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抗日战争中

沦陷区青年学生投奔大后方的回顾

张振昆鸟

在林林总总的中国近代史和抗日战争史著作中,我第一次看

到讲述抗战时期的人口流动和迁徙问题的,是郭廷以的 中国近代

史纲 ,这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1990年代中, 刘大年邀我协助完

成 中国复兴枢纽 ! ! ! 抗日战争的八年 的编写时,我就提出应补

上这样的内容。得他同意, 由姜涛写初稿, 他本人修改增补, 形成

书中的一节∀国内人口迁徙#。里面分析了抗战期间中国人口流动

的三种情况:一是战争初起时敌占地区人口内徙,难民流亡, 从战

地前沿向大后方迁徙;二是大批知识分子从四面八方奔赴共产党

领导的陕甘宁边区; 三是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同日军不间断地∀扫

荡#与∀反扫荡#中,根据地人口不间断地在一定范围里反复迁徙流

动。此书出版后我继续关注这个问题, 渐渐领悟到,抗战时期还有

一种人口迁徙, 就是沦陷区青年学生奔赴大后方。

这里所说的青年学生,基本上是大、中学生,以高中生为主; 他

们不是在日本侵略军将到或刚到时逃出去,而是在日伪统治相对

稳定地区的学校就读一段时间以后选择离开,投奔大后方, 主要去

西北西南各地。本文将主要说一点北平(日伪统治时期称北京)的

情况。

七七事变后不久北平就被日军占领, 1938 ! 1939年这里的青

年学生已有人奔赴内地和大后方,进入 1940年代,出走者日益增

多, 1942 ! 1944年达到高潮,一直延续到抗战胜利才终止。

这种迁徙的一大特点是秘密性。这是因为这种行动根本上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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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反日性质,在日伪统治下就不能公开,不能声张;为安全起见, 一

般除家人、亲属及最可信赖的师友外,绝不向其他人透露。在学校

里,在班上,往往是某同学多日不见, 才渐渐传出∀已经走了# ! ! !

去了大后方;有的甚至∀失踪#多年后(抗战胜利后或更晚)才为人

所知。与此相关联, 这种行动总是零散的,大多是个人独行或少数

人结伴同行,不可能采取大规模的集体行动。

根据我的亲身经历、见闻以及几位朋友提供的各自经历、见闻

资料,战时北平青年学生赴大后方可举如下一些事实。

1939年我进入北平辅仁大学附属中学,一直读到高三。这期

间我的同年级同学陆续离校奔赴大后方的有王毓栋、邵绪平(他们

两人与一位高年级的同学姜明结伴,于 1941年 4月 6日悄悄离平

南下,经上海、香港(时在英国统治下)、广州湾(时为法国租借地,

即湛江) , 辗转到广西桂林, 是我们班上最早的出走者。另有邓国

璋、莽克信、于缵荣、姚尚友、庄敬伯、王丙寅、张振昆鸟。这个名单不

一定完整,也许还有这样的同学我不知道;但只此 9人出自一个年

级(初一、初二、高一时分三班,初三、高二、高三时分两班) , 为数不

少了。

学校里不只我们一个年级有人出走,其他班级也有,如高我一

年的有于世斌等,高我两年的有鄂秉信等。极有可能那几年辅仁

中学每个班级(主要是高中各班级)都有人去后方,去后方有一定

的普遍性,只是详情不会有记录,也难以调查了。

这种普遍性可能存在于当时北平许多中学,各中学都时常有

人走上去后方的路。例如,齐世荣 1942年在四存中学读高一时随

亲戚去重庆;同年在市立四中读高二的熙啸雄离校去洛阳;张奇

1943年从汇文中学高中去西安(后去洋县入国立一中) ;同年崔行

之从顺义(当时属河北省)牛栏山师范毕业去西安; 这一年 6月志

成中学的高德超等 5人高中一毕业就结伴前往内地洛阳, 比他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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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班的同学张连举此前已去了兰州,他的亲戚、与他同龄的马振中

