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 世 纪 30 年 代 ，陕 甘 边 革

命根据地南梁苏维埃政府诞生

了一种红色货币——油布币（又

称苏币、苏票），虽然只流通了半

年多左右，却在很大程度上便利

了边区军民的生活，活跃了根据

地的市场，有效打破了敌人的经

济封锁，在中国红色金融史上留

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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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史事经纬

Z 红色足迹

Z 史海观澜
1947 年，国民党上海当局从无锡调

来一个装甲车营（有装甲车 40 多辆），改

编为警察局机动车大队，下设 4 个中队，

原装甲兵营副营长喻飞任第一中队长。

1948 年下半年，中共中央社会部在

上海负责情报、策反工作的吴克坚、何以

端，遵照上级的指示，派出萧大成、戴宗

义开始了对喻飞等人的策反工作。萧大

成、戴宗义通过警察局的消费合作社主

任陆大公与喻飞取得了联系。几次交流

后，喻飞正式表示：愿率部起义，配合解

放军解放上海。

解放上海战役打响后，1949 年 5 月

24 日，解放军攻占了上海市郊。当日上

午 10 时，萧大成、戴宗义分别接到吴克

坚、何以端的指示：立即策动机动大队起

义，不让敌人调动装甲车逃往苏州河北

岸的阴谋得逞。

萧大成立即化装进入上海警察局，

见到了陆大公，说明了来意。陆大公听

后，迅速把喻飞找来。喻飞到来后，陆

大公为二人安排了一辆摩托车，让萧大

成和喻飞前往江宁路机动车大队驻地。

萧大成来到机动车大队部不久，戴宗义

也随后赶到。喻飞立即通知中队长丛

林、汤声溢等人开会。他首先向大家介

绍了戴宗义的中共党员身份，然后对大

家说：“我们要调转枪口，投向人民，

立即起义。”他的讲话立刻得到了大家

的支持，并推举他为代理大队长，一切

行动听从他的指挥。随后，戴宗义以中

共地下党员的身份向大家进一步阐述了

党对起义人员的政策，欢迎大家选择光

明之路。

有个中队长提出：“有 3 辆装甲车已

被调走，我建议把这 3 辆装甲车调回大

队部，共同参加起义的行列。”喻飞和戴

宗义商量后，决定采纳这一意见，喻飞以

代理大队长的名义，命令分队长连成辉

前去调回那 3 辆装甲车。

下午 2 时半，机动车大队全体官兵

集中，起义工作准备就绪后，宣布起义。

喻飞下令各中队按预定方案，一部分装

甲车悬挂白旗开往沪西虹桥路、西站、

兆丰公园等地，迎接人民解放军进入上

海，其他装甲车则在市区担负警戒，维

持治安。

正当萧大成、戴宗义、喻飞在机动车

大队部紧张部署起义时，国民党上海市

警察局长毛森打来电话，催促将全部装

甲车开往苏州河以北地区。萧大成接过

电话，大声告诉毛森：“我正式通知你，机

动车大队已经起义了，你的装甲车全部

归我们共产党了！”

