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抗战时期第八集团军战地服务队

张明楚

第八集团军战地服务队成立于  ! 年 月 ∀# 日
。

关于第八集团军战地服务队的建立
,

夏衍回忆说
∃ “

八一三
”

之

后
, “

陈诚从前线派了一个过去认识郭沫若的参谋来访
,

代表陈诚

请郭沫若给他组织三个战地服务队
,

分别到陈诚总部和张发奎
、

罗

卓英部队负责宣传服务工作
” 。

中共上海党组织认为
, “

组织一批

爱国的革命青年到国民党部队去工作
,

不仅可以在战地群众中做

些宣传
、

组织
、

服务工作
,

在中下层军官和士兵 中也可以交些朋友
,

加强团结救亡的教育
” ,

便同意由郭沫若出面
,

推荐人选
,

组织战

地服务队
。

夏衍与潘汉年等商量后
,

原拟 由杜国库
、

钱亦石和夏衍

分任三个队的队长
。

后来
,

因为夏衍离不开《救亡 日报》工作
,

便由

左洪涛代替他担任一个队的队长
。 “

这三支队伍到一九三八年因杜

国摩参加了政治部第三厅
,

钱亦石病逝
,

两个队进行了改组
,

只有

在张发奎部的左洪涛那一队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
” 。

 夏衍的这段

回忆有几个情节是有误的
。

首先
,

第了、澳团军战地服务队是应张发奎的请求
,

而不是应陈

诚的要求成立的
。

郭沫若在《亦石真正死了吗 !∀∀ 一文中讲得很清楚
# “

向华先生

当时在担任浦东的防卫
,

感觉政工的必要
,

要我设法帮助他组织政

夏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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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队
,

我应允了他
。

而这政工队的组织
,

我认为非亦石先生负责不

可
,

待我向他提出时
,

他也就应允了
。 ”

而同时应陈诚的要求所组

织的
,

则是以袁文彬为队长的另一支战地服务队
。

郭沫若在《洪波

曲》中论及政工大队时说
# “

这是淞沪战役时陈诚要我替他组织的

战地服务团
,

团长在初是袁文彬
,

男女团员五十人左右
,

是一群在

上海读书的爱国青年
。

和钱亦石
、

杜守素所领导的那个服务团
,

在

张发奎部下所成立的
,

是兄弟组织
。

那个成立在浦东
,

这个成立在

昆山
。 ’,

而沙千里的回忆也证实了郭沫若的这一说法
。

他说
#
在

“

八一三
”

抗战中
, “

钱亦石组织 了一批文化界人士
,

如文学家何家

槐
、

音乐家孙慎
、

画家沈振黄
,

以及一批爱国青年
,

组成战地服务

团
,

随张发奎的第八集团军向浙
、

赣
、

粤一带进发
,

从事于战地的抗

日宣传工作
。

后来一直到了广西的侄林
、

柳州
。

以郭沫若和上海文

化界救亡协会名义组织的另一个战地服务团
,

是前者的兄弟组织
,

向苏
、

浙
、

皖一带进发
,

从事战地抗 日宣传
、

慰问伤兵
、

救济难 民工

作
,

后来一直到武汉
、

长沙
,

参加的有袁文彬
、

辛汉文
、

陈国栋
、

朱

凡
、

陆锉
、

卢英
、

刘鸣
、

唐勋 −即周静 ∀等五十余人
。 ”  

其次
,

第八集团军战地服务 队的队长是钱亦石
,

而不是左洪

涛
。

钱亦石
、

杜国库 −即杜守素∀和左洪涛并非如夏衍所说
,

是三支

战地服务队的队长
,

而是同为第八集团军战地服务队的成员
。

队长

是大革命时期入党的老党员
、

我国著名的社会科学家钱亦石
,

这在

郭沫若的文章及有关史料中早 已明确的了
,

这里不必赘述
。 “

八一

三
”

后
,

杜国岸从国民党监狱中获释
,

在张发奎司令部任文书职
。

钱

亦石组织战地服务队时
,

邀请他担任第一科 −总务科 ∀科长
。

杜国库

自己在《忆钱队长亦石 》中说
# “

我们的认识较早⋯⋯但真正和他同

郭沫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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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

