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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uwanglishi Kangrizhanzhenghuiyilu

序言

在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60周年之际，银川市
离休干部党委组织编写了《勿忘历史》一书，是我们银川市参加过
抗日战争的老同志撰写的回忆录。在中华民族正走向和平崛起、
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的今天，编写这样一本书，具有重大的现实意
义。

1937年 7月 7日，日本侵略者悍然进攻卢沟桥，发动了全面
侵华战争，中国军民奋起抵抗，经过八年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中
国人民付出了重大的民族牺牲，终于在 1945年 8月 15日，取得
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抗日战争的
胜利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重要贡献。正是中国军民不屈不
挠的英勇斗争，在中国战场上牵制了 90%以上的日军陆军主力，
使日军军部早已制定的北上入侵苏联的战略计划无力实施，使苏
联避免了东西两线作战的局面，得以集中力量进行卫国战争，吸
引并击败了 80%以上的法西斯德国军事力量，为欧洲战场的胜利
做出了决定性贡献。正是中国军民前赴后继的坚决抗战，在太平
洋战争爆发后，使日军无法抽调兵力南下，不仅有力地支持了太
平洋战争的胜利，而且保卫了缅甸、印度等盟军的战略后方。

抗日战争的胜利，是 1840年以来，中华民族抵抗外来侵略取
得的第一次全面彻底的胜利。毛泽东同志指出：抗日战争是“战争
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抗日战争的胜
利，是一个经济社会发展落后的农业国对一个武装到牙齿的工业
强国与军事强国的胜利，是中华民族创造的一个战争奇迹；抗日
战争的胜利，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形成的巨大凝聚力、强烈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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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心和不畏强暴、不怕牺牲的民族精神的胜利；抗日战争的胜利，
是中国共产党的大力倡导和弘扬，全民族凝聚的爱国主义、集体
主义精神和自强不息、不屈不挠的民心士气的胜利。抗日战争的
胜利，唤醒了中华民族这一东方睡狮，激发出了中华民族的强大
活力，进一步增强了民族自信心，标志着中华民族从此走上了复
兴之路。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亡。忘记历史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民
族。勿忘历史，勿忘国耻，加强对青少年的历史教育，继续保持和
发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把这种精神转化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动力，早日建成全面小康社会与社会主义和
谐社会，中华民族才会自强于世界民族之林。

通过编辑这本书，通过我们身边这些老同志的亲身经历教育
人们，不忘昨天，是为了今天和明天。我们要记住那段历史，唤醒
人类的良知，以求不再发生那样的惨剧；同时展示我国人民团结
奋斗的精神。让历史说明，只有中日两国人民和世界上一切爱好
和平的人民团结起来，共同反对和制止战争的灾难，人类才能共
享和平的阳光。

刘立言

2005年 6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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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
———访抗日老战士张熙如

真 鑫（采访、整理）

原宁夏银川市人大副主任张熙如老人，1919年生于河南省巩
县，1938年参加抗日战争。在抗日战争胜利 60周年之际，受宁夏
银川市离休干部委员会委托，我们采访了这位抗日老战士。

河南地处中原文化发祥地，历来就有着厚重的文化底蕴。古
诗曾云：“九曲黄河天上来，中原沃土走大川”。中原大地，英杰辈
出，像开封的杨家府，忠烈世家，万古流传；汤阴的岳武穆，等等。
这些保家卫国的英雄人物，在中华大地代代传诵。出生在这片热
土上的张熙如，从小就受这些英雄人物的影响，血液里流淌着保
家卫国的壮志豪情。

当日寇大举入侵我中华大地时，张熙如毅然投笔从戎，参加
到抗击日寇的队伍中来。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绝不是一个任人
欺凌蹂躏的民族。不畏强暴、追求人类正义、坚韧不拔同样是支持
我们民族生生不息、世代传承的伟大精神。这一精神不论是在过
去，还是在今天，也不论是在和平年代，还是在国家遭到强敌入侵
之际，都会在每一位炎黄子孙的身上充分地表现出来。和许多曾
战斗在这片热土上的抗日战士们一样，张熙如就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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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光辉的历史

