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试论抗日根据地的科技队伍建设

万立明

内容提要 抗战时期, 中国共产党认识到科技对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

作用。为此, 在陕甘宁边区和其他各抗日根据地内, 进行了必要的科技队伍

建设,逐步建立了一支有一定研究能力的科技队伍。本文从抗日根据地科技

队伍建设的环境营造、途径、科技人才的分布和科技队伍建设的评价等方面

加以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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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 中国共产党就认识到科技对经济发展的巨大

推动作用,并发出 用自然科学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 ! 的战斗号

令。为此,中国共产党克服种种困难,在陕甘宁边区和其他各抗日

根据地内,进行了必要的科技队伍建设,逐步建立了一支有一定研

究能力的科技队伍, 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然而目前学术界对于此

问题少有人关注。本文试从抗日根据地科技队伍建设的环境营

造、途径、科技人才的分布和科技队伍建设的评价等方面加以论

述。

一 尊重科技人才的环境营造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大都处在偏僻落后的地区,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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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环境恶劣、土地质量差,再加上敌人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围攻, 以

及自然灾害、疾病的侵袭,各边区经济陷入困境。面对这种艰难状

况,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毅然决定把科学技术工作列入

政府紧迫的议事日程。中国共产党这时已经深刻认识到科技的重

要性和科技人才的关键作用。中共中央和各边区政府采取了一系

列的有关优待科技人才、奖励科技发明和技术改进的措施。在当

时条件那样艰苦的情况下, 中国共产党对科技人员给予了特殊的

关怀和照顾,努力营造了一个尊重科技人才的良好环境。这是抗

日根据地进行科技队伍建设以发展科学技术的重要前提。

第一,高度重视科技人才,并给予优厚的待遇。

早在 1939年 12月毛泽东就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大量吸收知

识分子的决定∃,指出: 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 在建

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 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

伟大的抗战力量 , 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

的 。! 1941年 4月 23日,中央军委就发出#关于军队中吸收和对

待专门家的政策指示∃ % , 提出: 一个军队没有大量的专门家(军

事家、工程师、技师、医生等)参加, 是不可能成为一个有力量的组

织的 , 对上述各种人才一律以他们的专门学识为标准,给以充分

的负责工作,如工厂厂长、医院院长等。而不是以他们的政治认识

为标准,对他们应有充分的信任。在物质上, 以其能力学识给以特

别优待。对特殊人才不惜重金延聘。要保证他们的安全, 保证其

工作的条件。对政治学习和政治生活,他们可以自由参加或者不

参加。对他们的生活习惯,不应干涉。如果政治委员不懂技术,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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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权干涉该专家的专门工作。非党的专门人才要求入党时, 应采

取积极的态度, 不做过苛的要求。对新老专家的使用, 有以知识能

力为标准,不以新老资格为标准。 由此可知, 当时中国共产党对知

识分子的评判, 是把知识和技术是放在第一位的。1941 年 5月 1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通过#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 明确规定:

尊重知识分子,提倡科学知识与文艺运动,欢迎科学艺术人才 ,

欢迎医务人才 ! , 1942年 1月 1日边区政府正式公布实施#陕甘

宁边区施政纲领∃。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发表的#欢迎科学

艺术人才∃等社论中也指出: 我们虔诚欢迎一切科学艺术人才来

边区。 % 1942年 1月 6日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发出#关于网罗

技术专家的通知∃ ∋ , 号召: 凡农林牧畜、水利工矿医药等技术人

才,不论其为洋专家、土专家, 但有一技之长((广加搜罗。 这些

决议、指示和社论体现了当时中国共产党对科技人才的极大重视。

1941年 10 月发布了#晋冀鲁豫边区优待专门技术干部办

法∃,对于农业、工业、医疗等技术干部或技术员, 每月发给 15 至

50元不等的津贴费,并提供必需之图书仪器及工具等一些物质和

精神上的优待与帮助。) 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于 1942年 3 月

颁布#优待生产技术人员暂行办法∃, 把边区农业、林业、畜牧、水

利、工业、矿业等技术人员按照其学历、技术水平和对边区经济建

设的贡献等分为技正, 技士、技佐,技术员三级。每月发给他们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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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费分别为三十元、十五至二十元和十元。对有特殊贡献或特殊