却在抗战以后
,

民国二十六年的冬天
。

当时他替张 向华将军的

第八集团军组织 了一个战地服务队—抗战后第一个战地工作

队
,
他任队长

,

从上海文化界集合了三十几位队员
,

任务是宜传调

查
,

沟通军民意志等等
。

他要我帮忙他
,

担任第一科科长
% , ”

钱亦

石病逝后
,

才由杜国摩代理队长职务
。

左洪涛也是该队成员
,

他说
#

,’. 又一三
”

抗战后
, “

决定以钱亦石同志为队长在上海组成一个大型

的文化政治工作机构一
一战地服务队

,

由郭沫若同志介绍到当时

守卫在上海浦东方面的张发奎所属第八集团军工作
” , “

我和其他

一些同志一起从敌人监狱无条件集体释放出狱
,

并调到战地服务

队工作
” 。

为加强党的领导
,

确保独立 自主原则
,

在第八集团军战

地服务队中成立了中共特别支部
,

直属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
,

左洪

涛任中共特支书记
。

 

第八集团军战地服务队共有队员 )/ 余人
。

队长钱亦石
、

总务

科长杜国库
、

宣传科长石凌鹤
、

组织科 −又称外务科 ∀长张健甫
。

队

员中有何家槐
、

林默涵
、

左洪涛
、

柳倩
、

王亚平
、

刘 田夫
、

孙慎
、

麦新
、

黄凛
、

唐瑜
、

沈振黄
、

杨应彬
、

杨野明
、

张凌青
、

王河天
、

朱河康
、

郑黎

亚
、

吕璧如
、

沈丹凤
、

萧昆
、

方兮
、

刘曼华
、

时代
、

吉联抗
、

彭朗
、

邢逸

梅
、

金树培
、

王昌明
、

郁应凯
、

高丽萍等
。

战地服务队成立后
,

先在浙江嘉兴接受军事训练
,

并开展抗日

救亡工作
。

∃/ 月 ∃0 日重返浦东
,

在南桥地区活动
。

1 月 ∋ 日旧
军在金山咀

、

全台亭一线登陆
。

战地服务队奉命撤离浦东
,

经松江
、

青浦转入浙江
,

先后在江山
、

金华等地开展工作
。

队长钱亦石因患

伤寒
,

未能随队撤离
,

直至 1 月 ( 日中午
,

他才在友人的帮助下脱

离险地南桥回到上海
,

住进仁济医院
,

但不幸于 ∃% )& 年 2 月 +% 日

逝世
。

田汉称他是
“

为抗战而牺牲的文化人中之第一人
” 。

3

《新华日报》
, ∃% ,)年 2 月 +%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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淞 沪战役后
,

第八集团军建制被撤销
,

但战地服务队仍被保

留
。

 & 年 ∋ 月
,

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成立
,

战地服务队也奉调赴

武汉
,

受到周恩来
、

董必武
、

邓颖超的接见
。

杜国库
、

石凌鹤留第三

厅工作
,

其余队员进政治部战时干部训练团学习
。

一个月后
,

战地

服务队又随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 (后为第四战区 )司令长官部
,

转

战于湖北稀水
、

黄冈及湖南长沙
、

平江等地
。

 年元旦
,

转移至

广东曲江
。

∀ 月
,

蒋介石下令撤销军队中的战地服务队
。

战地服务

队被撤销后
,

何家槐
、

左洪涛
、

柳倩
、

孙慎等多数人员奉中共党组织

指示
,

仍坚持在张发奎总部工作
。

∋ ∗ 年 ∗ 月
,

全面内战爆发
,

原

战地服务队成员经请示周恩来后
,

除个别人仍埋伏在国民党广州

行营重要军事部门外
,

大部分人员相继撤离张发奎部
,

奔赴新的战

场
。

第八集团军战地服务队本着
“

动员战区民众
,

实行军民联合抗

战
”

的宗 旨
,

深入广大战区
,

宣传
、

发动和组织群众投身于抗 日民族

战争中去
,

有力地支持了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抗战
。

它开展了以下几

个方面的活动
∃

第一
,

以文艺作武器
,

宣传教育民众
,

唤起战区民众的觉醒
。

在

队长钱亦石的领导下
,

全队经过多次的讨论和研究
,

制定了宣传计

划
。

他们运用歌咏
、

壁报
、

画报
、

演戏等形式
,

广泛地发动民众
。

 !

