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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第一个农村支部》

前言

为迎接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全国各地陆续开展了一系列的庆祝活动，这对于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发
扬党的优良作风、激励全国人民同心同德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意义
。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了，这是20世纪世界上的重大事件之一。由此，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下，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逐渐改变了积贫积弱的苦难命运。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不
但是中国人民，也是全世界人民甚至包括一贯敌视中国的人也不得不承认的事实。    正在全国人民意
气风发，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着力推进各项事
业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大好形势下，迎来了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
的胜利召开，这必将对我们党的发展和壮大、对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产生极为深远的
影响。全党和全国人民一定会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胜利。    中共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来，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使得中国的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改善，国
际地位迅速提高，这都是因为有了中国共产党这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历经九十年的风风雨雨一路走来
的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先锋和希望。    在党的十八大即将召开之际，我们回首早
期共产党人仰天俯地忧国忧民的胸襟，领略革命前辈们赴汤蹈火义无反顾的境界，从中汲取源源不竭
的力量，充实头脑，强壮筋骨，其意义殊为深远。由胡业昌、柏川、李建抓三位同志撰写的纪实文学
《中共第一个农村支部》，发掘尘封已久的历史，以大量翔实可信的资料为基础，生动地再现了当年
那一段令人难忘的斗争历程，使人们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农村支部诞生的来龙去脉，以及由此而
引发的争自由、求解放、抗外侮的艰苦卓绝光辉历史。    河北省安平县的中共台城特别党支部，建立
于1923年，是李大钊委派弓仲韬回故乡宣传革命道理、发展党员后建立的，它直属当时的北京区委领
导。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有了共产党做主心骨，工农大众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热情日益高涨，前赴后
继地开展了雇工罢工、教师增薪、惩治村霸、策动学潮、禁赌禁毒、妇女放足等各种形式的斗争，并
不断取得胜利，沉重打击了封建主义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反动统治，一大批党团员经受了锻炼，增长了
才干，形成了良好的群众基础。到1927年，安平县已建立共产党支部七个、共青团支部五个，共有党
团员百余人。至“七七”事变前，安平县已经建起共产党、共青团支部四十多个，有共产党员、共青
团员二百多人。如此数量的党团员，在当时国民党统治的北方地区各县，实属罕见。所以，当中国共
产党高扬全民抗战大旗振臂一呼时，这里的人民随即响应，奋不顾身投入血与火的战斗，他们以极大
的革命热情，续写了这一片土地上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辉煌和骄傲。    撰写中共党史资料，是一项
严肃的工作，必须尊重历史事实，容不得半点马虎和敷衍，更不允许凭空杜撰误导读者。当年接受李
大钊委派，弓仲韬回故乡创建中共第一个农村支部的事实，已经度过了悠悠八十多年的岁月，许多知
情者早已作古，加之当时白色恐怖无处不在．许多珍贵的资料都难以保存下来，使得那一段光辉的历
史尘封了许多年。非常感谢安平县以及衡水市的党史工作者们，他们从纷披繁缛的史料中条分缕析，
从无数被访者的只言片语中探寻历史真实，从而认定了台城特别党支部作为基层农村党支部，在中共
建党史上成立时间最早的事实，填补了中共党史的一项空白。还要感谢胡业昌、柏川、李建抓三位同
志，他们以对党的深厚感情，不辞劳苦地查找资料，终于写成了这本回肠荡气的党史著作，将许多鲜
为人知的历史往事公布于众，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农村革命斗争增光添彩。有关台城特别党支部(中共
第一个农村支部)资料的发掘整理，也为研究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注重农村斗争提供了新鲜佐证。    拨
去岁月的重重迷雾，打开尘封的历史记忆，我们会惊奇地发现：台城这个中共第一个农村支部的孕育
和诞生，她代表并承载了当时工农大众的希望，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争自由求解放的主张是广大农村中
农民的共同意志和期盼，毕竟中国革命的重头戏，是农民和土地问题，这是已经被反复证明了的事实
。没有农民的觉醒和参与，中国革命就会是另一种情形。从井冈山到西柏坡，再到淮海战役中数百万
推车挑担的支前民工！都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决策者和后来的继任者，能够清醒并深刻地认识到
这一普遍适用的真理。    地处冀中平原的安平县，是一片既蕴涵着光荣传统又具有无限前景的热土，
几年前我曾有机会去过那里，看到了衡水市委、安平县委为弄清第一个农村党支部的诞生在全国各地
调查研究和充分论证的材料，我也曾在建党较早的省市做过调查，综合多方面的资料才最终确定安平
县台城特别党支部是中国共产党在农村中建立的第一个共产党支部。我在衡水安平调研时，还亲眼目
睹了安平人民以丝网业带动经济发展建设新生活的动人场面，据说安平的丝网在全国市场上占据了相
当大的份额，许多高科技项目都在使用安平丝网产品，前景广阔，可喜可贺。相信《中共第一个农村
支部》这部书的出版面世，必将激励安平人民富民强县的斗志，继往开来，为当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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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第一个农村支部》