困难者另外再给予奖励和补助。! 1942年 5月 12日陕甘宁边区

政府发出#关于建设厅技术干部待遇标准的命令∃ % , 将技术人员

分为四个等级, 分别在津贴、衣服、住宿、出差、饮食和书报供给等

方面给予特殊待遇。随后, 又#批准实施 1943 年度技术干部优待

办法∃ ∋ ,把技术人员分为甲乙丙丁四类,发给津贴 3升至 3 斗小

米价。还可以享受其他优厚的物质待遇。中央书记处也于 1942

年 5月 26日发布了#文化技术干部待遇条例∃), 规定给予技术人

员必须的工作条件(图书、仪器设备等) ,大胆地提拔他们做负责任

的工作(行政上或技术上) , 每月给予 3 至 30元不等的津贴, 在生

活待遇上也予以适当照顾。此外, 陕甘宁边区卫生处和财政厅也

发布了关于技术干部待遇标准的通知。这些法令规定对科技人员

实行优待政策, 目的在于吸引更多的科技人才投身于抗日根据地

的生产建设。

第二,通过各种方式奖励科学发明和技术改进。

抗日根据地先后出台了不少奖励科学发明和技术改进的政

策。1941年 7月 7日颁布实行的#晋察冀边区奖励生产技术条

例∃规定: 科技人才在农业、工业、矿业、林业、畜牧业、水利、医疗等

方面的技术发明、改良、制造及矿产之发现, 应给予荣誉及物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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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励。! 7月 23日#解放日报∃曾报道: 为了进一步推进(陕甘宁)

边区工业发展, 提高生产技术,建设厅对各工厂改进技术之职工予

以物质奖励。此次奖励额最高者达 300元, 为纺织厂技师朱次复

所得,其余有 150元、50 元、30 元、20 元、10 元、5元不等, 视其对

工业技术改进成绩之大小而定奖额之多寡。% 此外, 10月 15日晋

冀鲁豫边区也颁布了#晋冀鲁豫边区奖励生产技术办法∃, 对工农

业生产工具或方法有所改良与发明者 予以重奖。∋

陕甘宁边区和其他各抗日根据地还举办了各种展览会和劳动

英雄、模范表彰会。在展览会和表彰会上对有贡献的科技人员进

行表彰和发给物质奖励。仅陕甘宁边区从 1937- 1949年间举办

的各种展览会就达 74 个) (包括工业、农业、自然科学等展览

会) , 在展览会上对有突出贡献的科技人员和团体进行奖励。1943

年(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代表大会有各地选举出来

的200多位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从中选出 25位特等英雄模

范,每人得奖金 3万元。其次是甲等奖得奖金 2万元, 乙等奖得奖

金 1万元,另有奖品毛巾、袜子、肥皂、火柴和光华农场赠送的优良

作物种子等 ∗。1944年召开边区第二届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

大会,共有 476位英雄、模范参加, 大会选出特等劳动英雄和模范

工作者 74人,农业方面有申长林等, 工业方面有赵占魁、沈鸿、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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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道、袁广发、陈振夏等。并评出甲等劳动英雄 200人; 乙等 189