从 1931年开始，中国的民族危机日益深重，面临着沦为日本
帝国主义殖民地的严重危险。一些满怀激情，积极投身抗日救亡
运动的学生，铸就了爱国进步的光荣传统。

1931年 9月 18日，日本侵略者策动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
变，对中国东北地区发起武装侵略。国民党政府实行不抵抗政策，
几十万东北军不战自退，东北迅速沦陷敌手。正处于蒋介石反革
命军事“围剿”重压之下的中国共产党，先后于 9月至 10月多次
发表宣言、通电，号召全国民众“组织起来，实行罢工、罢课、罢市，
示威游行”，“依靠工农兵、学生，以及一切劳苦群众的力量”，“反
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全国掀起了抗日反蒋的浪潮，河南开封
的学生们也迅速投入其中。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同学们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中华民族解放万岁”等口号举行了示威游行。向国民党请愿要求
抗日，抗议国民党的卖国政策。学生抗日救国会组织和领导学生
进行抗日反蒋斗争，并决定实行罢课，沿途散发各种抗日传单，激
起工人、学生、商人、市民的同情和支持。张熙如参加了“豫北中等
以上学校学生反日联合会”，投身到了大规模的抗日救亡运动中。

1935年，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不断扩大，使中国处于民族危亡
的严重关头。北平爱国学生深感“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
静的书桌了”，他们怒火满腔，首先发出了抗日救亡的怒吼。在中
共北方局的领导和组织下，北平爆发了“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
随即影响全国。痛感华北危在旦夕，必须奋起救亡。

1937年 7月 7日，抗日战争正式爆发。7月下旬，平津一带流
亡学生大批来到河南，留日学生也返回开封，开封知识分子中的

4



Wuwanglishi Kangrizhanzhenghuiyilu

救亡力量迅速增长，万马齐喑的局面被打破了。在民众的抗日呼
声中，河南当局不得不放宽了某些限制，如“给民众以抗日言论、
出版、集会、结社等少许的自由，允许保释政治犯，成立上层分子
联络机关的动员委员会”等。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九·一八”事
变，企图把中国变为日本的殖民地，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慨。
作为河南省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中心的开封，抗日救亡学潮更
是此起彼伏，十分活跃。当时在开封读书的张熙如被救亡学潮深
深感染着，有很多学生毫不犹豫地投身于抗日救亡的洪流中。这
对她后来义无反顾地奔赴革命圣地———延安，投身抗日的战斗，
有直接的影响。

河南历来就有爱国运动的优良传统。1919年 5月 4日，北京
爆发了以学生为主体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北京 3 000余名
学生在天安门前集会游行，反对在巴黎和约上签字，要求惩办卖国
贼，废除“二十一条”，收回山东主权。学生们的正义要求，却遭到反
动军警的残酷镇压。全国各地学生纷纷罢课，游行示威，反对巴黎
和会的决定，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各地民族工商业者举行罢
市，特别是工人群众的奋起，使五四运动成为举世闻名的反对帝国
主义，反对卖国的北洋军阀政府的伟大革命运动。

五四运动前夕，不断有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刊物寄往河南
等各地学校，使不少学生耳目一新。五四运动爆发后，学校组织学
生游行示威。他们手持彩旗，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拒绝和
约签字”等口号，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并鼓动农工商各界召
开大会，宣传反帝爱国的意义，号召工商各界和城乡人民奋起抵
制日货。为使这一活动更加广泛深入，学生爱国团还搭台演出反
帝反封建的戏剧，发表反帝反封建的演说，揭露和声讨帝国主义
与北洋军阀政府的无耻行径。这些活动，振奋了民心，激发了广大
群众的爱国热情。

河南各中学的学生在北京学生爱国热情的影响下，每班推举
代表两名，组成同学会，带领学生走上街头，集会演讲，要求“外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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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权，内惩国贼”，废除“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这些历史的光
辉，照耀着年轻的张熙如在以后的革命道路上，坚定不移地向前
迈进。

二 坐着汽车去延安

今年已是八十六岁高龄的张熙如老人，听她讲述过去六十多
年的记忆，她就是一名战士，她激昂的情绪深深感染着我们。时间
仿佛在她的脑海里居住了下来，她清晰的讲述，让人忘记了时间
的长度，那是信念的力量，也是献身祖国、保卫祖国的理想，一直
激励着她，也充实着张熙如人生的每一个时刻。