进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更大的贡献！    这是一本献给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的礼物，我希望有更
多的人读到这本书，从中汲取革命精神！    2012年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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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第一个农村支部》

内容概要

胡业昌、柏川、李建抓编著的《中共第一个农村支部》内容简介：1923年8月，在安平县台城村，李大
钊亲自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弓仲韬，带领两名刚剐入党的农民党员，成立中共台城村特别支部——
中共历史上的第一个农村支部。一年后，弓仲韬等共产党人义创建了中共安平县委——河北省第一个
中共县委。在党领导下，这方土地的人民不惧白色恐怖的血腥镇压，发起一次次反抗反动派黑暗统治
的斗争；抗口战争中，这里成为冀中抗日的指挥中心和大本营；解放战争年代，作为不曾被国民党军
占领过的老解放区，台城村及安平县人民积极支前，一批批优秀儿女踊跃参军奔赴前线；在社会主义
建设中，他们解放思想，改革开放，“丝网之乡”的美名享誉全国，走向世界。
    《中共第一个农村支部》以纪实文学的形式，围绕中共第一个农村支部的诞生、成长，记述了九十
多年来台城村乃至安平县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可谓是中国共产党九十多年来农村工
作辉煌成就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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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第一个农村支部》

作者简介

胡业昌，1946年生，河南省扶沟县人。1963年入伍，在部队历任班长、排长、连指导员、军政治部干
事、团宣传股长、团政治处主任、团政委等职。曾在《河北日报》编辑部、冀中人民抗日斗争研究会
任编辑。1987年转业到衡水文联，先后任衡水地、市文联副主席，并兼任秘书长、办公室主任、创编
部主任、组联部长，市作协副主席等职。曾先后任《农民文学》副主编、《桃城》杂志主编、《衡水
文学》主编等。出版著作有诗集、故事集、散文集、报告文学集、长篇报告文学、农业科技专著等。
参与编辑、主编出版过多部图书。曾多次荣获河北省好新闻作品评比一、二、三等奖。曾荣获全国报
纸副刊作品评比一等奖和优秀作品奖等。现为河北省文史委员会委员、衡水市文史委员会委员、衡水
市影视创作学会会长。柏川，1952年生，本名刘子海，河北省故城县人。大学文化，现供职于衡水日
报社，主任记者职称。1970年12月入伍，历任班长、文书。1976年退伍，曾在衡水地区运输公司工作
，1983年底调入衡水日报社。系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河北省杂文学会理事、衡水市根雕奇石协会会
长、衡水市杂文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曾用笔名甘陵客、冀鲁风、老枪、庞贯之、闻北等。新闻写作
上涉及社论、评论员文章、时事评论、消息、通讯、专访、调查报告、署名专栏、系列报道等。文学
创作方面有杂文、报告文学、诗歌辞赋、散文随笔、小说等。从1990年代以来出版报告文学集《大地
采风录》、《云山观潮集》，杂文随笔集《海天放谈记》，纪实文学《台城星火》、《烽火硝烟四二
九》。另有报告文学专辑《泰华魂》待出版。其杂文、报告文学、人物通讯类作品被数十家书籍、报
纸、杂志登载收录。李建抓，1957年生，河北省安平县人。历任安平县教育局科员、安平县委组织部
组织科副科长、组织部研究室主任、组织部副部长、安平县委干部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组织部
常务副部长、安平县第九届县委委员、河北省优秀党务工作者。在报刊上发表消息、人物通讯、调查
报告等作品多篇，策划的电影《台城1923》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后，获河北省“五个一”工程奖，编导
的党员教育电视片《上校村官》、《台城星火》分别获全国党员教育电视片观摩评比一等奖、特等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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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第一个农村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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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第一个农村支部》