人,团体奖 5人。! 这种精神多于物质的表彰,给广大科技人员极

大的鼓舞,也是对他们劳动的尊重和肯定。

通过这些法令和条例,使优待和奖励的措施制度化、经常化,

并且能够得到法律上的保证。因此, 抗日根据地形成了一股尊重

科技、尊重科技人才的风气,改善了科技人员的生活,也使他们能

更好、更安心地从事科研工作。这种尊重科技人才的环境正是抗

日根据地能吸纳大批科技人才的重要因素。

二 科技队伍建设的主要途径

科技人才成为抗日根据地发展科技事业的决定性因素, 而当

时科技人员极其匮乏,科技队伍建设便成为最迫切最重要的任务。

中国共产党主要采取了三种途径来进行科技队伍建设,即团结、使

用原有科技人才;延揽党外的科技人才;培养自己的科技人才。

(一)团结、使用原有科技人才

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时期就吸纳了一批科技人员。抗战爆

发后, 这些科技人员都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 并委以重任。1944

年中共中央西北局还 号召边区一切有工业技术和学习过工业的

同志, 回到工业部门中来, 发起工业战线上的归队运动 。% 这些

原有科技人员在各抗日根据地发挥了领导和骨干作用。但是, 其

数量毕竟是有限的。比较典型的有刘鼎、陈凤桐、李强、张克威等

科技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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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鼎 1924年留学德国时就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 5月创

办延安摩托 ! 学校,并担任校长。1939- 1940年担任延安抗大主

任教员兼通信大队队长。1940- 1943 年任太行八路军总部军工

部部长。1944- 1945年任延安军工局副局长。1939年 6月,建议

在抗大第六期成立特科大队, 培养军事参谋和特种兵的技术人才,

被任命为大队长兼政委。

陈凤桐于 1936年 5月在北平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他由

军队转到地方工作, 任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农林牧殖局局长, 后

发起成立晋察冀边区自然科学界协会, 被选为理事长。

李强于 1925年 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军工局(中央军

委)副局长、局长,领导了组建军工局一、二、三厂, 军工局炼铁部,

陶瓷厂,焦炭厂和紫芳沟化学厂等,使陕甘宁边区形成了 & 个基本

上配套又比较正规的军工生产体系。1944 年 5 月在陕甘宁边区

厂长暨职工代表会议上被评为特等劳动英雄。毛泽东为其题词:

坚持到底 。%

张克威在 1936年 9 月 1日被吸收为中共正式党员。1939 年

3月,他任八路军总部参议, 不久晋升为高级参议。1940 年 5月,

他调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部民运部部长,年底民运部改为生产

部仍任部长,同时被选为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委员、参议员。1942

年秋, 他又兼任边区政府农林局长,生产部和农林局合署办公, 统

一进行农业科学试验示范推广工作, 指导部队和全区党政军民大

生产运动。

(二)延揽党外的科技人才

中国共产党营造了一个良好的尊重科学的环境。许多国统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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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人员深深感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纷纷聚集到共产党领

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不少人经过千难万险来到延安

和其他抗日根据地, 参加抗战建国的伟大斗争。择要列举以下几

位科技专家:

沈鸿在八一三事变之后, 不愿沦为亡国奴,便于 9月带领他开

办的利用锁厂的 7名青工和 10 部机床向大后方迁移。他逐渐认

识到共产党才是真心抗战的, 于是他带领全部工人和机器, 经西安

奔赴延安。他曾三次被评为陕甘宁边区的劳动模范和特等劳动模

范。1942年发给沈鸿的特等劳动模范奖状是由毛泽东主席亲笔

题写的 无限忠诚 四个大字。+ !

乐天宇毕业于国立北京农业大学, 抗战爆发后,决心离开较为

优裕的生活和妻子儿女, 于 1939年冬, 只身奔赴延安, 参加抗日救

国斗争。

钱志道 1938年 3月毕业于浙江大学化学系, 日军进逼太原,

钱志道失业。他失业家居时偶然看到#新华日报∃上刊登的八路军

为防毒募捐的启事后,立即给毛泽东主席写信自荐。1938年 4 月

底,他接到了毛泽东办公室秘书长李六如代表毛主席写给他的回

信,欢迎他到延安去, 并告诉他赴延安的路线。他兴奋万分, 随即

草草作了安排,于 5月 18日自开封动身, 到延安参加革命。5 月

28日经西安到达延安。

陆达 1936年被中国反帝大同盟吸收为成员, 受到了马克思主

义和中国共产党抗日统一战线的教育。1938年 1月他到达延安,

为庆幸自己到达圣地,从此更名为陆达。抵延安后,组织上分配他

到兵工局任工程师。1938年 4月在陕北公学学习期间,他加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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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

