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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场书生兵——桐城抗日学兵队纪略

○高宪民（安徽）

【字号 大 中 小】【论坛】【打印】【关闭】 

  抗日战争初期，安徽桐城活跃着一支能文能武、声名远播的抗日武装队伍——桐城抗日学兵队。这是一群在民族危

亡之际挺身而出、啸聚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的青年书生，他们在中国共产党桐城地方组织的领导下，拿起武器，

并在地方组织和新四军四支队的指挥下，凭一腔青春热血和爱国激情，挟一身正义肝胆和铮铮铁骨，做出了一番可歌可

泣的抗日壮举，最后百川归海，投入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的强大洪流之中。 

  一 

  1938年6月，为了达到迅速攻占武汉的目的，日本侵略军集结重兵大举西进。这时，安合公路就成为日军兵力和军

用物资运输的必经之道。于是，日军便沿安合公路展开进攻，并分兵驻点以控制这条交通大动脉。临路的桐城县县城以

其重要的战略位置首当其冲地遭到了日军的重点进攻。 

  6月12日，日军第六师团坂井支队沿安合公路入侵桐城，国民党驻桐桂系军队闻风而逃，国民党桐城县政府和地方

民团、自卫团等武装也慌忙撤退到大别山麓的桐西山区唐家湾避难。14日，日军占领了县城，进而在桐城境内残暴地施

行烧杀淫掠政策。素称“诗书礼义”之乡的文都桐城，被裹挟在一片腥风血雨中。 

  早在1938年初，在延安抗大学习的中共党员吴杰和在西北随营军官学校学习的进步青年周邦彦相继回桐，他们联系

了王晓白、周尔东、谢重安、王武秀等一批进步知识青年，组成抗日救亡宣传队，在全县城乡大张旗鼓地开展抗日救亡

宣传工作。当时，地处第五战区的安徽省及其各县均成立了抗日民众动员委员会，国共两党携手合作抗日的局面已经形

成。特别是新四军第四支队奉党中央和新四军军部命令，东进抗日已深入到皖中，进一步发展了这一地区团结抗日的大

好局面。在中共桐城特支的推动下，地处皖中的桐城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和民众动员工作做得十分出色，国民党县

党部书记长徐伊复加入革命队伍，成为中共特别党员；国民党桐城县政府两任县长潘慰农和罗成钧均服从中共的抗战主

张，愿意与中共地方组织合作抗日，为民族解放事业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当时的桐城，广大民众被积极发动，群众性

的抗日救亡活动如火如荼。在日军进犯桐城，县城沦陷之后，一大批青年学生被迫流亡到黄甲山区唐家湾避难，其中包

括吴杰和周邦彦等抗日宣传队员。他们目睹家乡遭受日军肆意践踏蹂躏、父老同胞遭欺凌涂炭的凄惨情景，义愤填膺，

热血奔涌，纷纷要求拿起武器抗日保家乡。中共桐城特支根据舒城中心县委和新四军四支队领导的指示精神果断决定：

以原抗日宣传队为基础，立即组建一支公开合法的抗日武装队伍。 

  不久，中共桐城特支委员陈定一以县动员民众委员会工作团指导员的公开身份，将80余名聚集在唐家湾的爱国知识

青年组织了起来，并由倾向抗日的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徐伊复出面，做通了唐家湾民团团长唐传薪的思想工作，让他献