市立第二中学毕业后去了内地;我的同乡李正民从河北北京高中

(校址在地安门附近)去了重庆;其他中学当也有类似情况。

当时北平的大学不多, 而大学生也多有去后方的。我确知的

同乡中就有三人,一是赵东征,辅仁大学物理系学生;一为张肃文,

就读于日伪政权下的北京大学工学院: 他们都是我去后方的同路

人。另一位是他们两人的亲戚,曾与他们住在一起, 比他们年岁

大,好像也读北大工学院,一毕业就去了后方, 我已记不起他的名

字。还有我的一位同班同学李周的姐姐李陶钦及其同学陶凤娟二

人于 1943年一起从辅仁大学去成都,等等。

感谢徐秀丽的介绍, 我得以读到赵宝煦的一本著作 途程 ! ! !
抱虚斋诗文稿 (东方出版社 1998 年版) , 里面一篇长文 ∀南行

记# ,提供了抗战时期北平大、中学生(还有教师)投奔大后方的多

个实例。据其记述, 1943 年 1 月 21日, ∀正在伪北大工学院化工
系一年级读书#的该文作者本人与∀读中国大学#的纪冬, ∀中学毕

业没考上大学的振英#(二人都是他竞存中学时的同学)及∀一位伪

北大物理系的一年级女同学若花#一行 4人离北平南下, 经商丘、

亳州,过∀阴阳界#脱离了沦陷区,到界首。在这里听到辅仁大学的

名教授英千里、沈兼士由此去了重庆的消息。然后经洛阳去西安。

一到西安∀就有几个北平出来的学生跑来看我们#, 他的∀ 小学同

学、毕业后一同考取市立第二中学#的∀桂良也在其中#。不久又碰
到∀竞存中学的同学#国良、高贤以及∀竞存中学时的体育老师赵瑞

林#等∀好几个熟人#,还有一个∀也是从北平逃出的学生#小杨。到

重庆, 先遇到姓田的辅仁大学学生(在北平时曾有联系,当时化名

小贾, ∀是国民党在北平的地下工作人员,专门介绍青年南去#) , 后
报考大学, ∀意外遇到许多北平时的老同学#, 包括天岳, ∀还有高贤

的侄子日新,也是竞存中学同学#。最后参加了一次教育部的∀ 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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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考试#,被保送去昆明西南联大继续读书。(另有∀不少同学, 也