林华 1936年毕业于上海光华大学化学系,后就职于上海植物

油厂。抗战爆发后,他随迁到重庆植物油厂工作。在上海、重庆,

他目睹国民党政府贪污腐败, 消极抗战, 十分气愤,深知要抗日救

国,必须参加革命。1940年,经何穆介绍,到重庆红岩村第十八集

团军重庆办事处工作,更名林华。同年 11月,前往延安。

李苏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化学系,后考取了南京金陵大学理

科研究所化学部研究生。七七事变后, 李苏只读了一年研究生, 就

进入兵工署应用化学研究所, 后到四川泸州二十三兵工厂从事毒

气和防化学战的研究工作。他一边工作一边从事救亡活动, 1939

年 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初, 革命根据地延安筹办第一所

理工科大学 & & & 延安自然科学院, 急需高等教学人才。李苏经十

八集团军重庆办事处推荐,于 1940年 6月奔赴延安。

李世俊 1932年北平大学农学院农化系毕业。1936年冬以领

少将 军衔被召至南京国民政府军政部。抗战爆发后,李世俊带

领江心、相里矩、高应明等农林科技人员于 1937年 9月间投奔延

安, 1938年经刘少奇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三)培养自己的科技人才

在抗日根据地已经拥有了一批科技专家的基础上, 中国共产

党开始创办科技教育,建立了各级高等和中等科技学校,以培养自

己急需的各类科技人才。这种学校教育就逐渐成为抗日根据地科

技队伍建设的主要途径。

1939年 1月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通过了#发展国防教育
提高大众文化加强抗战力量案∃,这个决议案提出了发展边区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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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七项办法, 其中就有一项是 创设技术科学学校, 造就建设人

才 。! 1939年 5月中共中央决定建立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集科

技教育和科研于一体)。1941年 1月改建为延安自然科学院。它

是中共在抗日战争中创建的第一所培养科技干部的高等学校, 开

创了中共领导高等自然科学教育的先河。该院设立物理、化学、生

物、地矿四个系,还建立了机械实习厂、化工实习厂、化学实验室和

生物实验室等设施。自然科学院 以培养抗战建国的技术干部和

专门的技术人才为目的 % , 培养了既通晓革命理论、又掌握科技

专业、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人才。进自然科学院学习的人, 前前后

后约有 500余人。∋ 这批当年的青年学生, 绝大多数都成为业务

专家和领导骨干,或者成为大学的教授、工程师、研究员。

1940年 9月陕甘宁边区又成立了中国医科大学,它是在原延

安八路军卫生学校的基础上扩建而成的一所医科高等学校。中国

医科大学的任务是: 培养政治坚定、技术优良、作风艰苦的现代革

命医务技术人才。此外抗日根据地还设立了陕北通信学校、太行

工业学校、延安药科学校、延安农业学校等一批中等科技学校。由

于抗战和建国事业的需要, 当时中国共产党已经相当重视发展自

然科学教育,培养科学技术人才。

三 科技人才的主要分布

中国共产党已经认识到科技队伍建设的重要性, 并做出了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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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努力,因而抗日根据地逐步建立了一支有一定研究能力的科技

