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短功大
3000学员成抗战骨干

1939年5月15日，南岳游干班
第一期第一至第六队的学员正式
毕业，在南岳大庙坪举行了毕业典
礼。会场上群情激奋，士气高昂。

“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
灭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哪
怕那山高水又深。”《游击队之歌》
的歌声此起彼伏，响彻大庙上空。

同年 6月 15日，南岳游干班第
二期开学，由李涛接替叶剑英担任
中共代表团团长。9月 20日，游干
班第二期毕业。鉴于国民党当局
在训练班里增设国民党特别党部
和三民主义青年团等组织，排斥、
限制共产党的行为日益增多和表
面化。次年 3月，游干班第三期结
束后，中共中央代表团撤出游干
班，返回延安。

“虽然开班时间短暂，但影响
深远。”陈瑶光表示，南岳游干班三
期一共培养3108名学员，为抗日战
场输送了一大批游击骨干和军事
人才。

其中，第一期学员郭雪萍为中
共秘密党员，游干班结束后，先后
担任国民党第 31 集团军少将旅
长、鄂豫边区游击队总指挥部政治
部少将、游击第五纵队指挥官兼枣
阳县县长，为中国革命作出积极的
贡献，1941 年被国民党反动派秘
密杀害。

南岳游干班也是国共合作的
一个缩影，是抗日民族战线能否真
正统一的“试验田”。虽然其间充
满了合作与斗争、挑衅与反击、团
结与分裂，但周恩来、叶剑英、李涛
等共产党人，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
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坚持以
斗争促合作、促团结，使合作办班
得以延续，使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政策深入人心。

一些国民党学员开始接受共
产党的主张；一些学员与八路军、
新四军建立联系，并肩战斗；更有
顾伯瑜、程鲁、吴众等学员脱离国
民党部队，加入共产党队伍。

80多年过去，南岳衡山的烽火
早已熄灭，但南岳游干班的历史意
义从未褪色。它是抗战时期国共
合作的生动见证，是中国军民“不
畏强暴、血战到底”的精神缩影，更
是“团结”二字在民族危亡时刻的
力量彰显。

“我们南岳游干班陈列馆已经
变成了红色教育基地。仅过去一
年，就有12万余人次来这里学习考
察。”陈瑶光说。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南岳游
干班所承载的团结抗战、爱国奉
献、自强不息的精神，正激励着一
代又一代人不忘初心、奋勇前行。

A09 第10站
湖南省衡阳市

20252025年年77月月2323日日 星期三星期三
责编责编：：赵赵璇璇
美编美编：：张妍张妍 校对校对：：溯者溯者

扫
码
看
视
频

第二次国共合作“试验田”

“南岳游干班”，抗战岁月敌后游击的战略抉择

7 月 10 日，盛夏时
分，蝉鸣声声。在潇湘大
地的湖南衡阳衡山山脉
中，南岳七十二峰绵延八
百里。

就在这星罗棋布的
峰峦之间，集贤峰虽无首
峰的独特意义，也非远近
闻名的最高峰——祝融
峰那般夺目，却仍在群峰
的映衬下，藏着属于自己
的故事，静待被人探寻。

80 多年前，集贤峰
侧白龙潭上方的一所学
校旧址，开启了一段意义
非凡的办学历程。

在这里，国共两党共
同创办“南岳游击干部训
练班”（以下简称“南岳游
干班”）。这是第一次南岳
军事会议的成果，更是抗
战时期第二次国共合作背
景下，发展壮大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的伟大创举。树
木葱茏的雅静校舍，成了
抗战时期国共合作、共御
外敌的最好见证。

时光如流，人间已换
新天。位于南岳区金沙
路的南岳游干班陈列馆，
依然在无声地诉说着这
段传奇故事。它唤醒了
沉睡的烽火记忆，让那段
团结御敌的峥嵘岁月再
次焕发光芒。
衡阳日报全媒体记者
颜艳妮/文
彭斌 王皓永 陈路华
图/视频

南岳游干班的开办酝酿
已久。

1937年7月7日，震惊中
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早已
对中华大地虎视眈眈的日本
帝国主义全面发动侵华战
争。第二天，中共中央通电
全国，发表全民族抗战宣言，
严正指出：“平津危急！华北
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强
调：“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
才是我们的出路！”