出40支长枪、10多支短枪和1挺机枪，武装了这支书生队伍。因为这支队伍的组成人员主要是青年学生，遂定名为桐城

抗日学兵队。 

  学兵队建制为3个分队1个民运组。唐家湾民团团长唐传薪任队长（挂名），周邦彦任副队长（军事上的实际负责

人），师爷（文书）章小红，特务长（事务长）唐曙光；3个分队长由共产党员吴杰、李春锁等担任；民运组由青年教

师叶桐芬（又名叶平）负责。为加强党对学兵队的领导，中共桐城特支委员陈定一（1938年7月特支改为工委，任工委

书记）兼任该队指导员；曾海涛、李春锁、都寿安、束祥生、吴杰等组成中共桐城学兵队支部，曾海涛任书记。 

  学兵队组建之初，既无正式编制和活动区域，也没有固定的经费供给，部队粮饷只能靠抗日民众团体筹措和社会贤

达、开明人士捐赠来解决，后来，经过多方努力，在全县各抗日团体和爱国民主人士的支持下，国民党县政府才承认了

学兵队的合法地位，并由县财政供给学兵们每人每天伙食费1角钱（时值2升米）。 

  学兵队成立后，名义上是国民党桐城县政府的一支抗日武装，但实际上，学兵队的一切行动都执行中共的决策，服

从于新四军四支队的统一指挥。仅1938年下半年，学兵队就4次向新四军四支队负责人汇报请示工作，并带回具体的军

事指示；新四军四支队也派军政干部来学兵队指导军政训练，帮助学兵队队员提高军政素质。因此，当时的学兵队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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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国共两党地方组织合作组建的武装，更是我地方党组织活动的大本营和隐蔽所。 

  新成立的学兵队在中共桐城县工委领导和新四军四支队领导下，怀一腔热血和报国壮志，在唐家湾的深山密林里进

行了严格的军政训练。中共桐城工委书记陈定一经常到学兵队为队员们上政治课，主要是讲授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和

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等。队部里还设立了“中山堂”，专门陈放一些进步的和宣传抗战的书籍供队员们阅读学习，

