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郝宏武简介

郝宏武，男，1967 年 3 月

出生，山西省柳林县军渡村

人，大学文化，中共党员，曾

任村党支部书记 12 年，现任

北京东方华兴国 际 文 化 传

媒公司董事长。郝宏武喜

爱 收 藏 已 长 达 20 多 年 ，主

要 收 藏 晋 绥 边 区 红 色 文

物 。 2006 年 11 月 ，曾 在 山

西省民俗博物馆举办“历史

的 足 迹 —— 郝 宏 武红色收

藏展”，展品大多属于首次

亮相的晋绥红色文物，在社

会各界引起强烈反响，郝宏

武因而被誉为“红色文物收

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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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收藏晋绥文物史料之路，已走过 20 多个

年头。

晋绥边区又称晋绥解放区，由晋西北、晋西

南、大青山地区“绥蒙区”三大块组成，由中国共产

党领导八路军、山西新军以及其他抗日部队共同

创建，是我国最早的敌后主要抗日根据地之一。

晋绥边区位于山西省西部和原绥远省（现

内蒙古自治区）中东部。晋绥边区的战略地位

十分重要，在抗日战争时期，它阻敌西进、屏障

陕甘、拱卫延安，是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

前卫阵地，是延安党中央与敌后各抗日根据地

以及北平、天津联系的交通枢纽和重要通道，同

时也是延安与莫斯科联系的国际交通线；在解

放战争时期，它又是中共中央（昆仑部队）和西

北野战部队转战陕北的大后方。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吕梁的兴县是

中共中央晋绥分局、晋绥边区政府和晋绥军区

司令部所在地，毛泽东、朱德、贺龙等老一辈革

命家曾在此战斗生活，带领边区军民浴血奋战，

建立了不朽功勋。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对我

们共产党人来说，中国革命史是最好的营养

剂。”吕梁是革命老区，在战争年代，英雄的吕梁

人民前仆后继、筹粮筹钱、参军支前，为民族解

放和革命胜利做出巨大牺牲和重要贡献，留下

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1989年春，我上大学之际，偶然的机会与同

学结伴去兴县晋绥烈士陵园、晋绥纪念馆参观，

晋绥的辉煌历史及其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

所处的显赫地位，深深地感染了我。通过这次

晋绥边区行，我受益匪浅，晋绥的红色文物引起

我的强烈关注和深深爱好，由此之后一发而不

可收，我开始潜心收集整理晋绥时期党、政、军、

民的各种文物党史资料。

晋绥号称“小延安”，11年间，晋绥作为延安

的屏障，大后方、抗日战争的主战场，以贺龙、关

向应、习仲勋等为首的晋绥党、政、军、机关人

员，确保了延安的物资需求，始终未让侵华日军

越过黄河，是保持延安和其他抗日根据地与解

放区的畅通通道，是联系前苏联的国际通道。

晋绥儿女出粮、出款、出人，涌现出了诸如牛友

兰、刘少白、孙良臣等诸多民主绅士，特别是牛

友兰先生，将住宅捐政府作为晋绥边区的首府

驻地；捐资 2.3 万余大洋，筹建西北农业银行；出

资 1 万大洋，筹建兴县民众产销合作社，后更名

为晋西北纺织厂，成为晋西北地区最大的纺织

厂。1942 年 5 月，牛友兰为团长，亲率晋西北绅

士团一行 13 人，赴延安进行长达 3 个月的参观

学习，受到毛泽东、朱德、林伯渠等中央领导的

亲切接见和宴请，在当时反响极大；动员自家

“复庆永”商号股东，把商号内所有的布匹、棉

花、鞋袜、肥皂、毛巾等拿出来，给董一飞团长的

十八团换了冬装，这在当时极端艰苦的条件下

更显难能可贵。他还将 13个子女先后送到革命

队伍中，其长子牛荫冠时任晋绥边区行署副主

任，后任国家供销联社主任（我集有牛荫冠及夫

人赵辉、其弟牛荫西关心晋绥之亲笔书信 27

封）。然而就是这样的民主绅士，在 1947年的土

改中，对其实施“斗牛大会”，使牛友兰先生精神

上和肉体上都受到极大伤害，于 1947 年 9 月 27

日含冤去世。毛主席闻讯后大发雷霆：“刘少

白、牛友兰这些人是不该斗的！”电告贺龙司令

员去陕北米脂杨家沟，贺龙司令员给毛泽东回

信（我收藏有其信件），以作阐释。

第一代党和国家的许多领导人都曾在晋绥

边区工作生活过，毛泽东曾在此作过《在晋绥干

部会议上的讲话》、《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

话》，提出“文武之道，一张一弛”。贺龙司令员

在晋绥转战 11个年头，使晋绥根据地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经过艰难曲折，不断发展

