北京大学毕业，暂时留
校参加地下党工作。1933年春，贺建华带着中
央北方局开的党员介绍信，从北平回到许昌。

这时，贺建华一边积极找党组织，一边以
一名共产党员的品格自觉为党服务。他被聘
任为许昌县男子师范学校生理卫生教员，利用
上课机会向同学们讲述他在华北参加抗日救
亡活动的过程，教育学生要关心国家兴亡，激发
学生的爱国热情。

1933年暑假，贺建华以其父的名义向社会
集资创办了许昌私立灞陵中学。他变卖耕地，
并动员妻子拿出 200 块钢洋，用作办学经费。
其父贺升平任名誉校长，他任代理校长兼教导
主任。

平安是我们生活中出现频率较高的词语，它有着美好的寓意，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拥有平安。
在咱们许昌就有一个以平安冠名的社区——魏都区东大街道办事处平安社区。
该社区管辖范围南至东大街，西至北大街，东部和北部以护城河为界。本期《许昌往事》，我们就把目光聚焦在平安社区，回

望这个老社区的老故事。
在北平定街上，曾有一所20世纪30年代许昌的“最高”学府——许昌私立灞陵中学。记者几经周折，为您还原这所中学的传

奇故事。

许昌私立灞陵中学还有哪些红色
往事？生活在平定街上的老人或许都
有这样一个共同记忆：轰轰烈烈的“一
二·九运动”。

李保全说，他家祖辈是做印染作
坊的，小时候读过几年私塾。听老一
辈讲，许昌私立灞陵中学在许昌的知

名度很高 ，尤其是 1935 年年底 ，当“一二·
九”学生运动兴起时，许昌私立灞陵中学的
革命师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活动。

对此，记者从中共许昌市委党史研究室
也得到了印证。在中共河南党史专题资料
丛书《豫中壮歌》中，李超写的《一二·九运动
在许昌》详细讲述了许昌私立灞陵中学这段
历史。

《一二·九运动在许昌》文中这样记述：
1935 年 12 月 25 日 8 时，按照预先部署，许昌
私立灞陵中学的师生走出校门，排着整齐的
队伍，迈着雄健的步伐，举行了声势浩大的
游行示威活动。

记者还从《许昌革命老区史典》中找到，
1935 年 12 月，北平爆发了一二·九运动，全
国各地纷纷响应。贺建华和其他党员、党外
积极分子组织积极，许昌各中小学 2000 多
名师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

许昌火车站的工人和英美烟公司的工
人也加入了游行队伍。他们高呼着“打倒日
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自治”“打倒汉奸卖
国 贼 ”等 口 号 ，到 国 民 党 许 昌 专 员 公 署 请
愿。国民党许昌专员公署派人接见了学生
和群众代表吴思温等人，对群众的要求被迫
作出肯定的答复。之后，游行队伍又开会选
举成立了“许昌各界抗日救亡联合会”。当
时，《河南民报》为此刊登了专稿。

1936 年 7 月，中共河南省临时工作委员
会指定新的一届中国许昌中心县委，任命贺
建华为书记，董震寰（董汝勤）负责组织工
作，陈秀琴（齐欣）负责宣传工作，栗元恒（栗
在山）负责交通工作。

贺建华等人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
和北方局、省工委的部署，以许昌县（今建安
区）为中心，在襄县（今襄城县）、禹县（今禹
州市）、长葛（今长葛市）等地秘密组织“中华
抗日救国军北路军”，人员迅速扩张至百余
名。

向往光明，传播真理。许昌私立灞陵中
学在那个特定的历史年代，播下革命火种,
掀开许昌学生革命运动史上光辉灿烂的一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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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更有效地开展地下活动，
贺建华在创建许昌私立灞陵中学后，又
以其父在国民党上层人物中的声望，通
过河南省政府秘书长齐振亚的关系，当
上了许昌县教育局局长。他利用这些身
份，积极开展革命活动。

贺 建 华 以 许 昌 私 立 灞 陵 中 学 为 依
托，多方联络失去党组织关系的共产党

员和进步人士到学校教书，向学生们宣传革命思
想。

1934 年年底，共产党员王定南从北平回南阳探
亲，在许昌火车站换车时，碰到了曾一起就读于北
京大学的同学贺建华。交谈中，王定南得知贺建华
失掉了组织关系。

待王定南返回北平后，他找到北方局的肖明说
明情况，再次回许时为贺建华恢复了党组织关系。
这时，王定南、郭洁民、郭晓棠、陈秀琴、曹乐生等共
产党员和党的积极分子云集许昌，他们一边在各个
学校教学，一边开展党的地下活动。

1936 年，北方局又派沈东平（化名老张）来到许
昌，以党员比较集中、革命力量比较强、学生运动比
较活跃的许昌私立灞陵中学为基础，建立了许昌县
地下党支部，沈东平任支部书记。

贺建华还牵头成立了“科学研究会”，他们经常
在许昌私立灞陵中学组织座谈会、报告会，在学生
中又建立了“读书会”“新文学推行小组”“世界语言
学习小组”等进步组织，播撒了民主革命的火种，并
发展该校进步学生贺群（许昌解放后，任许昌市人
民政府第一任市长）、贺四权、吴思温、栗元恒等加
入中国共产党。

许昌私立灞陵中学作为中共许昌地下党的秘
密活动机关，为地下党员提供了有效保护。同时，
许昌私立灞陵中学联络许昌县立师范、许昌中学、
许昌女子师范等学校的进步师生，深入工厂、农村，
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增强了广大人民群众战胜
日本帝国主义的信心。

□ 记者张铮通讯员段佳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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