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抗战必胜的信心。 

  不久，唐传薪去世，周邦彦接任学兵队队长职务，吴杰任指导员（工委书记陈定一不再兼任指导员一职）。 

  8月中旬，经过40多个日日夜夜严格训练的桐城抗日学兵队，领命“出山”了——这群英姿勃发的书生兵，满怀抗

日报国的壮志豪情，义无反顾地奔赴抗日战场，他们所向披靡，给日伪顽反动势力以沉重打击。在此后的2年间，桐城

抗日学兵队成为桐城地区抗日反顽、打击地方恶势力的一支极为活跃的抗日武装，名震江淮大地。 

  二 

  学兵队“出山”的主要任务之一，是抗击日军的侵略。 

  1938年9月初，学兵队在县长潘慰农率领下，在桐城东乡柳峰山击落了低飞的日军飞机一架，致使该机两名飞行员

毙命。学兵队还从飞机残骸中获取双筒机关枪1挺、子弹盒4个，压弹机2件，子弹160发，降落伞1顶。 

  1938年9月中、下旬，学兵队奉命配合国民党广西军、保安五团在练潭大横山与日军进行了两次战斗：第一次，学

兵队奉命牵制日军，遭敌围困了1天，直到完成任务才趁夜色突出敌围，使广西军赢得了时间，大败了“扫荡”大横山

的日伪军，使其伤亡300余人，缴获了4门迫击炮、3挺歪把子机枪、200多支三八步枪和大量弹药；第二次，学兵队奉命

防守古圹（今古塘村）一带阵地，与驻守练潭大横山的国民党军队共同抵御日军的疯狂报复。这次战斗国民党军失利，

牺牲了400多人，损失了不少武器，而日军只伤亡了50人左右。但是，学兵队在战斗中却表现得十分机智顽强，他们没

有与强敌拼消耗，而是及时撤出阵地，借芦苇荡巧妙脱险。 

  1938年底，学兵队参加了袭击桐东重镇——枞阳镇日军据点的战斗。共炸毁日军碉堡2座，毙日伪军20多人，缴获

三八步枪27支，机枪1挺，子弹万余发。此役，振奋了敌占区人民，使沿江两岸日伪军据点里的敌人惶惶不可终日。 

  1939年中秋节晚，学兵队协同桐城县第二游击大队、安徽省保安八团又一次袭击了日军在枞阳的据点。 

  1939年9月，学兵队队长周邦彦率40余名队员在棋盘岭附近挖坏公路，并利用有利地形寻机进行了一次胜利的伏击

战，炸毁敌汽车1辆，击毙日军3人。 

  学兵队除多次配合新四军四支队在安合公路上伏击日军和运输车队外，还2次破坏了安合公路桥梁，阻滞了正在进

攻武汉的日军的运输给养，间接地支援了正面战场上浴血奋战的抗日军民。此外，该部还先后配合新四军四支队部队攻

打了安凤岭、义津桥等地的日军据点，并曾一度收复了这些失地。 

  三 

  协助中共收编、改造土顽，扩张抗日力量，打击汉奸、恶霸是学兵队领命“出山”的又一主要任务。 

  抗战初期，从正面战场溃败的国民党残军、溃军中的一部分散兵游勇，与桐城地方封建恶势力相互勾结，拥兵自

重，危害一方。这些地方土顽，不仅充当着土豪劣绅的走狗，鱼肉当地群众，而且还奉行着“有奶就是娘”的信条，与

日军暗中来往。这种局面的出现，不仅使中共深感忧虑，就连国民党当局内坚持抗日的有识之士也为之不安。因此，铲

除不利于抗日的反动势力，收编、改造土顽，扩张抗日力量，成为桐城抗日学兵队义不容辞的责任。 

  1938年秋，学兵队首先消灭了盘踞在双铺镇的伪军金丽生部，缴获长枪13支；紧接着，收编了练潭曹云龙匪部，缴

手枪1支。在党的教育和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曹云龙思想转向进步，后来成为学兵队的司号兵；时隔不久，学兵队

又在桐城县常备队四、五中队配合下，消灭了青草塥一带土匪汪少卿的队伍，缴获枪支20余支；学兵队还开赴桐东，击

毙匪首周维衡，并打散了这股匪徒；当学兵队获悉一股土匪在黄甲唐家湾附近骚扰群众后，立即侦察查明匪情，在团凸

岭王家祠堂包围了全部匪徒，并一举歼灭了他们，缴枪10余支。 

  1939年3月间，学兵队奉国民党桐城县长罗成钧命令，直赴唐家湾拘捕了劣迹累累的大恶霸地主光香久，解散了他

豢养的自卫队，收缴了自卫队的全部武器装备。光香久被押解到县城后不久，罗成钧就在县城广场召开了公审大会，宣

布了光香久的罪行，并对光香久执行了枪决。 



  时隔不久，中共桐城县委又利用统战关系指示学兵队前往桐城东乡（简称桐东，现属枞阳县）周家潭，捕杀了桐东

大恶霸周松如，为桐东抗日军民除了一大害。 

  学兵队在我秘密领导和指挥下，高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深入敌占区，宣传团结抗日主张，对国民党地方军队