张熙如出生在河南巩县的一个中医世家，家境不错，父亲对
中国传统文化很重视，思想开明，所以，张熙如到了应学年龄，父
亲就送她进学校去读书。张熙如考入高中前，震惊中外的“七·七
事变”发生了，局势变得异常紧张。当时的开封学生运动非常活
跃，起来反抗，不做亡国奴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1938年 5月，日本侵占河南省城开封后，又南下威逼武汉。开
封沦陷，战事紧迫，这时，张熙如的大哥从上海回来，向张熙如提
出一起去延安参加革命的想法，并加入到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
的大部队。这令张熙如十分高兴，这也正是她渴望已久的愿望，她
早就知道大哥已经加入了抗日革命的先进组织，于是，毅然决定
跟随哥哥去当时青年人最向往的革命圣地———延安！
当时张熙如的父亲已年逾六十，但是得知他们的意图和目标

后，非常高兴，写诗送给他们兄妹，诗中写道：

“明知行役苦，不忍便留汝。
丈夫志四方，岂别男与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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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有时乘船，我心寄桨橹；
汝有时乘车，我心寄轮毂；
有时徒步行，我心寄尘土；
异旅风霜赊，我心在露宿。
强颜悲作欢，汝去莫回顾，
后会如有期，同向光明路。”

诗中表现了一个成熟的爱国人士追求真理的乐观主义精神，
把“赤子身上衣，临别密密缝”的慈母般胸怀交给了他的儿女，父
亲还亲自送他们兄妹一起踏上救国的抗日大道。如今，年已八十
六岁高龄的张熙如，一谈到父亲，脸上就露出自豪的喜悦：“父亲
是一个非常爱国的人，他虽然没有亲自扛枪上战场，但他掩护过
很多的革命战士和革命干部，还尽自己最大的能力，从物质上援
助抗日斗争。解放后，他主动把自己的田地交给政府，支持新中国
的建设事业，自己只留一点儿能够养活自己的地，自给自足，从不
给政府添麻烦。他真了不起！”

1938年冬天，一路跋涉，张熙如兄妹终于在西安找到了八路
军办事处，提出要去延安的请求。他们的请求很快被批准，并幸运
地搭上了一辆给延安根据地运送物资的车辆。张熙如老人谈到这
里，开心地笑了起来，她说参加抗击日寇的革命历程虽然很艰苦，
但自己踏上革命之路还是很顺利的，是坐着汽车去延安的。刚到
延安时，各方面条件都很艰苦，每天还有日本飞机来轰炸，但张熙
如的革命热情却很高涨。按当时组织的安排，她先到了延安抗日
军政大学学习。这时，从全国各地来的热血青年，都沉浸在革命的
热浪中，心中充满了对祖国的热爱之情，决心保卫祖国、抗击日
寇，随时准备去战斗的最前线。
“那是一个火热的时代，我们被打走日寇，决不做亡国奴的热

情激励着，从来没有后悔过，革命的决心一直很坚决。不管后来遇
到什么困难，也没有退缩过。”张熙如沉浸在当年那个热血沸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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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那个时代带给她无限的自豪和难忘的回忆，这在张熙如晚
年创作的诗词中，一一体现了出来：

匆匆往事话“七七”，
延水河边浣夏衣，
塔影流萤挥不去，
攻读马列扣心扉。

1939年，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了一年后，同学们被分配
到抗日前线去。张熙如被分配到晋察冀边区。很快要离开革命的
摇篮延安，虽然心里有点依依不舍，但要到战斗的前线去了，张熙
如激动的心情，真是难以表述。
从延安到晋察冀边区，首先要渡过黄河。那是八、九月份的时

候，张熙如一行来到了黄河岸边，那里早已有安排好的渡河船公
在等待着，他们都是群众中积极抗日的先进人员。趁着夜黑风大，
对我军来说渡河是比较安全的，当然，来自自然界潜在的危险也
很大，幸好船公都是些渡船的好把式。按照命令，上船后大家紧紧
地一个挨一个坐稳后，就听到吩咐：无论发生什么情况都不得发
出声音，否则会暴露此次行动，一旦暴露，就会耽误渡河，行军计
划将遭破坏。这些年轻的女孩子们并非是天生胆大，为了抗击日
寇的侵略，保卫祖国，她们在战火的洗礼中，从一个个柔弱的女孩
变成一名名女战士，战火让她们逐渐变得沉稳、变得从容，也变得
更加勇敢和坚定。

