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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日，在河南省青年救亡协会展览
馆内，一份袁宝华于2004年8月20日手书
的《关于河南省青年救亡协会成立经过的回
忆》复印件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舞阳县博物
馆副馆长康耀辉向记者讲述了那段历史。

全民抗战爆发后，河南广大青年在中
共河南省委和各级党组织的直接领导下，
纷纷建立抗日救亡团体，开展抗日救亡宣
传活动。至1938年春，全省黄河以南已有
53个县建立了青年救亡团体，成为全省抗
日救亡运动的一支重要生力军。1938年6
月5日到11日，全省统一的青年抗日救亡
组织——河南省青年救亡协会成立大会在
舞阳县城城隍庙召开。中共河南省委青年
部部长谢邦治，全国民先总部组织部部长
丁秀，全省及各地青年组织负责人吴祖
贻、袁宝华、姚雪垠、陈少景等，全国青
协代表以及国民党一战区司令部政训处长
李世璋，齐赴舞阳。洛阳、南阳、镇平、
西平、遂平、密县、息县、方城、南召的
代表在会上发了言。舞阳县抗日青年救国

会代表臧文德向大会详细介绍了舞阳广泛
开展青年运动的经验。会议一致通过了河
南省青年救亡协会的章程，选举了领导。
大会通过了《河南省青年救亡协会成立宣
言》，号召“中原千百万优秀的青年男女，
必须携起手来，英勇地保卫大河南，使河
南变成中华民族的铜墙铁壁和日本法西斯
强盗的坟墓，埋葬他们的尸骨与妄想”。

康耀辉告诉记者：“现在读《河南省青
年救亡协会成立宣言》，还会心潮彭拜。”

袁宝华的回忆对有关史书的记载起到
了很好的补充作用，让后人更详细地了解
到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写道：“1938年
5月初，中共河南省委通知我和姚雪垠参加
成立河南省青年救亡协会的筹备工作。我
们一起从南阳到了郑州，住在第一战区政
训处。会议筹备就绪，准备开会时，开封
失守，敌机天天轰炸郑州，经过研究决定
会议改在舞阳召开，当时考虑到舞阳党的
工作基础好，地理位置好——在平汉铁路
以西，远离大城市和军事重镇。我们连夜

乘火车离开郑州，到漯河下车，步行到舞
阳。”“由于当时兵荒马乱、交通不便，有
些地方代表不能来参加，而黄河花园口已
炸堤，河水泛流，豫东代表也无法过来，
参加会议的有20多人，包括河南省委青年
部部长谢邦治、民先总部代表丁发善（后
改名丁秀）、武汉青年救国团代表刘玉柱、
中国青年救亡协会组织部部长赵梅生、舞
阳县抗日青年救国会负责人陈麟堂、苗宝
太（泰）、田莉、孟玉华等，还有我和姚雪
垠等。”“会议组织工作由谢邦治和我负
责……成立会结束时，通过了《河南省青
年救亡协会成立宣言》。宣言是姚雪垠执笔
起草的，发表在武汉《新华日报》和洛阳
的一家报纸上。在这次成立的河南省青年
救亡协会里，我当选为执行委员。”

这次会议的召开，把河南青年的抗日
救亡运动引向更加深入的新阶段，成为全
省青年运动向前迈进的一个新起点。

轰轰烈烈的舞阳抗日救亡运动轰轰烈烈的舞阳抗日救亡运动
■本报记者 陈全义 顾问 刘志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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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铭记历史才能开创
未来。

在14年反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特别是8年全
面抗战的艰苦岁月中，中华儿女万众一心，凝聚
起抵御外侮、救亡图存的共同意志。波澜壮阔的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中华儿女用生命谱写的壮
丽史诗，是中国人民为人类和平事业奋斗不息的
真实写照，是中华民族不可辱的坚定誓言。

7月3日，记者在舞阳县采访时，舞阳县委党
史和地方志研究中心主任李伟光说：“舞阳县是革
命老区，中国共产党在舞阳地区的活动早在1926
年初就开始了。1928年夏，舞阳建立了第一个党
支部。1931年夏，中共舞阳县委成立。”

抗战时期，范文澜、姚雪垠、袁宝华、冯玉
祥都曾到舞阳组织宣传抗日救亡运动，使舞阳抗
日救亡运动更加轰轰烈烈。中共豫中特工委、中
共豫中地委和中共河南省委机关都曾在舞阳设
立，直接领导了舞阳的抗日救亡运动。

