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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 年 11 月，房良县一区连续发生多次事变：13 日的庄户台事变，15 日的堂上事变，17日的黑牛水

事变，从 10月 14 日到 11 月中旬的王老铺事变，以及宝水、龙门台事变。 

    这一系列事变的发生，有其复杂的历史背景。 

    房良一区由旧房山县(1937 年前的房山县)九区和八区的四个村(芦子水、宝水、东村、蒲洼)合成。一

区当时辖堂上、龙门台、四马台、北直河、王家台、石板台、霞云岭、上石堡、下石堡、银水、三流水、

大草岭、芦子水、蒲洼、东村、宝水。一区地处山地，东西长一百零七里，南北长四十余里。村落大都在

沟里和沟的北坡上。居民十分分散，交通极为不便。 

    人民生活极端贫困。耕种的皆是山坡地，作物以谷子、玉米为主。芦子水至四马台山地产煤，有土法

开采的煤窑十多个。还出产杏仁、桃仁，每年运往天津。太平时节，商贩由北平、桑园、矾山、张坊、南

窖运进生活用品。 

   当地人封建意识浓厚。这里有如青红帮的封建帮会组织，崇信各种封建迷信宗教，民性强悍，乡土观念

甚重，很少与外地通婚。霞云岭附近的村有极少数人去旧县城上中学、去北平读高中。大多数没文化。这

里人，在民国十八年时方知有了中华民国。 

    当地人民勤劳刻苦，由于无知常受人愚弄。各村政权皆在上层分子手中，税款钱粮均由他们分派，百

姓不能过问。 

    民国以来，战事频繁，时有兵匪溃入山地，淫杀抢掠，村民惨遭蹂躏。开始，百姓畏惧，逃散深山，

后来，组织起民团自卫。一俟兵匪进山，民众凭借熟悉地理，几经周旋，将兵匪消灭，夺取全部枪支财物。

当地人颇为自得。这样，民团由土枪变洋枪，使用“新武器”，也颇有山地战斗经验，兵匪轻易不敢进犯。 

    “七七”事变后，国民党卫立煌部于宛平与日军接触，相持月余。后来，卫立煌部南逃，部分溃军经

过房山九区，被当地人民解除武装，步枪、机枪、弹药隐匿民间。 

    1937 年冬，各地先后建立地方武装。房山县，北起长操、河北，南至长沟、张坊的民团组合，成立“抗

日同盟军”一、二、三路军(土匪)。地主豪绅、流氓地痞、贫苦农民皆有加入。以抗日为名，打家劫舍，

骚扰百姓。房山九区也组织了民团，名曰 “六善会”，从宛平买进大批枪支，司令安纪云(堂上人)，参谋

长杨天沛(霞云岭人)。九区“六善会”又与张坊、片上地方武装联系，商议河路沟(张坊往里)各村出枪二

百，河套沟(坨里往里)各村出枪一百，共举晋汉臣为司令，安纪云为副司令，双方关系密切。 

    1938 年春，八路军开到平西，建立了宛平、宣涿怀、房涞涿政权。5 月 31 日宋、邓纵队开赴冀东，五

支队接防平西，一部驻大安山、长操一带。此时，九区派人到紫石口找房涞涿县政府，县长刘慎之介绍他

到金鸡台找五支队司令赵桐，赵桐将河套沟、河路沟民团编为七支队，晋汉臣为支队长，安纪云为副支队

长 (因两沟地域相隔甚远，在指挥上还是两个单位)。时隔不久，五支队驻大安山的一个连长叛变，打死指