和武装人员采取既联合又斗争的策略，改造和收编土顽，争取了一切可以抗日的力量。1938年8月，学兵队在新四军四

支队七团的有力协助下，收编了桐东大队第二中队驻周家潭的周怀彬部70余人，党组织以此为基础成立了“桐东南游击

大队第七中队”。这支抗日武装由共产党员周家麟任中队长。随后，又相继收编了孙家畈的丁爽飞部、汤沟商团章淦团

部和南乡的陶洪思、方文元、姚宏飞3股土匪计160余人，正式成立了“桐东南乡抗日游击队”，队长由从延安抗大学成

归来的黄镇寰（又名黄彬，是新中国著名外交家黄镇之弟）担任。 

  由于桐城抗日学兵队积极抗日，打击地方恶势力，不仅守土有功，而且还真心维护广大民众的利益，大得人心，一

时声名大振，本县各地如石河、孔城、青草、陶冲驿等地的有志青年，都纷纷投身到这支队伍中来，使桐城抗日学兵队

发展到140多人枪，战斗力不断增强。 

  四 

  1938年11月底，侵占桐城县城的日军撤回安庆，学兵队随国民党县党部和政府返回县城。随着抗日斗争发展的需

要，学兵队中一批文化水平较高的队员相继离开队伍，被分别安排到国民党桐城县政府机关及各级政权组织中去工作，

不少人还担任了科长、区长、校长等重要职务。 

  1939年元月初，学兵队从农民中招收了40多名高小以上文化程度的新队员充实队伍。此时，国民党顽固派势力为防

止桐城抗日学兵队受中共控制，企图把抗日学兵队改名为县常备队。同时，更加密切地注视和提防着学兵队的日常管理

及军事动作，严禁学兵队中有“异党”活动。 

  六七月份，国民党当局又借故派出15名国民党顽固分子插入学兵队，分别窃取副队长、副分队长、师爷和副官职

务，同时还任命一个姓周的（一说是中统特务）担任学兵队指导员。这样一来，桐城学兵队便被置于国民党当局的严密

监控之中。 

  鉴于学兵队形势险恶，中共桐城组织当机立断，派人到舒城县晓天镇向新四军四支队有关领导人汇报情况、请示学

兵队的行动方向。在得到具体指示后，桐城党组织首先率一部分学兵队队员避开敌人监视，赶到庐江县西汤池，将携带

的弹药和较好的枪械调换给了新四军四支队老八团。 

  1939年10月，国民党顽军调兵遣将阴谋部署反共摩擦、欲掀起反共高潮，桐城县则被反动当局视为“共产党活动最

强烈的地区”，受到严密控制。国民党安徽省党部先后派特务分子黄定文、反动分子魏际青来桐城，分别担任国民党县

党部书记长和县长。这两个反动的家伙，根据国民党桐舒庐师管区关于“不准桐城学兵队离开县城，实行军纪整训”的

指令，严密控制着学兵队的一切活动。 

  1940年春的一天，黄定文和魏际青以“点验训话”为名，令县常备队包围了学兵队营房。随后，将学兵队装备的武

器弹药全部收缴（仅司务长藏放在营房外一户人家的3支枪幸免被缴），并当场宣布了解散学兵队的命令，要求所有学

兵队员不得擅离营房，一律听候政府发落。 

  就在学兵队被解散、队员们将遭遣返而茫然不知归宿的紧要关头，中共桐（城）怀（宁）潜（山）中心县委全力挽

救了这批抗日精英，县委委员桂平等同志及时通知、联系学兵队队员撤出县城，并在孔城、庐（江）南一带设点，收拢

陆续撤出的队员。待桐城学兵队80%的干部、队员集中后，党组织便率领他们奔赴皖江抗日根据地中心区无为，将他们

编入新四军江北部队，皖南事变后归建新四军七师战斗序列。自此，这些从桐城学兵队走进新四军队列的抗日青年在中

国共产党的教育、引导和指挥下迅速成长，并一直冲锋在抗日战场和人民解放战争的最前线！ 

   

（《党史纵览》(2008.9)授权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独家发布，请勿转载）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责任编辑：李彦增(实习)）

更多关于 史海回眸 的新闻

· 抗战时期中外记者参观团访问西北纪实 
· 华清池领兵“捉蒋”历史真相究竟如何？ 
· 揭示国共关系史上的秘案——“中山舰事件” 
· 到甘北后无回旋余地红军曾有继续长征计划 
· 邓颖超与庐山妇女谈话会 



 

· 横岭长城在南口战役中 
· "蒋贼"改为"蒋总司令"中共妙传和谈信号 
· 贺龙、叶剑英、朱德等八位元帅与南昌起义 
· 解密六十年代中苏两党关系是如何中断的 
· 兵发鸭绿江：抗美援朝决策的台前幕后

相关专题

· 史海回眸

镜像：日本  教育网  科技网 
E_mail:cpc@peopledaily.com.cn 新闻线索:cpc@peopledaily.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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