豫中沦陷后，叶舞支队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
英勇的斗争。舞阳地区成为豫中抗日根据地的重
要组成部分，舞阳南部成了新四军与豫西八路军
会师的主要通道。在血与火的考验中，这片热土
上涌现出了一大批革命英雄人物和许多可歌可泣
的感人事迹。无数个英雄站起来，保家卫国，视
死如归，前仆后继，百折不挠。他们用鲜血和生
命谱写了一部光辉照人的舞阳人民革命斗争史。

7月3日，李伟光告诉记者，大革命时期，共
产党人在舞阳的活动是以“时雨学社”的活动为
开端的，随后又成立了“学友会”。这些青年学生
的进步团体组织，在舞阳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中国
共产党的革命主张，推动舞阳地区早期革命活动
的发展，为建立共产党组织打下了基础。

1925年底，吴佩孚联奉反冯，部署兵力进攻
河南，中原革命形势迅速发生逆转，省垣开封局
势混乱。党的力量比较集中的河南省立第一师范
学校被迫提前放假。学校党组织为使各地学生回
乡之后有力地开展革命活动、发展工农运动，组
织党团员开会，介绍革命形势的变化情况，讲解
开展农民运动、青年运动的知识和方法，并学习
有关重要文件。在该校求学的共产党员、舞阳籍
学生石庭桂和郭培轩参加了党组织安排的这次学
习，并于1926年初根据学校党组织的指示返回家
乡舞阳开展革命活动。

石庭桂、郭培轩回舞阳后，由于当时政治环
境险恶，暂时不能公开活动。石庭桂住在九街石
岗村家中，郭培轩暂住太尉东郭庄村家里，均远
离县城。他俩以此为依托在当地及北舞渡一带逐
步开展活动。他俩每周会面一次，交流情况，研
究办法。1926年春节过后，二人约定同去北舞渡
看望同学、朋友，在天主教堂西偏院会见了正在
补习功课的李令一、韩明儒等，当天下午又召集
附近的鹿庆昌、张洁亭等12人，畅叙友谊，议论
时政。他们成立了“时雨学社”，以此联络感情，
探讨革命理论，学习宣传党的主张。

1926年6月，中共党员吕蕴儒从外地回到家
乡舞阳，持上级党组织的介绍信同石庭桂、郭培
轩取得联系。1927年 1月，舞阳县在北平、上
海、开封、信阳、洛阳等地求学的学生，因时局
动荡和放寒假，相继回到家乡。1927年3月，吕
蕴儒等积极联系回乡学生，成立“学友会”，焦景
青、郭培轩、郭梧轩、胡灿宇、刘光汉等20余人
参加。为更好地开展革命活动，“学友会”的内部

组织较为完备地建立起来，吕蕴儒为执委会常务
委员。“学友会”先以县城为主要活动基地，后以
北舞渡为基地，出版《新舞旬刊》壁报，撰写评
论，宣传北伐军的胜利战况，揭露北洋军阀的反
动和腐朽，发动群众迎接北伐军的到来。通过革
命实践的锻炼和考验，“学友会”成员中的李绍
堂、韩明儒、张洁亭、董振宇、董坤婷、李令一
等被发展为共产党员。“时雨学社”和“学友会”
既是当时舞阳进步青年的革命团体，也是共产党
在舞阳的外围组织。

1927年5月，中国共产党舞阳支部建立，郭
培轩为负责人。当时，中共舞阳支部活动归属中
共郾城县委领导。

大革命失败后，革命进入低潮期。1927年7
月底，中共郾城县委书记谢梅村受省委指示了解
舞阳党的活动情况。他在北舞渡小学找到了在此
任教的郭培轩，传达了省委指示，并让郭培轩向
省委写一份报告，讲明当时舞阳的政治环境和党
尚未遭到破坏及其活动的情况。9月，由于谢梅村
和郾城县团委书记去开封向省委汇报工作时被
捕，郭培轩等与上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但他们
仍继续加强党的秘密工作，从事革命活动。1928
年夏，中共党员李令一、郭梧轩、郭培轩、韩明
儒等在县城开会，决定成立中共舞阳特别支部，
并选举李令一为书记，郭梧轩、张洁亭为委员。
特别支部归中共豫南特委领导。特别支部的建
立，使舞阳有了共产党的独立组织，为以后党组
织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929年初秋，由于国民党“清党”，舞阳县
长赵连峰在火神庙群众大会上公开扬言要抓几个
共产党娃娃，郭培轩、韩明儒、李一德、刘隽杰
等转移到外地，继续学习或任教，特别支部的工
作基本停顿。9月，根据中共豫南特委指示，张鸿
宾任中共舞阳特别支部书记。1930年3月，张鸿
宾被调到中共豫南特委任交通员，中共舞阳特别
支部书记由王伟民接任。