年 + 月 & 日晚
,

在嘉兴举行公演
,

节 目有
“

八一三之夜
” 、 “

死守宝

山城
”

等
。

接着他们又利用双十节
,

与当地的杭敌后援会合作
,

扩大

宣传指挥部
,

并于
、

+ 两 日
,

发动宣传队  ++ 人到附近的村镇开

展抗 日救亡的宣传
,

在嘉兴地区掀起了抗 日救亡的热潮
。

+ 月 ∗ 日
,

战地服务队重返浦东后
,

经过积极准备
,

从 ∀& 日

至  + 日
,

连续  天在南桥镇召开规模空前的
“

奉贤县军民抗敌联

欢大会
” 。

会上
,

除了当地的中小学生
、

警察局国术团
、

壮丁队和前

锋歌咏团表演节 目外
,

战地服务队也演出了
“

八一三之夜
” 、 “

军民

合作
” 、 “

保卫浦东
”

等短剧
。

∀& 日下午一时
,

张发奎和文化界领袖

郭沫若
、

夏衍
、

田汉出席了大会
。

郭沫若在会上作了慷慨激昂的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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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

他说
∃ “

我们的总司令是铁将军
,

在铁将军领导下的军 队是铁

军
,

我相信在铁将军领导之下的民众一定是铁民
。

铁军和铁民团结

起来成 一种铁的力量
,

我们的敌人 日本帝国主义是 一定要被打倒

的 ,
’,

他的演说激发了群众的巨大热情
。

+% 日晚上
,

队员们从当天

报纸上看到谢晋元率领八百壮士死守四行仓库的消息后
,

当即 由

石凌鹤连夜赶写出《火海中的孤军》剧本
。

第二天清晨投入排练
,

当

天下午一时在军民抗敌联欢大会上演出
。

柳倩作词
,

孙慎作曲
,

为

这个短剧谱写 了一首歌
,

放在该剧的开头演唱
。

当扮演青年战士的

孙慎用高亢激越的声音
,

悲壮地唱起
# “

弥天的大火在延烧
,

炮在

吼
,

敌机在天空绕
,

我们掩护大队撒退
,

八百人愿死在今朝 45 全场

群众顿时热血沸腾
,

不断地高呼
# “

打倒 日本帝国主义 4”“ 中华民族

万岁 4’’这次大会给南桥地区的民众产生了影响
,

推动 了该地 区抗

日救亡工作的开展
。

与此同时
,

战地服务队还深入到学校
、

机关
、

团体和农村
,

为群

众教唱抗日救亡歌曲
,

并创作出不少适合群众学唱的脍炙人 口的

新歌
,

如《农民救国歌》
、

《游击队歌》
、

《保卫浦东 》
、

《军 民联欢歌 》
、

《快挖防空壕》
、

《募寒衣》
、

《壮丁歌 》
、

《救亡进行 曲》
、

《九月的夜 》

等
。

演唱这些歌曲
,

使群众 明白参加抗战就是保卫 自己的家乡
,

挖防空壕就是保卫 自己的生命
,

募寒衣送给伤兵难民就是救护 自

己的同胞
。

第二
,

组织抗日救亡团体
、

创办抗日救亡刊物
。

战地服务队来

到战区后
,

迅速地组织起各阶层的抗日救亡团体
。

在嘉兴地 区
,

他

们成立了
“

民众训练班
” 6在南桥地区

,

先后成立了
“

战地青年服务

团
” 、 “

文艺家协会
” 、 “

民众训练班
” 、 “

妇女战时工作团
”

等
。 ∃% )( 年

1 月 +∋ 日
,

战地服务队抵达江 山县后
,

推动当地教育界成立教育

‘挥戈跃马满征 尘—
张发奎将军北伐抗战纪实 》

,

广东人民出版社 ∃% %/ 年 + 月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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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团
、