章节摘录

从明朝初年到清朝末年，几百年间，安平县台城村说起大户人家来，首屈一指的要算弓家。到清朝后
期，弓家家族最鼎盛时曾拥有土地四千多亩，修得深宅大院一片，常年雇佣的管家、长工、仆役数十
人。    清朝光绪十二年(1886)，弓仲韬就出生在这个有钱人家庭。    台城村现存着一册手抄本的台城村
弓氏家谱，泛黄的精品宣纸，配以精致的手工装订，书页上蝇头小楷端庄秀丽，遒劲洒脱，一看便知
这是出自大户人家的珍藏之物。据家谱记载，弓氏家族于明朝永乐二年(1404)由山西省霍州灵石县晋
水村迁来台城村，至弓仲韬这一辈已经是第十九世。令人遗憾的是，此册通篇只记录弓氏十六世以后
的传承，前面的家谱在“四清”和“文化大革命”时被当做“四旧”抄去，已经无处可寻了。    弓家
崇尚“学而优则仕”的观念，世代持有耕读家风。弓氏的十六世祖也就是弓仲韬的曾祖父弓摘华，生
于清道光二年(1822)，经科举考试成为贡生“钦加五品衔”，大约相当于现在的地市级官员，娶妻王
氏，生汝恒、汝直、汝恂三子，王氏中年病死，续娶吴氏生子汝恩，又娶赵氏生子汝纶，汝纶后为安
徽桐城京师卿。弓汝恒即是弓仲韬的祖父，字顾南，号子贞，是同治年间某次科考的“副榜，候选直
隶州州判”，也是相当于如今的地市级以下县团级以上的官职，膝下有二子为弓均、弓堪。弓堪即弓
仲韬的父亲，字胜非，年轻时秉承家训走科举道路，只不过屡试不中，后来只好经过州县推荐再加考
试成为拔贡，在东北某县任教谕一类的官职，民国初年曾任县帮审，相当于现在的副县长职位。    几
代人学而优则仕，被朝廷封官加爵，宦囊充裕，再加上广泛占有土地的优势，使得弓家成为安平县的
名门望族，乡村里的书香门第，台城村中也形成了一条以弓氏家族为居住区的“财主街”，而弓仲韬
的家就占据了十七亩，包括一套二进式的四合院和周边的几座豪宅。    传说台城村的村民是明初从山
西移民过来的，见到此地有一处偌大的夯土高台，估计可能是古代宫殿类建筑的遗址，故而定村名为
台城。据村里人讲，当年弓氏祖先属于最早来的移民，所以占据了较多的土地，而后到的台城村及附
近邻村的一些移民则成为弓家的雇工。此种说法的真伪已无处可考，据史书记载明朝永乐年间的移民
，既有穷得无立锥之地的贫困户，也有家境殷实的富绅。而村中上年纪的人们依然记得，新中国成立
后当地政府根据就近方便的原则重新调整划分土地，将原来属于台城村的许多土地划给了周围的新民
、西里、侯疃等村。如今的台城村，耕地四千二百余亩，居民六百八十户，共有二千三百多人，其中
弓姓人口占百分之八十，其余为杨、毕、张、刘、黄、宋、陶等二十多个姓氏，这些姓氏家庭在1940
年代的土地平分时贫下中农居多，当然弓氏家族中也有相当多的贫困户。村里的老人们推算，清末民
初台城村的人口，大约在一千六百人左右，少数地主富农占有绝大部分土地，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
有一部分自耕农，其余大部分人家少地或无地，不得不靠出卖劳动力过日子。    现在台城村委会的门
口，分东西呈八字形排列着两座雕工精细类似门墩的大块青石，石体采用浮雕、薄意雕方式雕着螭虎
、瑞兽、祥云、水纹等图案，村中人们说这就是弓仲韬家大门口的下马石，供往来的达官贵人及弓氏
家人上马下马、上车下车之用。虽然历经百年沧桑风雨剥蚀，下马石仍旧古意盎然风韵犹存，似乎向
人们诉说着弓家当年的豪华气派。    弓家到了弓仲韬的父亲弓堪这一代，由于分家所致，再加上时逢
乱世少有扩张进取，家道逐渐中落，但是仍属于富庶家庭。据弓仲韬的女儿弓乃如回忆，她童年时弓
家仍是村中的“首富”，家中仍有土地三百亩，家大业大，骡马成群，雇有长工八人，当时要吃天津
“狗不理”包子就派下人骑马去天津买，其奢华和排场可见一斑。    弓仲韬，按家族辈分取名弓钤，
仲韬是他的字。同辈另有同父异母弟弟二人，分别为叔耕、季耘，还有一个妹妹，叫弓詹。弓仲韬幼
年和少年时代，正是鸦片战争之后外国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大清王朝国门的乱世之际，随着一系列丧
权辱国条约的签订，割地求和，国土沦丧，大清王朝一派式微之气，北京城里的太后皇帝王公大臣们
整日忧心忡忡。而直隶腹地的安平县乡间，虽然也间有“外国洋人攻城略地”的消息传来，然而毕竟
那是国家大事，距离一般的升斗小民太遥远，所以乡村的秩序和原来并无多大的变化。弓仲韬六岁时
就读于弓家的私塾，私塾设在村东的弓氏祠堂，读的书无非是跟着老先生背诵《三字经》、《百家姓
》、《幼学琼林》、《增广贤文》等启蒙读物，再就是儒家《四书》、《五经》一类经书中的句子，
只求背会，不求甚解。随着年岁稍长，增加了对字对仗子日诗云，少不了“天对日，云对风，大地对
苍穹”之类的诵咏习练。    弓仲韬初学时感到新鲜，时间一长就感到枯燥无味，私下里就找一些《三
国演义》、《水浒传》、《西厢记》之类的小说在上课时偷偷地阅读，他尤其喜欢绿林好汉造反杀贪