“1931年夏，中共舞阳县委成立，王伟民任
县委书记。”舞阳县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中心副主
任左二杰向记者介绍了抗战初期舞阳的抗日救亡
运动情况。

1931年9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
变。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激起了全国人民的
极大愤慨。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中
国共产党代表全民族的利益，勇敢地担负起救民
族于危难的历史重任。

舞阳县立师范的进步青年学生在学校党支部
的直接领导下，由共青团员周泉森组织同学冯留
志等，成立“舞阳县反帝青年团”，开展反帝宣传
活动。他们利用同学、好友等关系，联络进步青
年，以春游、踏青、放风筝等活动形式，宣传革
命道理，传播南方苏区的胜利消息，介绍东北三
省沦陷后的局面和抗日情况，讲解共产党的抗日
主张，并刻印和书写许多传单在学校散发。他们
冒着危险，夜里到大街上写“打倒国民党卖国政
府”“共产党是穷人的党”等标语，甚至把传单张
贴到国民党县政府的大堂上。他们还组织宣传
队，到街头演抗日剧目《肖公典之死》，唤起群众
的爱国热情，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在
党组织的指导下，青年学生周泉森、王泽宇等又
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从上海邮购鲁迅、郭沫
若、郁达夫、蒋光慈、丁玲、茅盾、田汉等人的
文学作品，发动同学们阅读左翼作家的书籍。这
些活动鼓舞了同学们的革命热情，使进步思想和
革命理论得以迅速传播。他们同反动校长做斗
争，最终换了新校长。这不仅使学校沉闷的气氛
一扫而光，还解放了师生的思想，出现了阅读进
步书刊、演抗日剧目的热潮。同时，提高了师生
的思想觉悟，扩大了党在师生中的影响。在此过

程中，党组织吸收周泉森等积极分子入党，壮大
了党的力量，为后来全县党的工作打下了一定的
思想和组织基础。

1931年夏，中共豫南特委批准成立中共舞阳
县委，王伟民任县委书记。1932年2月，张鸿宾
受豫南特委指派回到舞阳，召集王伟民等在王五
麻庄开会，传达特委指示：张鸿宾担任中共舞阳
县委书记，王伟民、陶铁良、何国贤为委员。

九一八事变前后，是河南历史上最黑暗的时
期之一，河南省政府主席兼开封绥靖公署主任刘
峙，极力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疯
狂屠杀共产党人，镇压人民的革命斗争。漯河党
组织受到重大损失，豫中地区党的有组织的活动
中断达三年之久。

1935年 12月 9日，“一二·九”运动爆发。
消息传出，全国沸腾，各地青年学生纷纷举行声
援活动。

舞阳县的爱国青年学生也投入到这场抗日救
亡运动中。当时在北平上学的臧文德、苗宝泰、
陈麟堂，在开封上学的臧宝兴、孟玉华、樊春
秀，在信阳上学的胡田希等舞阳籍青年学生，“深
感国家之危急、救亡运动之迫切”，回到家乡联合
发动了爱国宣传运动。他们于1936年1月7日成
立了“舞阳留外学生假期救国宣传会”，向全县人
民介绍“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及其经过，
借以唤起各界同胞共负救国运动之责任。他们在
县城各学校和广大群众中进行了广泛的抗日救亡
宣传活动，得到各界进步人士特别是青年学生和
教师的拥护和响应；在县教育馆出版的小报上专
门刊登宣传抗战救国的文章，每周出版一至三
次。这些活动为以后舞阳党组织的发展及抗日救
亡运动的开展做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在
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中共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洛川召开，通过了
《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1937年9月，中共中央派遣正在中央
党校学习的河南早期工人党员陈坤台到鄂
豫边省委工作。不久，鄂豫边省委分配他
回到家乡舞阳一带恢复发展党的组织。当
时，在北平、天津、信阳等地求学的舞阳
籍学生臧文德、胡田希、王立平等因局势
混乱先后回到家乡，筹备成立一个全县性
的青年救国团体。陈坤台同他们取得了联
系，一方面参加筹备发起工作，另一方面
发现、培养党的积极分子。11月，因国共
合作，国民党释放政治犯，原中共漯河中
心县委委员、共青团漯河中心县委书记周
泉森被释放出狱，回到家乡舞阳，同陈坤
台取得联系。陈坤台向鄂豫边省委汇报情
况后，恢复了周泉森的组织关系，不久又