妇女界成立妇女工作团
。

∀ 月初战地服务队转移至金华
,

先在城市开展工作
,

成立了印刷工人战时常识训练班
,

泥
、

木
、

铁匠

战时常识训练班
,

开办战时儿童识字学校
,

并会同当地人士组织浙

江文化界抗敌协会金华分会
、

战时书报社
,

筹备妇女协会
。

之后
,

他

们把工作重点转 向农村
,

开办农民夜校
,

成立农 民抗 日自卫会
,

并

组织农民春耕互助会
, “

把抗 日宣传和解决农民切身利益结合起

来
,

动员农民保家卫 国
、

支援抗战
” 。

战地服务队还参加救亡报刊的宜传工作
。

如他们曾在《嘉兴民

国 日报 》上开辟
“

战地服务
”

专栏
,

前后共出了 ∃+ 期
,

并在 ∃%)( 年

双十节出了一期特刊
。

在南桥地区
,

除了在《奉贤民众 》报上辟有
“

战地服务
”

栏目外
,

还在《前报 》上编辑
“

战地工作
”

专栏
,

每天均有

几千字
。

此外
,

服务队还编辑发行了战地特刊和《防毒歌 》
、

《战地吼

声》
、

《杀敌》等战地小丛书
。

在金华
,

也曾编辑过多种战时教科书
。

所有这些书刊
,

都在当地发生过影响
。

第三
,

开展对 国民党军队中下级军官和士兵的政治教育
。

当

时
,

第八集团军总部举办了一个训练班
,

战地服务队队长钱亦石经

常地去训练班作时事报告
,

还讲授了《近代世界政治史》
,

借以提高

指挥员的政治认识
,

为正义战争而英勇奋斗
。

战地服务队还对第

八集团军总部特务连展开了政治教育工作
。

∃% )( 年底第八集团军在江 山县停留期间
,

由于伤后得不到妥

善的照顾
,

该地的伤兵三五成群
,

经常寻衅闹事
。

战地服务队到当

地的伤兵医院进行慰问演 出
,

石凌鹤还专门编写了《再上前线 》的

短剧
。

使伤兵看了很受感动
。

他们还协同当地的青年会服务团成

立伤兵俱乐部
,

向伤兵开展政治教育
,

使病愈的伤兵回到部队或返

回原籍
,

减少了伤兵肇事
。

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合作
,

当时
,

不仅在上海战区的国民党军队

萧昆
#
《在战地服务队里》

。

赖钦显
、

杨存原
#
《钱亦石 》

,

《中共党史人物传》第 ”卷
,

第 ∃%+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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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建立了由共产党领导的战地服务队
,

就是在其他战区
,

同样存在

着这种组织
。

如在徐州战区
,

国民党第二集团军第二十七师 (师长

黄樵松 )中的战地服务队
,

是由安塞吴堡青训班的冯文彬
、

胡乔木

负责组织起来的
,

∀+ 多名队员都是中共党员或民先队员
。

战地服务队的成员大多来自上海文化知识界
,

他们在民族存

亡的危急关头
,

毅然地
“

脱掉长衫
,

同赴战地
” ,

走上了抗 日民族

解放战争的第一线
,

把个人的命运同民族的命运紧紧地联结在一

起
,

这表现了知识分子和青年的觉醒
。

唐纳在悼念钱亦石的文中
,

这样说道
#

虽然钱亦石为救亡运动而光荣死去
,

但是
“

全中国千百

万忠诚的青年
,

热情的作家
,

将会学取你的精神
,

遵从你的遗志
,

继

承你的工作
,

不屈不挠地斗争下去的
,

一直到 日本帝国主义被打

倒
,

我们中华民族真正获得自由解放的时候 上”  这是 当时广大知

识分子的心声
。

−作者单位
#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 ∀

曲茹
、

高鲁
#
《和黄樵松将军共同战斗的日子》

,

《人民 日报 》
, ∃% & ( 年 ∋ 月 +& 日

。

7 钱亦石
#
《第八集团军战地眼务队队歌》

,

见凌裔《悼我们的队长 》
,
《新华日报》

, ∃%)&

年 + 月 +( 日
∗

 唐纳
#
《悼钱君亦石 》

,

《新华日报》
, 8 , )& 年 + 月 (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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