导员，带四十余人，全副武装(中有五挺机枪)跑到龙门台，谋投土匪胡振海。五支队致函九区武装堵截。

次日，九区武装于庄户台将叛兵全部解决。时值五支队两个营也赶到，留下七支步枪给九区，作为答谢。 

    1938 年 6 月，五支队一部驻佛子庄、河北一带，借检阅武装之名，将当地民团殷耀东部集中起来，强

行解除了民团武装，进行改编。这件事使九区民团极为恐慌不满，认为：八路军早晚会下他们的枪。7 月

下旬，紫石口发生事变，董丰海率部跑到九区，扬言：“八路军下地方的枪，还要改编我们人员。”群众思

想混乱。8 月 9 日，独一师二团二营分驻霞云岭、王家台、堂上三村。王家台驻营部和我一个连约一百五

六十人。杨天沛、杨万方、罗宗奎勾结二路土匪邢德章，纠集五六百人，10 日，将我驻王家台营部和—连

人包围。王家台、霞云岭成为战场，相持二日，我战士牺牲二十七名，被捕二十九名，除二人被保出，二

人跳崖身亡外，二十五名被杀害。悲惨壮烈，令人饮泪切齿。这就是王家台事变。 

10 月，宋邓第四纵队由冀东返回平西。12 月，宋邓纵队一部从堂上、王老铺、南窖出动剿灭杨天沛叛

乱民团。杨天沛、杨万方、罗宗奎被捕，叛民四散隐匿枪支。我部队悲愤之下，将存放我牺牲战士血衣、

遗物的数间房子焚烧；赶走羊万余只，牛二百头，骡马百余头，羊被杀吃掉。县长杜伯华为争取杨天沛、



罗宗奎，仅对杨天沛等首要分子处以罚款，之后，杨天沛被调任专署庶务主任。为后来的一区事变留下了

隐患。 

    1939 年春平息王家台事变。5 月，初步健全了村政权，旧九区、八区合为房良一区。 

    1940 年秋季日寇“扫荡”后，我主力撤出平西，由内线转为外线作战，地方工作一度陷于混乱。敌人

一直深入一区腹地，百姓蒙受极大苦难，群众情绪低落。房良县委对一区工作作了指示：敌退走后，应首

先恢复社会秩序，安定人心，抚慰群众，立即恢复村政权，由区中心向东、西开展工作，组织武装，重新

整顿游击小组。到 11 月 5 日，恢复工作略有眉目。为了进一步整顿一区，县委派县区干部十余人突击一区

工作，并部置了扩军二百名，交粮一千石的任务。 

1940 年 11 月 11 日，县区干部在四马台召开会议，总结反“扫荡”的经验教训，讨论、安排征兵的动

员工作和征粮工作。实际上，征兵、征粮的数额偏高，超过了群众负担能力。早在日寇“扫荡”之前，霞

云岭、大地港的土匪头子罗宗奎就密谋和南窖伪军头子程子良勾结，想摧毁一区政权，程子良未予支持，

未敢妄动。“扫荡”后，罗宗奎见时机已到，于 11 月 11 日，又派人与程子良联系，并亲自率领大地港罗氏

兄弟二十多人到南窖去请伪军、汉奸。程子良征得日本人同意后，亲自带伪军六十多人直扑庄户台。事前

两天，上石堡支书于进琛曾派人送信三封，分别送往区和县，但未能引起领导注意。 

13 日凌晨，叛徒王秉旺(民兵中队长)带路，敌人包围了庄户台区公所。拂晓，敌人在叛徒郑玉梅(村

长)的内应下，发起攻击。我工作人员仓猝应战，因众寡悬殊，经三小时战斗，我一区区长王英武、区干景

一民等七人被捕。突围时，又四人被捉。十一人中，一人跳崖牺牲，一人被保释，一人被释放，三人当了

伪军，其余六人被押往霞云岭杀害。这就是“庄户台事变。” 