发展高文彬入党。同月，根据中共河南省委
组织部部长、省委驻豫南代表林恺的指示，
成立了中共舞阳县工作委员会，陈坤台任书
记，周泉森、高文彬为工委委员。工委成立
后，把主要精力放在了迅速发展党员、壮大
党的力量上。周泉森到西平县出山寨找到刚
出狱在家养病的原中共舞阳县委组织部部
长韩赓尧，恢复其组织关系。不久，又相
继恢复了当地党员刘聚贤、韩乐亭、焦向
东、焦向阳、谢华生、于慎法、杨文东、焦
向春等人的组织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
出山支部，韩赓尧为支部书记、刘聚贤为组
织委员、谢华生为宣传委员。

1938年2月，中共河南省委决定，将
中共舞阳县工作委员会改为中共舞阳县
委，县委书记为周泉森。县委成立后，先
后建立了出山、东南、西南、城关等区委
及其领导下的支部，从而使党的力量得到
了恢复和发展。县委积极发展党的组织，

广泛发动群众，掀起了全县范围内的抗日
救亡高潮，得到了省委的关注。不久，河
南省委派遣河南大学学生、舞阳籍党员孟
玉华参与县委领导工作，并多次派省委青
年部部长谢邦治到舞阳巡视指导工作。中
共河南省委书记朱理治还在开封召见周泉
森，听取汇报并同他谈话，为舞阳及整个
豫中地区党的工作指明了方向。

在形成以舞阳为中心的党的工作格局
之后，1938年5月，中共河南省委书记朱
理治在竹沟宣布建立中共豫中特别工作委
员会（简称豫中特工委，因机关设在舞阳
县城，又称舞阳特工委），周泉森任书记。
豫中特工委领导舞阳、叶县、西平、襄
城、郾城、许昌、临颍七县党的组织。舞
阳党组织发展迅速。中共舞阳县委从发展
青年积极分子入手，迅速发展党员265人，
先后建立了东北、城东、城关、北舞渡、
出山、东南、西南7个区委36个支部。

7月3日，记者在舞阳县博物馆办公地
城隍庙采访时，馆长李帅自豪地说：“抗战
时期，舞阳县抗日青年救国会和河南省青
年救亡协会就是在城隍庙成立的。”

卢沟桥事变后，学校停课。舞阳籍青
年学生臧文德、陈麟堂、李景伦、胡田希
等“一二·九”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回到
家乡酝酿成立一个全县性的救亡团体。

从延安受命返回舞阳的共产党员陈坤
台了解情况后，迅速与返乡同学联系，以
爱国学生为骨干，在各方社会势力的支持
下，于1937年10月在县城西大街城隍庙成
立了舞阳县抗日青年救国会 （简称青救
会）。到1938年6月底，青救会按照县委要
求，以学校师生为主，广泛吸收农村青
年，相继建立了北舞渡、吴城、武功、尚
店、梁八台、尹集、姜店、胡岗、马村等
43个分会，分会下又设支会。广大青年踊
跃人会，加入抗日救亡行列。全县会员达

6000人，占全省黄河以南69个县份青救会
会员总数的五分之一。青救会团结广大青
年，多种形式宣传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
领，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暴行，介绍
中国人民抗击日本法西斯强盗的战绩，增
强群众抗战必胜的信心，推动形成了前所
未有的抗日救亡新高潮。他们利用话剧广
泛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既演大型话剧《子
夜》等，也演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抓
汉奸》《抓壮丁》《劝夫从军》等，还教唱
抗战歌曲。他们经常深入全县各地，利用
庙会、集市、节日等机会巡回演出。他们
还到舞阳和泌阳的国民党军驻地进行慰问
演出。

中共舞阳县委以青救会名义创办了
《救国三日刊》，主要刊登县委负责同志的
指示性文章、青救会及各分会工作情况的
报道，还发布一些要闻和宣传提纲、前方
战况等，对全县救亡运动给予及时指导。