兴旺，《贺老总就在蔡家崖》写出了晋绥人民对

贺老总的无限眷恋和景仰。习仲勋身为陕甘宁

晋绥边区政委曾 3次亲临晋绥。1946年 12月 16

日，习仲勋受中央委派，在离石县高家沟参加了

由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彭德怀主持的陕甘宁晋

绥联防作战会议（我收藏有习仲勋从陕北带过

来 的 文 件 篮 一 对 ，使 用 过 的 油 灯 、炕 桌 等）。

1947 年 6 月，习仲勋去临县双塔村，看望叶剑

英、杨尚昆、邓颖超等。1947 年 10 月 13 日，晋绥

边区各界在兴县北坡村举行大会，庆祝人民解

放军各战线反攻的胜利，并庆祝《中国土地法大

纲》颁布。习仲勋、贺龙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

话。在 80 年代，习仲勋对山西申办中国老年历

史研究会有亲笔签字（我收藏有批文复印件），

他对晋绥边区的牵挂和关爱，一直感动并激励

着老区人民！

记得 1993年除夕之际，有人告诉我一位“老

夫子”有批东西想出手，我听讯后冒雪赶往他

家，在一幢老旧的房子内见到藏物。一看到东

西，我兴奋得出了一头汗，虽然出价很高，但我

最终还是如愿以偿。回家后细作分类，其内容

颇多，有战时鸡毛信、公告、布告等；有军队写给

地方的信件，目的是在当地征用毛驴、担架，运

送军火、弹药和伤员；有当地政府写给村公所的

信件，目的是在当地征集粮、草、军鞋等等。此

外，还有边区的结婚证，离婚证，路条，土地证，

斗争地主果实单，反对妇女缠足罚金单，战时通

缉令，捉拿汉奸、逃兵及伪军保长等记录，收获

颇丰。后来，但凡为晋绥文物资料的物件，我都

想方设法收藏到手，足迹遍及晋绥儿女生活过

的四川、北京、陕西西安、甘肃、宁夏、山西太原

及吕梁全区。截至今日，已累计收集晋绥文物

党史资料及战时实物总计 2万余件。黄金有价，

红色文物无价。闲时静下心来，收集、整理，饶

有兴趣，乐此不疲。

2006 年 11 月 22 日，山西省民俗博物馆举办

了“历史的足迹——郝宏武红色收藏展”，主展

我收藏的晋绥文物史料，受到各级领导的高度

重视，获得新闻媒体广泛而深入的报道和参观

者的一致好评。2009 年 10 月 1 日，为庆祝建国

60 周年，我在山西省柳林县文化馆举办了晋绥

文物史料展，轰动柳林县城。2011 年 6 月，我在

吕梁汉化像石博物馆举办“珍藏的红色记忆

展”，吕梁市委宣传部部长吕改莲题写“晋绥精

神，永放光芒”，吕梁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靳

佩荣题写“红色音符”，离石区委宣传部部长王

香连题写“烽火岁月，珍贵史料”。2013 年 11 月

6 日，由兴县县委县政府主办，在吕梁国际宾馆

会展中心举办了“晋绥红色文物资料展”，吕梁

市委书记高卫东、兴县县委书记郭颖、兴县县长

梁志峰等观看了展览，给予好评和肯定。

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作为晋绥

人，我愿不遗余力，为晋绥文化的挖掘、发展，为

打造晋绥红色旅游，使其成为全国叫得响数得

着的红色爱国教育基地，做出自己力所能及的

耕耘、拓展和贡献！我愿我所收藏的所有晋绥

红色文物，能在缅怀先烈、教育后人、讲述中国

革命奋斗故事、追求民族复兴伟大梦想的征程

中，产生更大的影响，发挥更大的作用！

红色收藏在中国风靡已久，今年适逢建国 65

周年，抗日战争胜利 69 周年，再次引发了人们对特

殊年代历史的追忆，吸引了更多眼球把灼热的目光

落在红色文物上。就我来说，我的目光就落在了山

西吕梁青年收藏家郝宏武所收藏的林林总总 2万余

件的晋绥边区红色文物上！

应该说，我与郝宏武的相识，就是红色文物牵

的线。

郝宏武是山西柳林县军渡人，在吕梁山下黄河

岸边长大，这里就是曾经的晋绥边区。1937年抗日

战争全面爆发后，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停止内战，

一致抗日”协议，八路军主力开赴抗日前线，贺龙率

领的 120 师开辟了晋绥边区革命根据地，包括晋西

北、晋西南、大青山地区（绥蒙区）三大块。在与日本

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复杂斗争的残酷环境里，这

块根据地时大时小，最大时北达绥远省百灵庙，南

至黄河风陵渡、大青山、管涔山，吕梁山纵贯全境。

晋绥边区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八路军、山西

新军依靠地方各级党组织、山西“牺盟会”“战动总

会”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在华北敌后创建

的四大抗日根据地之一，是阻挡日本侵略者向西进

入陕甘宁地区和党中央所在地延安的一道坚如磐石

的屏障，具有重要战略意义。贺龙率领晋绥军民在