都收到大学录取通知#: ∀天岳被重庆大学录取,春葵他们考进中央

大学#。)从重庆去昆明途中,又遇到一位∀竞存同学#刘士伟。(由

此看来,竞存中学去大后方的师生真不少。)这个记述很能反映当

时北平青年学生投向大后方的盛况。

综合各种情况可以看到, 1940 年代上半叶, 在日本武力侵占

下的北平各大中学内有一股潜流,不断把各校的青年学生涌向抗

战的大后方。就一天两天、一校两校来说, 流出量可能都不很大,

但统全市学校之众, 积数年之久,流出的总数应是可观的。

再从∀流入#即这些青年学生到达大后方后的情况举一个事

实。

我手头有一个名单, 是抗战最后一年即 1944 ! 1945年度重庆

国立中央大学柏溪分校(一年级生) ∀平津同学会#部分成员姓名,

他们是:王正路、许世清、员( Yun)霖、戚其章、李鸿勋、章莼、高德

超、朱恩元、李季伦、施正鲁、张亨瑞(女)、易光焕(女)、周尔婉

(女)、傅启勋、边云波、潘其德(女)、刘维垣、王尔毅、黄化一、刘梓

荣、杨昭庆、王仲农、于世斌、孙增 (女)、林彭年、戎国仁、刘文典、

张作榘、刘铁珊、蔡信、马春远。∀平津同学会#顾名思义是由∀曾在
北平、天津上过学的#同学组成的,以来自北平者较多。这个名单

是三位当事人戚其章、高德超、李季伦共同回忆起来的。他们记忆

中这个同学会里有三四十人, 现在只能想起这 31人。(其中的马

春远是七七事变之初随家长逃离北平、辗转到重庆的, 不属本文所

说的∀沦陷区青年学生#。)另有邓道光、靳文光二人,无法确定。中

大这个年级有这么些人从沦陷区平津∀流入#,其他各年级必定也

有;中大一校有,大后方其他许多高等院校也会有:举一反三,后方

各高等院校中由北平流入的学生总数应该是可观的,这在一定程

度上可与前举流出数相印证。

∃211∃

抗日战争中沦陷区青年学生投奔大后方的回顾



我手头有老同学刘敬坤转来的一篇 1 万多字的文稿 从孤岛

到陪都 ,是现居南京的潘君拯写的, 详细记述他当年从沦陷区上

海奔赴大后方的历程。他于 1941年夏考进已迁入上海法租界的

国立交通大学, 12 月 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挑起太平洋战争)日

军进占租界,他决定脱离那个∀孤岛#到内地去。1942年 2 月 21

日(农历正月初七)他从上海出发去浙江, 穿过日军封锁线, 3月下

旬到龙泉浙江大学分校借读。5月底日军打到金华, 不得不再南

逃, 6月底上路去福建, 经江西、广东、湖南、广西、贵州, 长途跋涉,

最后于 10月 1日到达重庆。他当时 19岁,全程大多只身独行, 有

时找到同伴,途中遇到不少原来熟识的同学或不相识的上海学生

(其中有后来去了美国、获得诺贝尔奖的李政道,途经赣州、贵阳时

两次相遇)。由此可见上海沦陷期间青年学生奔赴大后方情况的

一斑。

下面再举几例经历大后方之行者的自述。

戚其章。山东威海人, 生于 1925 年 3 月。1941年夏威海育

华中学初中毕业,考入北平燕京大学附中高一。同年 12 月 8日,

日本兵封门,学生被赶出, 辍学回威海。不久转去南京, 入鼓楼中

学插班高一。1942年夏, 鼓楼中学被日伪勒令停办, 决定去后方

读书。单身一人冒险出行, 去安徽亳县; 穿过∀两不管#地带到界

首;经洛阳、宝鸡去汉中, 投奔西北医学院的一名学生, 不遇; 得该

校另一名学生(曾在威海读中学)的帮助, 暂时住下。10月, 去四

川绵阳,拟入国立第六中学;因考期已过,该校拒收。巧遇原威海

中学初一时的一同班同学, 经他求六中一位老师介绍到江油县一

水利工程处打工。1943 年秋再考六中插班生,跳了一班, 直接读

高三。1944年毕业,去重庆考入中央大学。(录自 2007年 6月 11

日来信。本人现在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高德超。河北安新人, 生于 1923 年。1943年 6月北平志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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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毕业,即与同班同学朱之舫(女)、方之鸿、赵杰民、邹光明及邹