    庄户台事变后，敌人更加猖獗，在押送我干部去霞云岭沿途，通知各村村长去霞云岭开会，不去的，

就抄灭满门。13 日深夜，匪首杨天沛、罗宗奎等召集龙门台、四马台、庄户台、王家台、石板台、上石堡、

王老铺、东村等十几个村子的村长、村副三十余人开会，会议开到 14 日晨。会上，杨天沛代表九区（杨曾

任九区联庄会参谋长）宣布正式叛变投敌，声称“八路军确已逃走”，“被日本人解决了”，要各村立即抓捕

我工作人员，各村要成立维持会，全区成立“一区维持会”，请“皇军来保护”，给“皇军”送情报。在汉

奸的威吓下，参加维持会者百余人。会后，各村地主恶霸、地痞流氓立即行动起来。 

    11 月 15 日，堂上村发生事变。事变主谋是 1940 年春被开除党籍、关押半年的，原堂上村村长高甫万，

当过村长的富农李春厚。15日，区委委员韩景义、游击小队指导员张其羽率游击小组由石堡归来，因疲劳过

度，在堂上村一座破庙里休息。高甫万先劝降他当游击小组组长的弟弟高甫禄，把游击小组骗至驻地附近，

下了组员的枪。由村中一流氓和逃亡军人王有才、石秀珠等到庙中捆绑了正在熟睡的韩景义，将其杀害。堂

上支部二十五人，除少数几人外，都参加了这次叛变。堂上支部的叛变，暴露了一区党组织建设工作的严重

问题。 

    堂上支部党员二十五名，男二十二名，女三名；青年八名，壮年十四名；雇农四名，贫农七名，中农

十一名，富农三名；受过党的训练的七名。支部书记罗才元(中农)，有一群羊，自私，受党训一次，事变

时是主持者之一，不说实话。由高甫万介绍入党，与之关系密切。组织委员李万宽(贫农)，老实，不出头

办事。副组委高甫仁(中农)，平日最听高甫万的话。宣委李春厚(富农)，高甫万介绍入党，此次事变主持

者。副宣委高甫禄 (雇农)，自卫队中队长，事变的直接参与者。堂上支部由郭办强、李伯庭建立。第一批

入党的有：高甫万，流氓无产者，因当村长贪污，在押半年释放，1940 年春被开除出党。罗才恒，中农，

当过支书，自私自利，罗氏家族中最有号召力。该支部一建立，就被流氓、村中办事人(中农)掌握。该支

部平日不开会，不讲解党的性质及任务、纪律，大大削弱了党的战斗力和模范作用。这是堂上支部叛变的

内在原因。 

    堂上事变的同一天，房良七区区长罗化之在庄户台被叛徒蔡德禄亲自带人抓捕。 

    17 日，发生黑牛水事变。是日，我自卫总队长傅林、四区区长崔一春率游击小组二十余人、工作人员

十余人去四区作恢复政权工作，住在二、四区交界的黑牛水村。夜间，汉奸队偷偷地将村子包围。游击小

组成员缺乏训练，枪声起，不知所措，各自散去。傅林同志凭手枪一支，子弹五发，手榴弹二枚，与敌人

相持半日，弹尽牺牲。崔一春同志被捕。四区长常守德当场牺牲。二区指导员冯振水负伤后被俘。逃出的

只有科员殷毅夫、助理员郭雅如。 

    王老铺村村长穆存山、武装中队长穆永山，勾结汉奸队长高平和匪首罗宗奎，纠集村中四十六人，从 10



月 14 日始，到 11 月中旬，一个月内先后九次袭击我区政府所在地六渡，到处抓捕我工作人员，十二处捕杀

我工作人员十六名。县政府秘书张占祥(11月 14日)、县农会主任罗宗烈(11月 19日)，被王老铺叛乱分子杀

害。 

    此外，宝水村以村长张国全为首，组织十六、七人将我八路军王排长和三名战士抓捕后交霞云岭伪军；龙

门台村村长耿文会(党员)、支书张殿福为首，组织召开十二人会议，会后将区党总支委员李兴通交霞云岭敌人

杀害。 

    这一连串的事变称一区事变。此次事变，我县区干部共被捕四十六人、牺牲二十人(党员二十六人)，

其余者或被释、或逃出、或叛变。一区工作受到严重损失。 

    房良一区事变发生十二日后，我部队平息了叛乱。 

    一区事变后，叛乱分子都上了庄户台村北的“三角城”。我部队与叛乱分子在三角城激烈战斗二小时，

我部队将汉奸、叛匪彻底打垮，当场击毙二十多人，俘虏数十人。三角城一仗，彻底打垮了一区的反动武

装，根据地得到巩固。 

    房良一区事变的发生，有客观方面、主观方面的因素，应很好总结，以此汲取教训。 

    一、一区事变的发生是在平西根据地最困难的时期(1940 年春、秋两次扫荡之后)，我部队转入外线作

战，我军、政力量薄弱，仇恨共产党、八路军的上层顽固分子，得以蒙蔽群众，扩展势力，投降敌人。 

    二、这个地区建党初期，对该地区的历史状况没有给予应有的注意、研究，吸收了相当数量的流氓、

地痞，他们维护了上层分子利益，削弱了党的战斗作用。王家台事变后，没有给予祸首严肃处理，更没有

在群众中充分地揭露他们的罪恶实质，群众没有认清事变的本质，相反地让他们进入我政府机构，模糊了

群众视线，使他们得以再次欺骗群众，制造事端，东山再起。 

    三、王家台事变后，领导机关没有接受教训，没有根据当地特点、反动势力的动态给予应有的注意，

更没有采取必要措施。 

四、干部工作脱离群众，作风粗暴，不民主，群众对行刑罚人、赶走羊群十分不满。尤其是在“扫荡”

后，群众损失严重、教育动员群众不够的情况下，又征兵二百，要粮千石，忽视了群众实际困难。这是我

们政策上的失误。 

 