这里展开抗击侵略者的英勇战斗，军民团结铸就了

抗敌胜利的钢铁长城。1937年 10月下旬，已占据大

同的日军向南进犯太原，120师各部在雁门关附近连

续战斗 20 多次，击毁日军运输车数十辆，歼灭日军

2000多人，切断了敌人的交通伏击线，有力配合了忻

口会战；1938年春，日伪军 1万多人进攻晋西北，120

师根据毛主席的电报指示，采取避其锋芒、各个击破

的方针，歼灭敌人 1500 多人，收复了被日军占领的

晋西北 7 个县城；从 1940 年到 1944 年，日军每年都

要对晋绥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残酷围剿，而我军民

协同作战，利用游击战术打退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

攻……

晋绥边区根据地不仅在军事上形成了保卫延

安的屏障，而且也是基本战争物资供给地。在极其

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边区人民倾家捐粮捐物、出人

出力，毫无怨言。兴县蔡家崖以西 15 公里黑峪口

附近，兴神大桥横跨晋陕大峡谷，而当年运往陕北

的粮食、衣物等物资完全靠渡船摆渡。渡口不仅

是通往陕北的重要物资通道，而且还是延安与华

北、华东、华中等抗日根据地联系的交通枢纽，是

延安与莫斯科联系的国际通道，党内重要文件、信

件和频繁更换的密电码，都要经过这里传递。1 万

多名党的干部包括党的高级领导人，也是经过这

里，在交通人员的护送下，安全到达目的地。抗战

胜利，解放战争烽烟再起。晋绥边区不仅完成好

本地作战任务，而且调集大批人力、物力，有力支援

全国的解放战争。当时，整个晋绥边区南下干部达

到 1.1 万多人，与此同时，还有 10 万多名青年参军

开赴前线。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同志对晋绥边区的

军政工作始终高度重视，1948 年 3 月 23 日至 5 月 26

日，他从陕北东渡黄河转移到河北西柏坡时，途经

蔡家崖村，停留了 11 天，发表了著名的《在晋绥干

部会议上的讲话》和《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

话》。《讲话》阐明了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土

地改革中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对于指导全国各解放

区工作，具有重大意义；《谈话》则生动鲜明阐述了

党报的任务、办报方针、党报风格、党报工作者的修

养等几个基本问题，是党报新闻理论的基石，至今

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指导意义。

试想一下，在这样一片神奇土地上诞生的红色

文物，有着多么深刻的教育启示作用，该是何等的

价值连城！因为，这里遍地是故事，到处是传奇！

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从这里昂然走过，共和国一颗

颗将星在这里闪烁升起！这里的山山水水都与共

和国有缘，这里的一草一木都在向后人讲述“没有

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历史真谛！

时光流逝，带不走对历史的回忆；光阴荏苒，磨

不去对英雄的敬仰。

正是怀揣这样一种理念，郝宏武从学校跨入社

会，先后担任过团支部书记和党支部书记等职务。

工作之余，他热衷红色文物收藏，30多年来，风雨兼

程、走村串户、千辛万难、苦苦淘宝、日积月累、持之

以恒，累计收集到各种珍贵红色文物 2 万余件。郝

宏武收集的红色文物种类齐全、数量庞大、内容丰

富，具有很高的历史研究和收藏价值。一幅幅布

告、地图，一张张文稿、图表，一批批信件、书刊，见

证着红色岁月，记录着战斗历程，与山河同在、与日

月同辉！在后来者眼里、在革命者心中，这些红色

文物始终是最好的营养剂，永远是一座座不倒的丰

碑，让我们铭记，送我们前行！

郝宏武晋绥边区红色文物收藏巡礼具有现实

和历史双重的重大意义。

黄金有价，晋绥边区红色文物无价！

贺龙写给毛泽东的信件 离石县县长委派运送伤员之便函建国前夕山西省人民政府发布的布告原件

在民族复兴的征程上红色文物具有强大生命力
——历史的记忆：郝宏武晋绥边区红色文物收藏巡礼

我的晋绥红色文物收藏之路
郝宏武

红色文物是革命者最好的营养剂
——观青年收藏家郝宏武的晋绥红色文物有感

王晋军

习仲勋在离石县高家沟村时用过的文

件篮、麻油灯

毛泽东送给贺龙的一箱火柴

聂荣臻送给贺龙的水桶

刊载有习仲勋对党报工作指示的《晋绥日报》

晋绥边区土地法大纲

陕甘宁晋绥总河防司令部布告原件

晋绥边区主任续范亭文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