的一位孙姓友人共 6人结伴投奔后方。由北平乘车去徐州, 转商

丘,徒步一天到亳县。入住旅馆办了两件事: 一是把∀联银券#以 1

%13换成法币,一是把北平∀居住证#留下。次晨,旅馆伙计带领出

城门, 通过日伪军的严格检查, 进入∀无人区#。行十数里到六里

桥,一个永记不忘的地方,是内地的最前方, 见野地里竖立着一标

牌,上书∀抗战必胜, 建国必成#八个大字,大家心情振奋,不由得脱

口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在这里一个 棚里办了登记。又上

路,不久到达内地最前沿的界首镇。接着又经漯河到目的地洛阳。

正值 7月 7日, 见满街挂着国旗, 大家都很高兴, 就此分手。我这

时已没有钱,便住进教育部和第一战区合办的∀战地失业失学青年
招致委员会招待所#(所内分 4个大队, 按文化水平分队,我们高中

毕业以上包括大学生为第一队。总人数几百人) , 先后住了 4 个

月;其间一度到西安参加中央大学和西北工学院的考试,考后拟在

西安谋职未成, 又回洛阳。10月底得到通知,二校皆被录取。当

时河北省政府流亡在洛阳南郊,我去教育厅请求帮助, 厅长贺翊新

(曾在北平大同中学任校长)建议我上中大, 并资助我法币 1500

元。∀招待所#主任张选之为我向一战区办公室申请到 1000元。

我又从洛阳基督教堂得到救济金 300元。于是离洛阳去宝鸡, 一

路搭乘便车经广元到重庆( 11月)。中央大学报到后又办休学, 去

中学任教一年。1944年复学到柏溪。(综合 2007年 6月 30日、7

月 5日、7月 10日、7月 25日 4次来信。本人原在天津铁路工程

学校工作,退休后住在天津)

聂宝璋。河北省(今天津市)蓟县人, 1922年生。1935 ! 1941

年就读于北平市立第一中学。亲历了日本侵略军全副武装耀武扬

威进入北平,校内出现表情冷酷的日本教员, 日文也成了中学的必

修课,于是畏惧之余增加了反感。1938 年后, 父辈兄弟三人相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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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端遭日军逮捕, 由此仇日心绪与日俱增。1939年, 读育英高三

的大哥第一个离北平奔向大后方重庆。又有一位表叔在辅仁大学

读研阶段去了重庆。1941年我高中毕业,决心不报考日本人控制

的北大,而选择了法国教会办的天津工商学院。学院位于天津英

租界,本来没有日本势力的痕迹,但入学不到半年,太平洋战起, 校

内增添了日本顾问和日文课, 气氛越来越令人窒息。随之在表面

平静的校园里渐渐形成一股摆脱压迫、逃离牢笼、寻求自由之地的

暗潮。到了第二学年,就发现有的同学悄然不见了; 时间一久, 大

家都知道是往∀大后方#了。∀去大后方#似乎成了一种时尚, 每个

学生都在自问, ∀人家走了,我怎么办?#对我来说, 一时很难做出决

断。随着时间的推移, ∀亡国奴#的窒息感越来越强。书实在读不
下去了,最后终于做出远行的决定。1944年 3月 18日踏上征途,

我们一行 5人从北平前门站出发去河南商丘, 转日占区前沿城市

安徽亳州,冲过盗匪出没的∀缓冲区#到界首。这里就算到了内地,

每个人都有到家的感觉, 沦陷区的压抑感没有了。由此去洛阳, 又

南下约百余里到白杨镇河北中学找到在那里任职的大哥。不久日

军攻占洛阳,肆虐豫西南,河北中学被迫迁移;随校西去卢氏,经陕

西蓝田,最后落脚于周至。在逃难中, 原由北平结伴的 5人已失

散,个人决定去重庆。经过一段从未有过的生活困难, 在重庆警察

厅下的一个∀经济检查队#找到一份∀临时雇员#的工作;同时向国

民政府教育部提出去国立西南联大借读的申请。得其批准, 1945

年初去昆明,进入这所自由空气极浓的学府, 与一些先我而至的天

津工商学院的同学重聚到一起。(摘自文稿 ∀自由之旅#故事 ,

2007年 7月 1日。本人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张振昆鸟。河北正定人, 1926年 5月生。辅仁中学读书时, 进

入高中后渐萌去大后方之志。高三时有了机会: 在流亡于陕西的

河北省政府民政厅工作的同乡赵清珍 1944年秋来北平接家属,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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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搭伴同行。1945年 1 月末离北平去山西太谷,南下义棠, 过汾