国民党上海警察局机动车大队起义

后，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布防、警戒。

上海解放后，40 多辆装甲车和全部武器

弹药，加入了人民解放军的行列。

上海地下党策反机动车大队
陈 宇

1944 年 1 月，国民党顽固派头子阎

锡山指使其六十一军向八路军太岳抗日

根据地的浮山县南部进攻。太岳部队被

迫自卫，击退六十一军的进犯。中共太

岳区党委让俘虏捎信，劝六十一军顾全

大局，避免内战，万勿使日军渔利。六

十一军置之不理，在日军的配合下继续

进攻太岳部队。

对此，中共中央北方局提出：抓住

机会，消灭第六十一军一部，迫其退出

浮北地区，并且消灭其向南发展的小部

队。这一对策得到中共中央的批准。于

是，八路军太岳部队连续发动了两次青

（城） 浮 （山） 战役。

4 月 28 日，太岳军区集中第三八六

旅的第七七二团、第二十团、第十七

团，决一旅的第三十八团、第二十五团

等部，向深入青城、浮山的顽军和日军

发起反击，打退了六十一军的进攻。5月

30日，日军又从各地纠集兵力，配合六

十一军向杨家寨、上寨地区进攻。6月 24

日，六十一军的团以上军官参观由军长

梁培璜指挥的七十二师向八路军太岳部

队高村阵地进攻，结果被八路军打得大

败，被毙伤、俘虏3800多人。

随后，新华社和 《解放日报》 披露

了第六十一军与日军信使往返、互通情

报的铁证，以及向太岳区发动进攻的事

实真相，但遭到重创的顽军仍不思悔

改，妄图重整兵力，继续进犯。

9月 9日，太岳军区、太行军区集中

12个团，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发动了

第二次青浮战役。参战部队分左、中、

右3路纵队反击顽军六十一军，当日在徐

家安子、柏村、岭上歼灭了其七十二师

主力，七十二师残部及六十一军其他各

师被迫退出浮山北部地区。阎锡山不甘

心失败，又令其三十七师东渡汾河增

援。9 月 13 日，八路军太岳、太行部队

重新组成左右两个纵队，分两路向浮山

南部的阎顽军发动反击。9 月 15 日，左

纵队经一昼夜激战，攻克青城县阎军据

点 7处，重创三十七师。9月 18日，右纵

队奔袭槐埝等地，歼灭阎三十七师师部

及第二团大部。为解救顽军，日军急调

4000余人进攻八路军。太岳、太行部队

遂停止第二次青浮战役，转而抗击日军。

此次战役，八路军坚持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政策和“有理、有利、有节”的

斗争原则，彻底粉碎了顽、日勾结破坏

太岳区抗战局面的阴谋，巩固了太岳抗

日根据地。

八路军发起两次青浮反顽战役
尹善明

1947 年 3 月下旬，东北民主联军和

国民党军在“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

中的较量进入最后阶段。国民党军东北

保安司令部司令长官杜聿明调集 11 个

师共 10 万大军，兵分三路，大举进攻临

江。面对国民党军咄咄逼人之势，东北民

主联军辽东军区首长决定以第三纵队和

第四纵队第十师为主力联合作战。时任

第四纵队副司令员的韩先楚，受命统一

指挥战斗。经慎重考虑，韩先楚把目光投

向了敌人实力最强的八十九师，决定在

红石镇设伏歼敌。

国民党八十九师是蒋介石的“正宗

嫡系”，装备精良。4 月 1 日，其先头部