队伍,并不断壮大。从数量上看,虽已达到一定规模, 但其人数还

是远远不够的。1940年 2月成立了由科学家、技术家参加的陕甘

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 当时会员人数已经达到 330 人,按学科

分; 理科 110人;工科 120人;医科 50人:农科 45人。 ! 1942年 6

月 10日成立的晋察冀边区自然科学界协会分设了工、农、电、医等

学会。其中医学会有会员 31 人; 农学会会员 30 人; 电学会会员

39人;工学会会员 48人。合计会员 148 人。% 此外在晋冀鲁豫

和山东等抗日根据地也有少量的科技人员。如以张克威为首的晋

冀鲁豫边区的农林局和农业指导所有一部分科技人员。再从地域

分布上看,科技人员则相对比较集中。很明显聚集科技人才最多

的根据地是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仅参加自然科学研究会

的会员就达 330人。其次便是最早建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 并享

有模范根据地之称的晋察冀边区, 加入自然科学界协会的会员

148人。

另外, 从科技专家所从事的研究专业来看, 主要集中在农业、

工业(包括军事工业)和医学三个领域。抗日根据地拥有一大批农

业科技专家和技师, 还有一批工业领域的科技专家及技术员。其

中许多专家还担任了各根据地科研部门的重要领导职务。见表 1

和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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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抗日根据地主要农业科技专家基本情况表

姓名 类别 历任职务(抗战时期) 主要贡献

陈凌风 畜牧专家

陕甘宁边区建设厅农业局

局长兼任光华农场场长
( 1940 & 1945)

陈凤桐 农学家
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农
林牧殖局局长

在晋察冀边区组织开展科
学实验,提倡造林、护林、兴

修水利,创建农场、林场、牧
场等,发起成立晋察冀边区

自然科学界协会,创办学术
刊物#自然科学界∃

张克威 畜牧专家
1940 & 1945 年任八 路军
129师生产部部长,兼任晋

冀鲁豫边区政府农林局长

在晋冀鲁豫边区领导大生

产运动,引进和推广美国高
产玉米金皇后和小麦 169

等新品种、新技术取得了显
著成绩

乐天宇 农林生物学家

1941 & 1946 年在延安自然

科学院任生物系主任, 兼陕
甘宁边区林务局局长

曾几次组织考察山林和南

泥湾,采集了大量的植物标
本,与徐伟英等事编了#陕
甘宁边区药用植物志∃ , 填
补了植物学界这方面的空

白

康迪 植物病理学家
延安自然科学院教务主任、
预科主任

李世俊 农学家

陕甘宁边区建设厅技术室

主任、工业原料委员会主任
等职,后调任南泥湾垦区管

理委员会主任,兼军委总农
场场长

在发展陕甘宁棉花生产和
开辟南泥湾的艰巨事业中

有过重大贡献

表 2 抗日根据地主要工业领域科技专家基本情况表
姓名 类别 历任职务(抗战时期) 突出贡献

陈康白
留学德国的

有机化工博士

1939年 5月至 1946年 6月
历任延安自然科学院副院

长、院长

延安自然科学院的创始人

和任期最长的领导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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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类别 历任职务(抗战时期) 突出贡献