河(日军封锁线) ,即进入抗战第二战区地界, 精神为之一振。由此

徒步北上孝义, 折而西南,穿过吕梁山区,经大麦郊、隰县、大宁, 到

吉县, 时为阎锡山的山西省政府所在。在吉县过春节( 2 月 13

日) ,渡黄河(河面冰融, 涉水而过, 冷彻骨髓) , 入陕西界到宜川。

南下经韩城、合阳、大荔到华阴,乘火车到达目的地西安。在西安

稍停顿,街遇中学同班同学王丙寅;到一个接待流亡学生的机构登

记,领得一纸证书,成为后来考大学、进大学的有效凭证。虚报学

历为辅仁大学在读生,经人介绍到岐山县初中教书(该校曾有辅仁

大学数学系一学生任教)。大约两三个月后该校发生学潮, 即辞职

去赵清珍家(在眉阝县农村)寄居准备考学。此期间,得知中学同班

同学邓国璋在四川阆中国立第四中学读书,彼此通了信;姚尚友在

武功农学院读书, 曾前去看望。6月底去宝鸡, 乘长途汽车去重

庆。找到同乡李正民。考进中央大学, 11 月到柏溪入学。(本人

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从以上 4人的经历中可以看到: 直到 1944年初, 从北方沦陷

区去后方有一条主通道就是从安徽亳县去界首, 其总站是洛阳。

1944年春,侵华日军发起豫湘桂战役, 5月占领洛阳, 这条路线被

截断,所以 1945年初由北平去后方就改走山西一路,总站为西安。

此外可能还有别的路线。但不论走哪条线, 行程中都有艰辛、凶

险;而且到达目的地后, 往往还要经受一段飘泊流浪,有时还要忍

饥挨饿(高德超、聂宝璋都有过每日一餐的经历) , 而后才能找到立

足之地,安定下来。在一定意义上,整个行程就是一场磨难, 而这

种磨难是那些青年学子自觉自愿自加自找的。在磨难中实现自己

的愿望,他们无怨无悔。

这些青年学生为什么一心要去大后方呢? 每个人可能都有一

条两条或更多条独特的原因, 但根本的一条是共同的, 就是痛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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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侵略者, 不甘心受敌伪统治, 要找回自己的祖国,参与抗战或求

学。正是这个共同的信念激励着他们抗酷暑, 战严寒, 跋山涉水,

踏破千里征程; 这也就造成一种战时特殊的人口迁徙和流动。这

是一场持续数年的大流动,其始发点以平、津和上海两个地区为中

心,遍及曾沦于日伪统治下有大、中学校的一切地区。这个大流动

不仅满载着那些莘莘学子各自的追求, 也寄托了沦陷区更多的爱

国青年的憧憬。

追踪沦陷区青年学生进入大后方后的去路,大体上可看到三

条:一,直接投身抗日斗争,如我的中学班友于缵荣加入空军即是;

二,参加实际工作,如我的同乡赵东征当了中学老师;这两种情况

似乎都占少数, 多数则是三,继续求学:原来的大学生插班于各地

高等院校,原来的中学生或早或晚纷纷考入大学。总之,他们大多

很快就融入了大后方的大社会,基本上实现了各得其所。

至于这些人后来的发展和作为,那恐怕是千差万别。不过, 我

那位已定居美国多年的总角之交姚尚友的说法很值得注意: ∀在台

湾,从 1950 ! 2000这中间,许多不同岗位上的主力人物,几乎大部

分是曾有这种(从沦陷区到大后方)经验的知识分子, 政府、军队、

文化、财经,&流亡学生∋ 出身的甚多。#( 2007年 6月 14日来信)以

此比对,可以说,在大陆, 同一时间中,许多方面、特别是文化教育、

科学技术、医药卫生等领域的专业骨干, 有此经历者为数是不少

的。他们的专业基础很大程度上是到大后方上大学打下的, 他们

也在当年的大后方之行中得到锻炼:事实证明,那条路对他们的人

生成长是有益大有益的。

(作者张振昆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李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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