队一个营进至红石砬子，师主力和五十

四师一六二团随后跟进。为将国民党军

引诱至红石镇地区加以歼灭，东北民主

联军故意分散展开，利用有利地形节节

抗击敌人，并且仅使用轻武器，只后退

不前进，在转移阵地时，也故意显得混

乱慌张。国民党军看到这一情况后，以

为当面的共产党部队只是在掩护主力转

移的地方武装，于是一路紧追不舍。4月

2 日 14 时，国民党军进至红石镇、油家

街一带。他们没有对东北严寒天气给予

足够重视，加之对自己战斗力的过分自

信，进入红石镇地区后，不但没有构筑

任何防御工事，也没有进行战术展开。

东北民主联军广大指战员克服极端

寒冷气候的影响，借助黑夜和积雪掩

护，于 4 月 3 日凌晨完成对国民党军的

包围。6 时，韩先楚发出进攻的命令。

东北民主联军四纵部队首先是集中重炮

和迫击炮，瞄准国民党军炮兵阵地，连

续进行了约 10 分钟的摧毁炮击。炮击

以后，趁着国民党惊魂未定，韩先楚迅

速指挥步兵发起突击。在方圆 30 千米

范围内，韩先楚使用穿插渗透战术，对

敌人实施分割围歼。

四纵指战员在勇猛冲击的同时，灵

活使用心理攻势。许多战士高喊：“缴

枪 不 杀 ， 优 待 俘 虏 。” 一 些 “ 解 放 战

士”也跟着喊：“我们是一九五师解放

过来的，共产党确实优待俘虏，缴枪不

杀，这里待我们很好，你们快过来吧，

如果顽抗到底，那就是死路一条。”看

到败局已定，国民党军残部纷纷放弃顽

抗，按照指定路线到俘虏群中集合。

10 个 小 时 后 ， 红 石 镇 战 斗 结 束 ，

东 北 民 主 联 军 部 队 以 阵 亡 7 人 、 负 伤

319 人的代价，给国民党军 1 个师又 1

个团的部队以毁灭性打击，歼敌 8460

人，还缴获各种火炮 96 门、火箭筒 33

具、枪支 3439 支 （挺）、汽车 23 辆、军

马 613 匹、电台 10 部。红石镇伏击战过

后，国民党军各路进攻部队纷纷撤退，

著名的“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以

东北民主联军的胜利而宣告结束。

红石镇伏击战
吴小龙

1936年，日本扶持汉奸成立了“冀

东防共自治政府”，并不断向二十九军

军长宋哲元施压，试图胁迫他搞“华北

自治”；驻华北日军也频繁向二十九军

挑衅。当年 11月，二十九军三十七师师

长兼北平警备司令冯治安接替宋哲

元，出任国民政府河北省政府主席。

冯治安上任后，处理军务仍是他

工作的重点。他派何基沣旅驻西苑、八

宝山、卢沟桥和长辛店一带，和日军对

峙；派刘自珍旅驻北平城内，以防日军

和汉奸的袭击。11 月 11 日，针对日军

的“示威”，冯治安、赵登禹率部队举行

了针锋相对的演习，并视察各地防务；

随后，又指挥部队接连击溃了由日本

“顾问”指挥的伪“冀东政府军”和刘桂

堂匪帮的进犯。日本特务机关对冯恨

之入骨，称他为“顽固抗日派”。

在政务上，冯治安接任省政府主

席后，仍沿用宋哲元创立的制度，维持

省政府的正常运转。1937 年 1 月底，平

津局势稍稍缓和，冯治安立即准备以

省政府主席的身份视察冀南各县，并

顺路回乡省亲祭祖。

1937 年 2 月 2 日，冯治安率领省

府人员和家属分乘 8 辆汽车，从省会

保定出发，向南前行，途中在各县稍作

停留，听取了汇报。在井陉县，他特别

强调：“煤炭不仅是百姓生活需要，且

与抗日大业紧密关联，是国计民生之

大事，一定要搞好煤炭生产。”