《救国三日刊》还发放到全省各县以至外
省，影响很大。1938年7月，中共舞阳县
委以青救会名义派陈麟堂、宋运台在县城
北大街开设了战时书报供应所，后又采用
中国文化服务社舞阳分社、新生书店等名
称，同武汉、重庆、延安等地的新华书店
取得联系，秘密发行《列宁选集》《共产党
宣言》《论持久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教
程》等著作和一些刊物、杂志。书店还公
开发行《新华日报》，其发行量远超全县国
民党各种报纸发行量总和。1938年六七月
份，青救会在县城西大街路北民众教育馆
后院开办读书班，吸收县城进步青年和各
区选派的党员、青救会分会与支会骨干参
加，学习马列著作、《论持久战》。有的地方
还开办了青年夜校，如东南区、西南区、城
关区以及东北区的胡岗、冻庄、玉皇庙等
村，从识字教学入手，主要进行抗日救亡的
宣传教育，使党的抗日主张深入人心。

7月3日，在舞阳县博物馆（城隍庙院
内），记者看到，在河南省青救会纪念展览
馆 （河南省青年救亡协会展览馆） 内有

“河南大学战教团到舞阳宣传抗战救亡”的
有关内容。李帅介绍了有关情况。

1938年1月30日（农历除夕），中共
河南省委直接组建领导的河南省战时教育
工作团（简称战教团）一行90余人，在河
南大学著名教授范文澜（副团长）、冯纪新
（党支部书记）的率领下，冒雪步行，应邀
从许昌赶到舞阳县九街胡岗村，开展抗日
救亡宣传活动，受到了当地群众和青救会
代表的热情接待。有的群众给战教团送去
饺子和饭菜，有的把战教团团员请到家中
一起过春节。战教团的成员都是来自平津
和开封的爱国青年学生，多才多艺。他们
演街头剧，教唱救亡歌曲，出时事壁报，
画宣传画。他们很快同群众建立了感情，
并且从群众中发现和培养了一批积极分
子。战教团还在胡岗、屈岗、大王、冻庄
等村办农民识字班，参加学习的农民有250

多人。识字课本是战教团团员自编的通俗
读物《抗日三字经》，内容易读易记：“三
一年，九一八，日本鬼，侵中华，占东
北，大烧杀，抢财宝，把人抓……”他们
把识字和学政治结合起来，教几个字就讲
点儿时事，内容生动，深受人民群众欢
迎。战教团还帮助胡岗青救会分会举办了
三期抗敌训练班，共训练300多人。训练
班由战教团中的老红军廖弼臣任教官，讲
抗战形势、大众哲学、持久战、游击战，
还带学员到唐河坡里练投弹、射击。另
外，战教团的话剧团和歌咏队还在东北区
和县城等地上演抗战剧目，教唱救亡歌
曲。

战教团在舞阳的宣传活动引起了国民
党顽固派的不满，当地驻军伙同国民党县
政府向战教团发难，通知正在演出的战教
团次日离开舞阳县境。范文澜异常愤怒，
坚定地对团员们说：“我们应该有在中华民
国土地上做救亡工作的自由，舞阳难道不
是中国的土地吗？我决计不走，我决计到

舞阳监狱里找中国的土地去！”
在驻军师部人员举办的饯行宴会上，

范文澜悲愤地说：“同胞们，我们此时在这
里似乎听不到枪声。可是，就在这个时
候，我们这有几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
正遭受着一场空前的劫难！日本帝国主义
铁蹄野蛮地践踏着我们的国土，大好河山
烽烟四起，同胞们的鲜血染红大地！有多
少父老正在血泊中呻吟？有多少兄弟姐妹
正在遭受着野蛮蹂躏？我们的民族在流着
血啊！同胞们，不甘做亡国奴的人们，大
家团结起来，拯救我们的民族吧！”随着范
文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高亢激昂的口
号声，战教团团员都放声痛哭。悲愤中，
团员们把酒菜掀翻，大厅里响起“打倒日
本帝国主义”“抗日无罪”的呼声。这令那
些借酒逐客的顽固分子非常狼狈。这个故
事被称为“范先生大闹舞阳城”。此后，战
教团在舞阳的活动受到国民党县政府限
制。4月，战教团南下豫鄂边区宣传抗日主
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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