李强 无线电专家
1938年后任中央军委军工

局副局长、局长

领导编著了#四一式山炮堂
外弹道计算∃、#弹道计算
表∃等。我国人民兵工的创
始人之一

恽子强 化学教师
1944年任延安大学自然科

学院副院长

屈伯川
留学德国的

有机化工博士

1940年在延安参加自然科

学院的筹建工作,并任教育
处长

沈鸿 机械工程专家
1938 & 1945 年延安 茶坊
兵工厂 任总工程师

陕甘宁边区机器工业的创

始人之一,中国机械工业的
卓越领导人之一

钱志道 化工专家

1939 & 1945 年先后任中央

军委军工局三厂厂长兼工
程主任,军工局一厂化学总

工程师

陕甘宁边区基本化学工业

开拓者之一,长期从事火炸
药和弹药的研究和组织领

导工作

刘鼎 兵工专家
先后担任太行八路军总部
军工部长和延安军工局副

局长

我国兵器工业的主要创建

者和领导人之一

林华 化工专家
先后任延安自然科学院教

员、玻璃厂厂长

他不畏困难, 创造条件, 先

后生产出玻璃、耐酸陶瓷、

耐火材料等

陆达
冶金工程

技术专家

先后任延安兵工局工程师、
八路军总部军工部工程处

副处长、工业学校副校长、
青城及故县各厂厂长

在抗日根据地极端艰苦的
条件下,将白口生铁铸件韧

化处理加工制作炮弹;为了
生产灰口生铁,创建了故县

铁厂

李苏 化工专家

历任延安自然科学院讲师、

教授、化学系主任、化工系
主任

曾分馏煤焦油得苯、甲苯

等,并用甲苯制三硝基甲
苯, 在边区届首创, 受边区

财委表扬

吴运铎 兵工专家

抗日战争中,在条件极端困

难的情况下研制出杀伤力
很强的枪榴弹和发射架及

各种地雷、手榴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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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类别 历任职务(抗战时期) 突出贡献

阎沛霖 教育家
延安自然科学院教员、班主

任、物理系主任

我国计算机事业的创建者

之一

表 1和表 2的资料来源于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编的各卷#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

(理学篇、工学篇、工程技术篇和农学篇) 和#延安自然科学院史料∀附录∃ (中共党史资

料出版社 1986年版)的有关内容

同时,抗日根据地还建立了一支具有高度政治觉悟、技术精益

求精的医疗卫生队伍。陕甘宁就汇集了傅连璋、何穆、魏一斋、金

茂岳、侯建有等国内一流医生,以及一批药剂、检验、护理、助产、公

卫等各种技术人员。! 晋察冀边区先后动员、吸收了地方受过正

规医学教育或富有实践经验的专家、医生、护士、药剂师近百人参

加了军区卫生工作。其中著名的有:原河北医学院教授,曾留学日

本的病理学博士殷希鹏; 原河北医学院微生物学教授刘璞; 日本留

学生、小儿科专家陈淇园;日本留学生、眼科专家张文奇;北平协和

医院毕业生周之望、崔蕴如、郭庆兰、任彬,医科大学毕业生张录增

等。%

四 科技队伍建设的简要评价

首先, 在自然科学的光辉从未照临过的荒土上 ∋ ,中国共产

党建立起了自己科技队伍, 为根据地的科技发展和生产建设打下

良好的基础。科技队伍的建立与当时颁行的正确政策和措施密不

可分。同时也充分说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具有远见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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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对科技和人才的重要性认识明确,并给予极大的支持和关怀。

其次,抗日根据地建立的科技队伍活跃在边区的各条战线, 成

为工农业、医疗卫生等方面的技术骨干或是该行业的领导干部, 用

他们的技术专长为边区的经济建设服务。他们还取得了各种科研

成果,如创造了许多科学的生产方法,发明、革新、试制出许多新产

品等, 直接运用于工农业生产, 并转变为现实的生产力, 打破了边

区传统的生产力格局,给边区工农业生产带来了新气象,推动边区

经济的发展,对于巩固后方,支援前线方面也做出了重要贡献。例

如设计制造了许多机器的沈鸿和创立了边区基本化学工业的钱志

道,他们被授予模范工程师的称号。还有创建边区石油工业的延

长石油厂厂长陈振夏和利用土产改进装备的难民纺织厂厂长吴生

秀,他们被授予模范厂长的称号。

再次,绝大多数科技人员在解放战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仍然在科技战线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他们具有光荣的延安传统

和优良作风,许多人为新中国科技事业的起步和腾飞做出了贡献。

如沈鸿、刘鼎、陆达人同志建国后都担任了加家部委级领导职务,

并承担了国家重点科研项目, 有些还被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他

们对新中国科技的快速发展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综上所述, 抗日根据地的科技队伍建设无疑是一项正确而又

成功的举措。广大科技人员充分发挥了他们的聪明才智, 自力更

生地开发和利用当地资源, 发展了生产, 改善了人民生活, 保卫了

边区,粉碎了敌人的种种阴谋和挑衅。科学技术在延安时期就显

示过它的巨大威力,而且当年这些科技人员对建国以后科技工作

的开展也有着深远影响, 给我们今天留下了宝贵的理论财富。

(作者万立明,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生)

(责任编辑:李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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