附表： 
一区事变中被捕干部统计表 

姓 名 职    务 籍    贯 是否党员 被捕地点 日    期 结  果 备  注 

王荣武 一区区长 房山北窖村 党员 庄户台 11 月 13 日 牺  牲  

李茂森 一区区长 房山长操村 群众 庄户台 11 月 13 日 叛  变 在南窖 

程大力 一区卡长 房山三区人 群众 庄户台 11 月 13 日 牺  牲  

李春圃 青工团员 房山长操人 群众 庄户台 11 月 13 日 释  放 回  家 

吴绍先 县政府科长 冀东滦县人 群众 庄户台 11 月 13 日 释  放 回北平 

武帮清 五区助理 房山红煤厂人 党员 庄户台 11 月 13 日 赎  出 回  家 

宿光明 一区助理 房山粘山台人 群众 庄户台 11 月 13 日 释  放 在南窖 

张  文 残废军人 未  详 群众 庄户台 11 月 13 日 牺  牲  

晋国壁 一区卡局 房山蒲洼人 群众 庄户台 11 月 13 日 赎  出 在家害病 

李久荣 总队部指导员 宣涿怀 群众 庄户台 11 月 13 日 牺  牲  

张玉祥 县政府秘书 冀东丰润人 党员 王老铺山 11 月 14 日 释  放  



吴玉亭 县政府传达 冀东滦县人 群众 王老铺山 11 月 14 日 释  放 回北平 

宋恩齐 县政府科员 房山北尚乐人 群众 王老铺山 11 月 14 日 释  放 回  家 

王  新
（女） 高小校长 辽  宁 党员 王老铺山 11 月 14 日 

解  送 
北  平 不  详 

陈  平
（女） 高小教员 辽  宁 群众 王老铺山 11 月 14 日 

解  送 
北  平 不  详 

丁世涌
（女） 旺后村干部 房山塔照村人 党员 王老铺山 11 月 14 日 释  放 回  家 

罗化之 七区区长 房山安子村人 党员 庄户台井儿峪 11 月 15 日 牺  牲  

傅宝珍 县政府科员 房山陈家台人 党员 王家台地字港 11 月 15 日 牺  牲  

马修德 游击队中队长 房山陈家台人 党员 不  详 不详   

周  有 办事处小鬼 不  详 群众 宝  水 11 月 16 日 释  放  

伤  员    堂  上 11 月 15 日 未  详  

供给部 
人  员 二  名   宝  水 11 月 16 日 未  详  

张华明 四区青救主任 南  窖 党员 堂  上 11 月 15 日 叛  变 在南窖 

韩景义 一区区委 宛平马栏 党员 堂  上 11 月 15 日 牺  牲  

张其羽 游击小队指导员 冀  东 党员 堂  上 11 月 15 日 不  详  

晋显林 一区农会主任 蒲  洼 党员 堂  上 11 月 15 日 
中  途 
释  放 

仍工作 

晋显汉 自卫队长 蒲  洼 党员 堂  上 11 月 15 日 
中  途 
释  放 

仍工作 

晋天全 公安局工作 蒲  洼 党员 堂  上 11 月 15 日 
中  途 
释  放 

仍工作 

任显高 村自卫队长 四马台 党员 堂  上 11 月 15 日 逃  出 
参加了 
武  装 

景一民 公安局文书 中  窖 党员 庄户台井儿峪 11 月 14 日 牺  牲  

傅  林 自卫总队长 宛平傅家台 党员 黑牛水 11 月 17 日 牺  牲  

冯振水 二区自卫队指导员 北车营 党员 黑牛水 11 月 17 日 牺  牲  

崔一春 四区区长 宛平田家庄 党员 黑牛水 11 月 17 日 牺  牲  

常守德 四区区长 镇江营 党员 黑牛水 11 月 17 日 牺  牲  

郭雅如 四区助理 镇江营 群众 黑牛水 11 月 17 日 逃  出 回  家 

罗宗烈 县农会主任 安子村人 党员 王老铺 11 月 19 日 牺  牲  

罗雅如 青工团员 南  窖 党员 王老铺 11 月 19 日 释  放 回  家 

王文华 小学教师 宛  平 党员 六  渡 11 月 25 日 释  放  

于进琛 上石堡村长 上石堡 党员 本  村  牺  牲  

解景琛  上石堡 党员 本  村  牺  牲  

王  云  上石堡 党员 本  村  牺  牲  



李福贵  上石堡 党员 本  村  牺  牲  

李兴通 村农会主任 新门台 党员 本  村 11 月 15 日 牺  牲  

董同志 九团扩军组  群众 六  渡 11 月 25 日 牺  牲  

范月川   群众  未  详   

 

被捕结果统计 

总  数 牺  牲 释  放 赎  回 叛  变 未  明 逃  出 

46 人 20 人 11 人 2 人 3 人 8 人 2 人 

 

党员统计 

党员总数 牺  牲 释  放 赎  回 叛  变 未  明 逃  出 

27 人 16 人 6 人 1 人 1 人 2 人 1 人 

（《房山文史资料》第 3 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