晚 8 时，一行进入故城县。县长率

各界代表在县城北门等候，略事寒暄

后，冯治安留视察团成员在县城休息，

准备第二天一早开始“巡视县政”；他

和家属乘车赶往东辛庄家中。

汽车快到达东辛庄村时，为了不打

扰村内父老，冯治安让家属和随员下

车，一起步行回家。冯治安一行进村后，

发现村民们都已等候多时。冯治安频频

施礼，和大家按照亲邻的旧辈分称呼，

一路回到冯家大院。这座院落是冯治安

出资为不愿远离家乡的父亲建造的。进

门后，他向父亲请安，又和叔叔等人见

礼。谈话之际，他不忘告诫家人：不要介

入政事，不要出入公衙，不与地方官吏

私交，只要悠闲林下。

第二天，除了与亲朋好友叙旧外，

冯治安还隆重祭拜了祖墓，在母亲袁

夫人墓前停留许久，又前往幼时授业

恩师墓前祭奠。春节将至，冯治安和家

属给村里的乡亲都赠送了白布、白面

和肉作为过节礼物，又给 60 岁以上的

老人每人送一件“羊皮筒子”。午后，他留

下妻儿在家乡过春节，自己则拜别家乡

父老，前往县城。

2 月 3 日下午 2 时，冯治安来到故城

县城，参加了各界为他举行的欢迎会，并

检阅了县里的警团。他还视察了学校，指

示校长要尽心竭力办好教育，并说自己

年幼失学，深知没文化、不读书之苦，今

后特别要对家境贫寒、好学上进的学生

多加资助，帮其完成学业，又拿出一百元

大洋作为学校修缮费用。回到县府，冯治

安听取了县长的政事汇报，并调阅了司

法案卷。

视察结束后，冯治安又兴致勃勃地

游览县城街道。由于冯治安少年时为了

谋生，曾在县城里当过学徒，所以对街道

非常熟悉。一路上，当听到县城里还像他

幼年时一样，用独轮水车从远处运水的

情况后，立即吩咐要在“县城的东西南北

打四口深井，直到出甜水为止”。走到城

北的关帝庙时，冯治安又捐款对关帝庙

进行修整和粉饰，以便“让百姓有个感受

忠义的场所”。

冯治安还带着礼物，访问了自己幼年

时期曾经当学徒的油盐店和杂货铺，对老

掌柜及当年的“师兄弟”们进行慰问，并和

大家吃了一顿当年的“学徒饭菜”。

随后，冯治安继续前往冀南各县视察

县政。其间，他发现各县监狱中还关押着

一些参加过共产党领导的高蠡暴动和保

定二师学潮的青年，决定予以“全部释

放”。他还在中学师生为他举办的欢迎大

会上发表演讲，提出：“让我们枪杆子、笔

杆子和锄杆子密切合作，一致对外”，“我

冯治安究竟是爱国的，还是卖国的，大家

可以看我的行动”；并要求全校师生积极

开展军事训练，“时刻准备保家卫国”。

冯治安回乡
冯 强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采取多
项举措，促进经济发展

甘肃省华池县南梁镇，位于陕甘

两省交界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

于 南 梁 地 势 奇 险 ，地 处 子 午 岭 的 林

区，山大沟深，树木茂密，又是国民党

势力相对薄弱的地方，中国共产党人

先后在陕西、甘肃发动了一系列武装

起义，从而开辟了以南梁为中心的陕

甘边革命根据地。

1934 年 11 月 1 日，中共陕甘边区

特委和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在南梁

荔园堡召开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

会，选举产生了陕甘边区工农民主政

府（又称南梁苏维埃政府）、陕甘边区

革命军事委员会和赤卫军总指挥部，

习仲勋当选为政府主席，刘志丹任军

委主席，朱志清任赤卫军总指挥。

南梁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制定和

颁布了涉及土地、经济、军事、文化等

方面的十大政策，成立了十大委员会，

巩固了新生的革命政权。边区领导人

积极组织群众、发动群众开展对敌军

事斗争的同时，为确保革命政权能够

稳固立足，制定了多项从实际出发的

经济政策。当时，正值南梁地区遭遇大

旱，面对严峻的形势，苏维埃政府采取

了积极的措施，提供了农业工具，以帮

助农民恢复农田的生产力；还鼓励技

术创新，以提高农业产量；并提供支

持，以改善灌溉和土地利用；同时，努

力建立市场和交易机制，以促进物资

流通。

为了稳定市场、繁荣经济，边区决

定发展苏区金融事业，开办银行，印制

货币，建立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金

融货币体系。

1934 年 11 月，陕甘边苏维埃政府

银行成立，承担起了对外发布财政金

融政策、发行边区政府货币、办理兑换

业务等职责，管辖造币厂和苏币兑换

处。为驱逐国民党伪币，占领根据地的

货币市场，南梁苏维埃政府先后起草

了《统一苏区货币及其办法》和《发行

纸币、铸造辅币的报告》。

为繁荣经济、打破敌人封
锁，根据地发行自己的货币

为调剂余缺，促进商贸往来，陕甘

边革命根据地在南梁荔园堡和白马庙

设立了集市。逢农历每月初一、十一和

二十一是赶集日，“十天一集”，吸引了

大批群众进行交易。来集市交易的不

仅有根据地的乡亲，还有从白区来的

商人。每当大集开始，便会出现人头攒

动、熙熙攘攘的热闹场景。可是一段时

间后，集市上的人流没有减少，但交易