“加上之前的‘九一八’
事变，使中日之间的民族矛
盾盖过国内主要矛盾，而‘西
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成了
国共第二次合作，初步形成
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全国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几点
正是促成游干班开办的主要
政治原因。”南岳区委统战部
副部长陈瑶光介绍。

1937年底，国共两党就合
作抗日问题在武汉达成协议，
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向国民
党当局提出了举办游击干部
训练班的建议。由于正面战
场屡屡受挫，蒋介石很快就接
受了这一建议，并在武汉举办
了珞珈山游击干部班，但只办
了一期就没了下文。

时间来到 1938 年。这
一年，日军先后占领武汉、广
州，国民政府被迫迁都重
庆。此时，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八路军、新四军却在敌后
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
争，收复了大片失地，促使国
民党上层人士进一步认识到
游击战在对日作战中的重要
地位和作用。

“在第一次南岳军事会
议上，周恩来就两党共同创
办游干班的具体事宜提出了

相关建议，会议决定在南岳
举办游干班，请中共中央派
人来担任教官，讲授游击
战。”南岳游干班陈列馆讲解
员郑晓红告诉记者，游干班
的选址也是几经更改，从长
沙到衡阳，最后选在了南岳
圣经学校。

中共派谁去最合适？
“当时叶剑英已经出任

由红军改编的八路军参谋
长，但考虑到他具有丰富的
教学经验、实战经验以及统
战工作经验，所以中共中央
派出以他为代表的 30 余人
中共代表团，来南岳参与创
办游干班。”陈瑶光说。

1939 年 2 月 15 日，南岳
游干班第一期正式开学。由
蒋介石兼主任，白崇禧、陈诚
兼副主任，汤恩伯任教育长，
叶剑英任副教育长。

走进南岳游干班陈列
馆，1000多平方米的布展面
积里，一张张泛黄的老照片、
一件件老旧的历史遗物，在
带领游客追溯游干班历史脉
络的同时，传承其团结协作、
攻坚克难的民族精神。

“游干班第一期共招收
了 1046 名 学 员 ，编 为 8 个
队。办学集中国共两党的军
事教育经验，呈现出鲜明的

实战导向。”郑晓红介绍，游
干班共开设 24门课程，分为
精神训练、政治训练和军事
训练三大类。游击战争是教
育训练的中心，包含游击战
争概论、游击战争理论基础
等9个方面内容。

游击战的授课主要由中
共教官负责。由于没有现成
的教材，中共教官们便以
毛泽东关于抗日游击战的论

述为指导，结合八路军、
新四军开展敌后游击战
的实践经验，先集体讨论
研究，然后按照在衡阳初
编的《游击战术》和《游击
政工》两本讲义备课写教
学方案。

“在课堂上，游击战
争战略家叶剑英先生的

《游击战争概论》一课，
最为学员们所爱好。”时
任国际新闻社记者的高
泳在一篇通讯中，生动
描述了叶剑英讲课时受
到 学 员 热 烈 欢 迎 的情
景。他这样写道：“每次
上课两小时，总要发生学

生提出延长时间的要求。”“下
课的号声响了，听众还是不愿
走，‘再讲5分钟好不好’这个
问题常常被提出来……”

陈瑶光告诉记者，连国民
党一些军官也慕名从长沙、衡
阳赶来听课，甚至还有南岳寺
庙里的和尚。课堂容纳不下
时，就在外面操场上上大课。

南岳游干班的教学完全
以实战为核心。衡山火车站、
师古桥畔、茶恩寺旁……每周
的游击战术实习，到处活跃着
游干班教官与学员们的身影。
他们实地演习对敌的袭击战
斗、伏击战斗、自卫退却等，将
课堂理论转化为实战能力。

除军事训练外，南岳游
干班还特别重视群众工作。
叶剑英用鱼和水的比喻说明
开展游击战争必须紧密依靠
群众。这一理念影响了不少
国民党学员，改变了他们“单
纯军事对抗”的认识。教育
长汤恩伯知道后，对学员们
说：“过去我们为什么老打不
过他们呢？因为他们同民众
是鱼水关系。”

烽火山河，敌后游击的战略抉择

两党携手，实战导向的教育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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