官污吏的故事，老先生走近时就用课本遮挡起来，放学后的闲暇时间，他也沉浸于书中欲罢不能。这
些书中反对强权、要求平等、向往自由的思想，对他日后背叛封建家庭走上革命道路，起到了潜移默
化的作用。    追溯弓仲韬成为共产党员和职业革命家的根源，父亲弓堪对此也有一定的影响。弓堪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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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时深受科考屡试不中之苦，由此对科考制度有着一种积怨已久的厌恶，一直发展到反对科举，后来
受时代潮流影响，他痛恨清政府的腐败无能，赞成维新主张，倡导建立新式学堂，先后送三个儿子和
一个女儿人新式学校读书。父亲这些包含着要求变革的思想意识，无疑对弓仲韬日后追求正义参加共
产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弓仲韬的二弟弓叔耕，在新式学校毕业后赴法国勤工俭学，回国后从事兵工
制造。三弟弓季耘，也学有所成，就职于铁路部门，“七七”事变前任山西榆次火车站副站长。最小
的妹妹弓詹，也在新式学校求学，后曾在弓仲韬创办的“列宁小学”(对外称“台城女子小学”)当过
一段时间教员。P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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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中共第一个农村支部》一书的定稿、出版与发行，非常感谢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钱庆国
先生的慧眼识荆，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九十周年和中共十八大召开之际，力促这一反映党史重大事件的
作品出版，这才有了这本书的问世。由此打开了一段尘封已久的历史，第一次向世人披露了李大钊、
弓仲韬、李锡九等早期共产党人开展农村斗争的艰苦卓绝。斯人已去，风范长存。相信这些珍贵资料
的发掘面世，可以告慰那些于黑暗中点燃星星之火的前贤，也能够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农村斗争的史实
增光添彩，鉴古识今，以励来者。    十分感谢德高望重的老领导、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张全景，在
百忙中拨冗为此书作序并题写书名，老领导以高屋建瓴的视角诠释了中共第一个农村支部的诞生这一
历史事件的重大意义，满腔热情地赞扬了安平人民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创造的经济奇迹与幸福美好
的生活，一个老干部、老共产党员的殷殷之心，着实让我们感动！    作为此书的作者，我们是在广泛
披览大量书籍史料，搜集整理革命前辈斗争历程的基础上而撰成此书的。没有广大党史工作者多年的
收集、发掘和提炼，要写成这样独特的书会遇到很多困难。在此书付梓之际，我们饮水思源，理当向
那些提供了帮助的人士致敬，谨表谢忱。    还要感谢为此书材料收集做了大量工作的安平县的领导和
有关人士，感谢中共第一个农村党支部纪念馆的领导和工作人员，让我们在这里记下他们的名字：郭
保生、刘朋涛、商海、马建超、王彦芹等；还有弓仲韬、弓凤洲的后人们，在此一并致谢。    由于我
们的水平所限，成书时间仓促，书中难免精芜杂存，以至于贻笑大方，在此恳请有关专家、学者、师
长批评指正！    作者    2012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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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胡业昌、柏川、李建抓编著的《中共第一个农村支部》全景式记述中共第一个农村基层组织的发展历
史，真实描绘党领导人民争取独立自由，建设美好家园的辉煌画卷，这里是中共第一个农村支部、河
北省第一个中共县委诞生地，这里是抗日战争中冀中抗战的指挥中心和大本营，这里是是解放战争时
期踊跃支前的老解放区，如今，这里更是闻名全国卓誉世界的丝网之乡，安平，在党的旗帜指引下，
从辉煌走向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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