额却有所下滑。南梁苏维埃政府对此

情况高度重视，迅速进行了深入的调

查，发现问题出在货币上。

当时，南梁地区流通的主要货币

是银圆。集市刚开业时，商人的确带入

了一些银圆交易，但随后国民党当局

就加强了对根据地的封锁，增设了多

重关卡。商人们从白区进入根据地，如

果发现通行者身上带有银圆或贵金

属，就会被没收，所以银圆被带进根据

地变得越来越不容易。

除银圆外，南梁革命根据地周边

地区虽然也使用国民党当局、地方军

阀甚至地方商号、票号发行的纸币，但

由于国民党当局的盘剥，导致这些白

区纸币经常贬值、信誉极差，老百姓今

天到手的钞票。“明天就可能用不上

了”，所以一旦根据地允许白区纸币随

意流通，就会给群众的生活带来严重

困扰。而根据地如果采取和外来客商

进行“物物交易”，又会产生不便携带、

不利计价等多重问题。

针对上述情况，为活跃根据地的

经济发展和商品交易，陕甘边区革命

委员会财政委员会经过研究，决定在

杜绝白区纸币进入根据地流通的同

时，立即在南梁油坊沟设立造币厂，发

行苏区自己的货币。

造币厂设在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

员会保卫队长邵凤麟家中。委员会挑

选了数名有绘画基础的人当工人，“邵

凤麟的弟弟邵凤来就是造币厂最早的

工人”。当时，由于条件非常艰苦，缺乏

设备和纸张，货币印刷受到 限 制 。工

人们用麻布代替纸张，用木刻雕版、

手工印刷代替机器印刷。在艰苦的条

件下，工人们经过反复试验，就地取

材，印制出了质地硬脆、形同油布的

货币，这就是陕甘边区银行最早的货

币——油布币。

油布币为横式，长 14.1厘米，宽 6.7

厘米，正面上端框内从右至左印有“全

世界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

17个字，下端框中印有“陕甘边区革命

委员会财政委员会发行”字样，两边印

有“提高工农生活”“随时兑换现金”字

样。票面主图为3个五角星，正中大五角

星内绘镰刀、锤头图案。正中还盖有陕

甘边区银行印，两边竖写面值，面值下

面各盖正、副行长印章。

由于这种货币是手工刻板，印在

粗麻布上，上面盖有边区政府印章，为

防止褪色，工人们又刷上一层桐油，用热

油处理过才投入使用，群众因此称之为

“油布币”或“苏票”“苏币”。

油布币一共发行过两次，1934年发行

了面值为一角（红色）、二角（蓝色）、五角

（紫色）的油布币，随后又发行了面值为一元

（具体颜色不详）的油布币，两次发行总额为

3000元（另有1万元等多种说法）。由于面值

偏小，油布币有着类似辅币的功能。

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边革命

根据地发行最早的一种苏区货币。

油布币因信誉良好，得以迅速
流通

最初，油布币的发行、流通并不顺

利。长期以来，由于国民党当局发行的纸

币毫无信用、不断贬值，在群众中造成恶

劣影响，使群众对纸币产生了普遍的不

信任。根据地群众在集市交易中并不主

动兑换印制简单的油布币，只是迟疑观

望，做生意的商贩也不敢使用油布币。

为了打消群众的顾虑，促进油布币

流通，尽快活跃经济和商品贸易，陕甘边

区财政委员会推出了新的兑换政策，规

定群众和商人可直接用油布币兑换银

圆，但不允许用国民党纸币兑换，为此特

别在荔园堡设立了 4 个油布币兑换处，

群众在兑换处可将油布币，按照一比一

的价格直接兑换成银圆。

苏区政府还经常安排工作人员在集

市上专门用油布币购买物品，也接受群

众使用油布币和边区政府进行交易，为

此还准备了充足的物资，为油布币的流

通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由于小面额油布

币的流通，缺少辅币找零的情况也被迅

速缓解。

群众看到油布币在根据地内可以自

由流通，而且还能够直接兑换银圆，遂开

始尝试使用，油布币也很快推广开来。不

久，集市上的生意又开始红火起来。由于

币值稳定且携带、使用方便，油布币也迅

速得到了周边地区商贩的认可，根据地

的集市贸易额也得到了迅速恢复和提

升。白区的商人源源不断地把生活日用

品，如棉布、棉花、食盐、火柴、搪瓷碗、手

电筒等运到边区集市，不仅繁荣了根据

地市场，还使红军的后勤补给得到了部

分解决。

油布币存续流通了半年多左右，随着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油布币

已无法满足边区经济发展的需求。陕甘边

区政府决定在南梁成立陕甘边区农民合

作银行，发行新的苏区货币——陕甘边区

农民合作银行兑换券（简称农民券），同时

停止发行油布币。农民券是陕甘边区政府

发行的第二种货币，由于油布币信誉良

好，使群众对苏区政权发行的货币都很信

任和认可，因此农民券的流通非常顺利。

此后，油布币逐渐被农民券取代。

（作者单位：中共甘肃省张掖市委

党史研究室）

陕甘边区早期货币—油布币
汪 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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