坐在船上的张熙如，看不见周围的任何景色，一切都隐没在
漆黑中，只听得见耳边呼呼的风声，夹杂着哗哗的大浪声，随着浪
声。船忽而一跃而起，忽而又从高处跌入深谷，一阵又一阵的浪
涛，从船舷溅起来，水花落进船舱里，队员们的衣服很快就湿透
了，加上吹来的夜风，就感到一股股透心儿地冷。大约半个小时，
船终于安全到岸，大家顾不上寒冷，赶紧集合队伍，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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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队伍就行进到了晋察冀边区的地界，马上就要进入敌占
区，大家的心情不免有些紧张，第一道关就是过敌人的封锁
线———同浦路。日寇实施“囚笼政策”，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
堡为锁，企图分割和封锁各抗日根据地。因为时间很紧，必须在一
定的时间里通过，所以非常紧张。对这些没有经验、第一次过封锁
线的女学生们来说，就更紧张了。由于敌人的巡逻次数很密集，只
能在夜间行动，而且必须在一个晚上迅速通过一百多里的防线，
只能轻装。按规定女生随身所带物品不得超过二十斤，男生不得
超过三十斤。他们由一位队长带队，白天做好准备工作，夜间开始
行动。

行动前为了防止掉队或看不清前面的队员，他们把白手巾绑
在手臂上作标记；对未能通过封锁线或者走散的队员，如何再次
集合到队伍中来，事先都做好了相应的应急方案。由于敌占区的
群众和民兵们，在侦查工作方面作得很好，所选的线路也比较安
全，队员们终于都顺利地通过了敌人的封锁线。也许是因为急行
军，刚过日军的封锁线后，大家就觉得口干舌燥，咽喉冒火，非常
想喝水。正在找水源，突然日军的飞机飞来了，队长命令大家赶快
隐蔽，没办法只好就地喝些脏水解渴。在艰苦的战争时期，任何难
以想像的境地都会有，像这样的情况大家早就做好了思想准备。
没有药品，就因地制宜，队员们都随身携带着大蒜———为了防止
肠胃炎。因接触了不良的食物或喝了不太干净的水，就吃一口大
蒜预防。在那个各种物资都很缺乏的时代，大家的智慧和经验就
是最好的药品了。

到了边区后，队员们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他们把最好
的吃的、最好的住处都让给了战士们，群众的支持，极大地鼓舞了
这些初次参加战斗的年轻人。一安排停当，他们马上就组织展开
工作，宣传抗日思想，搞抗日文艺演出。

1939年的 10月，日军进行秋季扫荡，由于情报及时准确，军
民做好了充分的应对措施，使敌人的这次扫荡扑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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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人一走，文工团的队员就开始走街串巷，搭台演戏了。条件
艰苦，大家就想办法，找点子，他们自己设计了折叠式舞台。简易
方便，到哪里，只要一展开，就是一个临时的舞台，很适合流动。条
件是艰苦，但演出的节目可不能马虎，有自创剧《民兵上前线》、歌
剧《王二嫂》、话剧《雷雨》等。在话剧《雷雨》中张熙如扮演鲁
妈。
当时文工团的人员缺乏，仅有几个队员，就身兼数职，大家

也是多才多艺，能唱能演，演完话剧，赶紧收拾一下，再上台表
演唱歌；歌唱完了，又忙着准备演话剧……说累，很累；说辛苦，
很辛苦；但大家心里都知道，这是在为一项伟大的事业作贡献，
什么苦呀累呀，姑娘们早就抛到脑后去了。伟大的事业能产生
伟大的力量，打走日寇，建设新中国！这就是张熙如他们的理
想，他们的奋斗目标。

张熙如是一位意志坚强、目标明确的抗日战士。在革命还没
有成功之前，她给自己制定了一个制度：“一天不打败鬼子，革命
一天不胜利，我就一天不考虑个人问题，不考虑结婚！”演节目，当
教员，哪里需要，张熙如就投身到哪里。无论做什么工作，她都一
如既往，兢兢业业地干，她对自己的要求是：不干则已，要干就干
好！
除了文艺演出外，张熙如还担当了学校的教员任务，当时，

师资力量很缺乏，这些来自延安抗大的学生们就是当地最好的
教员。

抗日根据地的中、小学教育，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而发展。学
校通过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教育青少年
学生树立革命观念、劳动观念、群众观念，养成朴素、勤劳、友爱、
团结的精神，既提高了青少年的文化知识、阶级觉悟，又增强了对
敌人的仇恨，同时也增强了他们对敌斗争的能力。
除了对青少年的教育外，群众教育也不可忽略。
抗日战争初期，根据地群众教育的主要内容是：用各种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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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广泛发动群众起来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服务团、工作团、话剧
团、抗敌后援会、抗日救国会、青年协会、妇女救亡会等，都是在抗
日救亡群众教育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组织形式。其中，举办农民学
习班、教唱抗日救亡歌曲、演出剧目等成为向群众进行教育的主
要形式。此外，还创办了各种类型的学校和训练班，因地施才，举
办教师训练班，就地培养师资人员，培训中小学教师。

培训班所开设的课程有政治、军事、文化、唱歌等。政治课主
要讲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国共合作联合抗日、发动抗日
高潮；军事课，每天早晨背背包、背枪跑步，下午作军事练习，如练
习卧倒、瞄准、投弹、射击（最后每人发 5发子弹练习打靶）；文化
课讲有关抗日方面的文章；唱歌课教唱《流亡三部曲》、《游击队之
歌》、《大刀进行曲》、《毕业歌》等抗日歌曲。参加学习的教师每期
150人，时间为 1个月，结业后分回各校。他们一面教学，一面宣传
抗日，并随时准备迎接战斗。同时还组织地方团队学习政治、军
事、文化，以加强自身的战斗素质。

1938年以前，各地方的武装掌握在地方绅士、地主、保长和
部分农民手中。1938年，在各地开展了大量的统战工作，号召他
们联合抗日。抗日政府协助他们统一整编，成立了“抗日自卫团”，
下设五个中队和若干分队。中队、分队的政治教官、军事教官都是
“七七工作团”派人担任，对官兵开展政治和军事训练，还举办“干
训班”训练下层干部，又从县中学生中选派学生到每个中队担任
文化教员，他们负责教识字、唱歌。通过组织团队学习，使自卫团
官兵懂得了抗日政府的政策，提高了对抗日的认识和军事、文化
素质。

妇女历来是一支不可忽视的群体，她们的自身素质决定着下
一代人成长的质量。我们首先成立了妇女文化学习班，不收学费，
课本免费发放，每人一套《新编千字文》。教师除教读书识字外，还
讲妇女解放、联合抗日等道理。通过学习，学员们思想文化水平有
了一定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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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学在抗日根据地再也不只是富裕人家孩子的事，全民接受
教育是革命的目标和理想。抗日根据地开办的平民学校，专收贫
民子女入学，不收学费，不要求衣服一致，免费供应学生课本。开
设课程有国语、算术、音乐等。学校还组织人来做报告，揭露日本
鬼子的侵略罪行，宣传我党的国共合作抗日主张，教唱革命歌曲
《大刀进行曲》、《到敌人后方去》等。

那时，学生写字买不起纸，老师们就在校园里制了一个沙盘
代替纸，用树枝代替笔，在沙盘里练习写字。他们还组织儿童成立
歌舞队，开展抗日宣传。抗日救亡团体相继建立，全面开展城乡抗
战救国群众教育，进一步促进了抗日救国教育运动的发展。

干部教育重于群众教育，现任干部的提高重于未来干部的培
养，成人教育重于儿童教育；战争与生产的知识技能教育重于一
般文化知识教育。这是抗日民主根据地举办教育的方针。当时干
部学校包括两方面：一是对在职干部的教育和培养，如军政干校；
二是举办干部训练班，如中学和抗敌游击干部的训练班。

通过在抗日根据地的“抗大”式的新型学校里的学习，在短短
的两年里，为抗日战争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干部。

1942年，疯狂的日本鬼子开始对张熙如他们所在的晋察冀地
区，进行铁壁合围式的大扫荡。在日寇的三次扫荡之后，根据地的
形势变的十分严峻，在敌后展开的一些工作，已经不能安全地进行
下去了。形势迫使中央决定将党的一些重要机关、组织、各个文艺
学校以及供给部等，撤离沦陷区，学校、文工团、供给部三方组成一
个团，向革命圣地延安撤离，张熙如也将随部撤离晋察冀边区。

三 嶅豫山脱险

这次撤离不是很顺利，形势已经与他们来的时候有所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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